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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站实现了数据自动采集及传输，地面气

象测报软件的使用减轻了台站制作和预审气象月

报表的压力，但由于软件不可能处理所有的疑误

记录，故人工预审仍不可少。从２０１４年起地面

气象观测业务调整，加之部分台站启用新型自动

站，由于新型自动站软件的数据质量控制功能较

差，报表质量急速下滑，本文对地面报表预审应

注意的问题进行阐述，以期对提高报表质量有所

裨益。地面报表有两个数据文件必须进行质量控

制：Ａ文件为全要素文件，包含人工观测要素和

自动站自动采集的数据，是制作自动站月、年报

表的必备文件，由台站基本参数、观测数据、质

量控制段、附加信息４部分组成，４部分互相联

系、相互制约；分钟数据文件Ｊ文件，包含本站

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风向风速、降水量五个

观测要素的分钟值，由台站参数、观测数据两部

分组成。

１　降水

１．１　定时降水为微量时的处理方法

有微量降水０．０在Ａ文件应为 “，，，，”。使

用新型自动站的台站要用 ＯＳＳＯＭ 软件对 Ａ文

件进行质量控制，人工输入微量降水，否则天气

现象与降水量矛盾。如武功站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天气现象 （０５，１０，６０，）０５，．，该日无降水

量，查询后人工输入７日微量降水量。

１．２　逐小时降水量

冬季自动站降水仪器停用的台站，如全月无

降水，Ａ文件首行参数为０，数据段逐小时降水

以 “＝”占位，相应的质量控制段亦为 “＝”。

由于测报软件有缺陷，台站在做完 Ａ文件维护

后要人工检查，手动改正。

１．３　降水量上下连接值

降水量上下连接值由３段组成：即下月１日

２０—０８时降水量和跨月连续降水 （或无降水）

开始日期和上跨连续降水量。下跨降水量需人工

输入，否则软件按无降水处理。把上几月的 Ａ

文件和本月的 Ａ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内可审出

上跨降水量是否有误。

１．４　分钟降水量

由于Ｊ文件没有记载天气现象起止时间，加

之降水受到干扰信号或维护不当的影响会出现无

降水现象而有降水量的矛盾现象，而地面测报软

件没有实现Ｊ文件降水起止时间与 Ａ 文件天气

现象的降水起止时间对比的功能，Ｊ文件经常出

现降水量与天气现象矛盾的现象，预审人员和测

报人员必须人工校对二者的降水起止时间是否一

致。若不一致时，判断为滞留降水量的 （降水结

束两小时内），把该降水量追加到降水结束前的

最后一分钟内，但不能与 Ａ 文件小时降水量矛

盾；否则删除该降水量。

２　自动站定时记录缺测的处理方法

已实现自动观测的气温、相对湿度、风向、

风速、气压、地温、草温、能见度、雪深记录异

常时，正点时次的记录按照正点前１０ｍｉｎ记录、

正点后１０ｍｉｎ记录、备份自动站记录、内插记

录 （风向、风速、能见度不做内插）的顺序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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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ＯＳＳＯＭ软件增加了全要素分钟数据文件

即 ＲＴＤ 文件备份 （存放在 ＯＳＳＯＭ 中 ＲＥ

ＳＴＯＲＥ＼ＤＡＴＡ），文件全名为 ＡＷＳ＿区站号

＿年月．ＲＴＤ。可以在ＲＴＤ文件中查找正点前

后接近正点的分钟数据，并用来代替自动站缺测

的正点值。若无自动记录可代替时，仅在相应定

时时次进行人工补测 （草温除外），其他删除，

按缺测处理。若某要素人工观测仪器已按规定撤

除，则该要素不再人工补测。

３　海平面气压、水汽压、露点温度

海平面气压、水汽压、露点温度不是自动站

自动采集的数据，是计算值。自动站采集器自动

采集正点的温度、相对湿度、本站气压，再计算

水汽压、露点温度、海平面气压作为该时正点

值。当定时本站气压、温度、相对湿度三者之一

为异常值或替代值时，海平面气压或水汽压、露

点温度需重新计算。

４　方式位及其与首行参数的配合

在Ａ 文件中，当方式位为等号 “＝”时，

表示该要素全月缺测，如 “Ｐ＝＜ＣＲ＞”；首行

ｙ１＝９。在Ａ 文件中，用Ａ０＝、Ｇ０＝、Ｚ０＝表

示观测未出现，相应的首行参数均应为０，只有

台站没有该任务才直接在要素标识符后加 “＝”，

首行参数此时为９。也就是说虽然夏季冻土、电

线积冰、积雪不观测，但相应要素项仍应选上，

要素标识只能为０，不能为９。

５　封面

封面要素中地理环境和传输日期两项需手动

改正。

６　备注

６．１　一般备注事项

气象观测中一般备注事项记载由多条记录组

成，每条记录由标识码 （ＢＢ）、事项时间 （ＤＤ

或ＤＤＤＤ）、事项说明三组数据组成，事项说明

数据组为不定长［１］。如长武站２０１４年１月启用

新型自动站备注为：ＢＢ／０１／今日起停用ＯＳＳＭＯ

地面测报业务软件，启用ＩＳＯＳ地面测报业务软

件，自动站型号为ＤＺＺ５型。

６．２　台站沿革变动情况备注

台站沿革变动情况记载由多条记录组成，每

条记录由变动项目标识码、变动时间 （ＤＤ）及

变动情况多组数据组成。其中 “１０观测时间”

和 “１１守班情况”为必填写项。各变动情况数

据组为不定长，但不得超过规定的最大字符数。

各组数据之间分隔符为 “／”。

台站沿革变动项目及标识码如下：０１台站名

称；０２区站号；０３台站级别；０４所属机构；０５

［５５］台站位置；０６障碍物；０７ ［７７］观测要素；

０８观测仪器；０９观测时制；１０观测时间；１１守

班情况；１２其他变动事项。某项多次变动，按标

识码重复录入。台站位置迁移，其变动标识用

“０５”；台站位置不变，而经纬度、拔海高度因测

量方法不同或地址、地理环境改变，其变动标识

用 “５５”。增加观测要素，其变动标识用 “０７”；

减少观测要素，其变动标识用 “７７”。

例如长武国家基本站２０１４年１月业务调整，

台站沿革备注如下：

７７／０１／雷暴、闪电、飑、龙卷、烟幕、尘卷

风、极光、霰、米雪、冰粒、吹雪、雪暴、冰针

７７／０１／云状

０８／０１／能见度／能见度观测仪／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１／气温／气温传感器／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０８／０１／相 对 湿 度／相 对 湿 度 传 感 器／

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０８／０１／风向／风向传感器／０００１０８／００００

０８／０１／风速／风速传感器／０００１０８／００００

０８／０１／雨量／雨量传感器／０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０

０８／０１／蒸发／超声波蒸发器／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０８／０１／气压／气压传感器／０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３／０８；１４；２０

１０／２４／２４小时连续观测

１１／不守班

１２／０１／定时观测调整为每日５次 （０８、１１、

１４、１７、２０），取消夜间守班。

７　Ｊ文件

Ｊ文件的分钟记录不内插；Ｊ文件６０分纪录

用Ａ文件正点记录代替时要确保该正点记录是

自动站原始采集数据，不能用 Ａ文件中内插或

人工站代替的正点记录代替。

　　参考文献：

［１］　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件和记录簿表

格式 ［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０－３１．

１５　２０１４ （４） 张红娟：自动站地面报表预审应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