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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陕西省气象信息综合监控平台，根据区域自动气象站监控的状态和可疑数据查询

记录发现故障，总结提出故障排查和维修的实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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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随着地面气象观测业务工作任务的调

整，各种气象观测设备正常运转的技术保障工作

显得尤为重要，技术标准也相应提高。针对两要

素自动气象站的故障与维修方法，许多同志进行

了有益的分析与总结［１５］。近年来，各级业务主

管部门规定了故障维修处理的时限，为台站的技

术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勉县共有２３个

两要素区域自动气象站分布在各乡镇，技术保障

工作任务繁重，如何做好此项工作，技术人员在

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一些实用的经验。

１　网络监控故障及其排查与维修

通过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网 （ｈｔｔｐ：／／

１０．１７２．８．６６），进入区域自动气象站数据监控平

台。红色指示灯闪烁，表示该区域自动气象站或

自动站通信传输出现故障，需要进行维修。

故障排查方法。首先电话询问网络客服人

员，覆盖故障区域自动站的通信基站是否在检修

或因停电而造成短时通信中断，以及自动站通信

网卡是否欠费停用，若没有异常，需对自动站进

行排查维修。首先检查电池电压，查看主板上的

绿色电源指示灯是否闪烁，若无绿色指示灯闪

烁，则用数字万用表２０Ｖ电压档检查电池电压。

电池是两节型号为６Ｖ１２Ａｈ的铅锌蓄电池，并

联使用，测量电压在５．６Ｖ以上区域自动站才能

正常工作，低于此电压就应更换电池组。更换时

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其次查看主板上的红色

信号指示灯是否闪烁，若红色指示灯不闪烁，则

取下ＳＩＭ 卡装入手机，若手机也无信号显示，

表明该ＳＩＭ 卡已作废，应更换ＳＩＭ 卡。若电

源、网络指示灯和ＳＩＭ 卡均正常，而区域自动

气象站还处于故障状态，则重新设置、保存区域

自动气象站的参数［６］，同时检查天线连接是否完

好，若区域自动气象站故障仍未排除，说明主板

出现故障，应更换主板。换主板时应先关闭电

源，然后拔出与主板连接的连线插头。从机箱中

取出主板后再取下ＤＹ０７电源控制板。在换上主

板之前，先将ＤＹ０７电源控制板正确地安装在将

要更换的主板上，然后将主板安装在机箱，再插

好与主板连接的连线插头，最后打开电源开关。

更换主板时注意ＤＹ０７电源控制板方向不能安装

错误，否则会导致主板损坏。

２　可疑数据查询记录发现故障及其排查与维修

通过 “陕西省气象信息综合监控平台”中的

可疑数据查询记录可发现设备故障。故障排查与

维修。

（１）连续多时次出现 “小时温度出现９９．９℃

为错误数据”的查询记录或多时次出现温度明显

偏高或偏低的可疑数据查询记录的区域自动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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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用数字万用表２００Ω电阻档测量确定故障具

体部位。在温度传感器的四根连线中，若是两种

颜色，任意同色连线之间的阻值是否在１～８Ω

之间，任意异色两线之间的阻值是否在８０～

１２０Ω之间；若是四种颜色，绿色和黑色或黄色

和白色连线之间的阻值是否在１～８Ω之间，除

绿色和黑色或黄色和白色连线外的任意两连线之

间的阻值是否在８０～１２０Ω之间。若实际测量阻

值不在给定范围，表明温度传感器故障，应更换

温度传感器。换温度传感器时注意温度传感器不

能磕碰，温度传感器与主板的连线顺序不能接

错。若电源和网络信号正常，温度传感器的阻值

及与主板的连线顺序正确，但是故障还未排除，

这表明主板故障，应更换主板。

对于出现其它温度可疑数据查询记录的区域

自动气象站，则应结合当地的天气现象及其周边

区域站同时次温度做对比分析进行判断处理。若

温度偏高是由外界环境变化引起 （如在区域自动

气象站附近临时生火取暖），则不必维修。

（２）同一次降水过程，某区域自动气象站的

降水量比周边站的偏少较多，国家局下发的可疑

数据查询记录为 “小时降水量：ＸＸ．Ｘｍｍ为可

疑数据”。则检查该区域自动气象站的漏斗、汇

集漏斗、计数翻斗是否堵塞或上、下翻斗和计数

翻斗是否被卡住。若堵塞，要清理干净漏斗、翻

斗；若卡住，要恢复翻斗的自然状态。排查完毕

故障仍未解除，则应检查干簧管与磁铁的相对位

置是否太远、翻斗轴两端和宝石轴承润滑状况及

干簧管是否有损坏使开关节点产生该闭合却断开

的现象，同时检查各接线情况。维修方法：计数

翻斗在平衡时磁铁要正对干簧管的中心，它们之

间的距离约２ｍｍ
［７］；翻斗轴两端和宝石轴承润

滑状况不好，应作润滑处理；干簧管损坏需更

换。若还不能排除故障，应更换主板。

（３）同一次降水过程，某区域自动气象站的

降水量比周边站的偏多较多，可疑数据查询记录

为 “小时降水量：ＸＸ．Ｘｍｍ为可疑数据”。结合

当地实际降水情况，分析判断处理：若当地实际

降水量确实大，不必维修；若当地实际降水量和

周边站点的大致相同，说明该区域自动气象站有

故障。应检查计量翻斗是否积尘太多，磁铁上是

否吸有异物，若有积尘或异物应清理干净。若故

障仍未排除，检查干簧管与磁铁的相对位置是否

太近、干簧管是否有损坏使开关节点产生该断开

却闭合的现象。维修方法：保持干簧管与磁铁适

合的相对距离与位置；干簧管损坏需更换。若仍

不能排除故障，应更换主板

在清洁区域自动气象站的漏斗、翻斗时，应

先断开雨量传感器与主板的连线，以免在维护时

产生的非降水记录被采集误传。

３　结语

采用网络监控发现区域自动气象站故障并按

照所述方法排查维修方便、实用，效果较好。上

述方法均未考虑人为对区域自动气象站损坏及影

响。可建立区域自动气象站台站档案，对电池、

温度传感器、干簧管等全部登记入账，在规定使

用期限到达之前及时撤换；制定定期巡检制度，

以便及时发现故障或潜在故障，减少区域自动站

故障和可疑数据查询记录，提高区域自动气象站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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