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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站一次故障的应急处理及排除

曹　梅，李晓冬

（西安市气象局，西安　７１００１６）

　　随着气象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自动气象

站将逐步取代人工观测，成为获得地面气象观测

资料的主要途径。自动气象站在室外连续工作，

其性能容易受到雨雪、雷电、高低温等自然环境

的影响。以泾河国家基本站ＣＡＷＳ６００型自动站

的一次故障为例，通过对故障维修过程进行分

析，提供自动气象站故障排查思路，为此类故障

的快速排除给予参考，同时提出了此类故障的预

防措施。

１　仪器概述

泾河基本站使用的是ＣＡＷＳ６００ＳＥ自动站，

此型号为华云公司生产的带辐射的基准 （本）站

标准 配 置。ＣＡＷＳ６００ＳＥ 自 动 站 采 集 器 为

ＤＴ５００，拥有１０个差分模拟通道，４个数字通

道，３个计数通道。其中模拟通道可采集电压、

电流、电阻和频率信号；数字通道可采集数字

量、开关量；计数通道可采集数字累计量或作为

计数脉冲输出［１］。模拟通道可以测量气温、相对

湿度、气压、风向、辐射等模拟信号，计数通道

可采集雨量和风速等。

２　故障排除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２６日泾河站出现持续两天

的明显降水过程，２６日０３：１５，自动气象站采

集界面上显示的部分数据为红色 （即超越了气候

极值），判断自动站采集故障。

２．１　故障初步判断

由于在夜间不能准确判断故障部位，业务人

员立即启用备份计算机，启动监控软件后，软件

初始化成功，但采集的数据仍然为非正常值。由

于判断在下一正点自动站无法恢复，及时启用备

份自动站，将备份自动站资料作为实时上传的正

式记录。保障人员对自动站故障展开全面排查。

采集数据虽有异常，但并没有缺测现象，判定从

采集器到计算机的通讯线路通畅。随即测量了采

集器供电电压，电压在可工作的阈值范围内。依

据故障分析中的逻辑原则怀疑为采集器故障，立

即更换备用采集器，但故障仍未排除。进一步通

过数据比对，发现由计数通道输入的自动雨量和

风速数据正常，而由模拟通道输入的气温、相对

湿度、气压、风向、地温、辐射等要素都出现异

常。用万用表测量任意温度通道阻值，通过公式

计算与当时实际温度值相符，但采集器采集的温

度却与实际温度相差很大。根据当时的特殊天气

条件，初步判断故障应是某一路信号线由于雨水

浸入导致短路引发。

２．２　故障排查解决

保障人员采用排除法，首先将采集器所有的

模拟信号通道均断开，然后依次逐个接入采集

器，分别接入气温传感器、湿度传感器、风向传

感器时数据均正常，接入总辐射传感器时所有数

据出现异常。去掉总辐射传感器，将最后一支净

辐射传感器接入采集器时数据也出现异常。使用

万用表Ω档测量总辐射和净辐射传感器各自的

线间阻值均不到５０Ω，与正常情况 （约３５０Ω）

明显不符，由此判断应该是这两个传感器的线路

或者传感器进水出现短路现象，导致整个自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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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器无法正常工作。将总、净辐射传感器从采

集器上摘掉，在不接总、净辐射表的情况下，其

余数据均恢复了正常采集和传输。

３　结语

自动气象站全天连续工作，做好自动气象站

日常维护工作，使之平稳正常运行，才能保证观

测数据的质量。除了值班员对自动站设备进行正

确的日常维护外，台站技术保障人员应定期对自

动站设备进行必要的专业维护。特殊天气下要加

强对自动气象站的维护，比如在降水较大的情况

下，若能及时将采集器机箱及供电机箱加以保

护，防止漏雨发生短路，损坏整个自动站电路，

或在容易漏雨、积水的部位，特别是暴露在室外

的线路接头处、线路拐角处，如总、净辐射表的

传感器等部位予以防护，可能就会避免此类故障

的发生。泾河站的此次故障因为及时启用了备份

自动站，正点数据的采集与上传没有受到影响，

仅有单套自动站的台站，遇此类事件发生时，应

及时启用人工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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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陕西省气象信息服务发展

现状及思考

巨晓璇，杨承睿，屈　直，白光弼，刘春敏，苏　醒

（陕西省气象服务中心，西安　７１００１４）

摘　要：根据近年来陕西省气象短、彩信用户数、１２１２１气象声讯电话拨打量变化趋势和用户满

意度调查数据，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大背景下，从运营商经营环境、营销方式、产品质量

等方面对陕西气象信息服务业务进行分析，得出移动互联网发展、免费客户端广泛应用、运营

商营销策略调整、传统营销手段乏力等是陕西气象信息服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据此探讨

陕西气象信息服务的发展方向，提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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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气象信息服务业务经过１０多年的发

展已具有一定规模，但近两年来，随着移动互联

网业务的快速发展，手机客户端、网络媒体被广

泛接受，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趋多样化，传统

的信息服务行业受到很大冲击，气象信息也不例

外，下滑趋势明显，发展形势严峻。如何创新气

象信息服务与产品，稳定和发展短、彩信和声讯

用户群，成为陕西气象信息服务业务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亟需解决的问题。

１　发展现状

１．１　手机气象短、彩信业务

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陕西省气象手机短、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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