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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省雷电活动主要集中在
)

'

.

月!

)

月份雷电活动最为频繁!全省范围内每天

都有雷电发生!是有闪电定位记录以来首次出现

每天都有雷电的月份)雷电频次最多为
.

月份!

发生闪电
%%&$#.

次!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

高值(

"

,

#

#$%,

年首次雷电天气出现在
,

月
%#

日)末次雷电天气出现在
%$

月
+

'

)

日!较常年

偏早(

.

月
%%

日的区域性雷电天气过程范围广*

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共发生闪电
,+'.'

次!

为历史最强雷电天气过程)

.

月
&

日的局地性雷

电天气过程发生时间集中*频度大*伴随的冰

雹*大风*暴雨天气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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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张家口市气象观测站
PEE&

型与
15BA+$$

型自动站的逐时数据进

行对比!结果表明&

PEE&

型自动站气温*相对湿度*极大风速和累计降水量数据偏大)气压和

#=RT

平均风速数据则偏小(除受两站仪器安装位置影响外!不同季节环境变化对传感器的性能

和测量误差的影响!均会造成两站数据差异(

关键词!

PEE&

型自动站)

15BA+$$

型自动站)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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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自动观测逐步取代了人工观测!同

时部分地面气象自动观测站也不断升级改进!这

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自动观测数据与人工观测数

据*原有自动观测数据与升级后自动观测数据的

对比(胡玉峰$

%

%

*李鹏飞$

#

%

*王晓默等$

,

%及甘桂

华等$

&

%诸多气象工作者都进行过自动观测与人工

观测气象数据对比!而对同一地区两套不同类型

自动站观测数据的对比分析不多(本文将对张家

口市
PEE&

型 自 动 站 "以 下 简 称 新 站#和

15BA+$$

型自动站 "以下简称旧站#的气象要

素进行对比分析!为两站观测资料数据差异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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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及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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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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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张家口市气象观测站

新站和旧站部分要素的逐时数据进行对比!并从

中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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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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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数据做进一步对比!分析夏*

秋两季的环境特征对两站观测数据的影响(所选

气象要素数据分别为气温*气压*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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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风速和极大风速的逐时数据及累计降水

,&!

#$%&

"

'

#

!!!!!!!!!!!!!!!!!!

陕
!

西
!

气
!

象



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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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为了取得所选要素的对比结果!对新*旧两

站观测数据进行差值计算!并规定气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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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对比差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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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同种要素对比时!为排除由

于均值不同对差值离散程度的影响!引入差值变

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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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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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气压%湿度

15BA+$$

型和
PEE&

型自动站气温*气压

和相对湿度的数据采样方式相同!均为
+

次-

=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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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

年
+

'

%%

月两站逐时气温*

气压和相对湿度数据的对比发现!两站逐时数据

差值均呈正态分布!其中气温差值偏正 "图
%

#!

平均值为
$!$'^

!标准差为
$!%%

)气压差值偏

负!平均值为
($!%#738

!标准差为
$!$+738

"表
%

#)相对湿度差值偏正!平均值为
#!,$9

!

标准差为
%!,%9

"表
%

#(差值分布集中且很小!

说明两站观测数据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由表
%

可

以看出新站气温和相对湿度数据较旧站偏高!偏

高比例分别为
.&*-'9

和
--*#,9

)而气压数

据偏低!偏低比例为
-#*',9

(

在
.

月和
%%

月两站日平均气温*气压和相

对湿度差值对比分析中!两月数据差值虽有不

同!但数据偏差趋势一致 "图略#!新站的气温

和相对湿度数据偏大!气压数据偏小(从两站日

平均数据差值的变异系数可看出!

.

月两站气压

差及
%%

月的气温差值较稳定!说明不同的季节

环境特征对两站数据的采集也会造成影响(

造成两站采样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

"

采集

器内部时钟偏差造成采样时间的不同)

#

传感器

本身误差引起采样数据的差异)

$

两站各要素传

感器的测量误差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化出现的

飘移程度不同)

%

不同季节的环境特征对两站观

测数据差异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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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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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

平均风速
!

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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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两站

异常数据!采用内插法对
.

月和
%%

月逐时
#=RT

平均风速进行处理后分析得出&

#=RT

风速的逐

日平均值新站比旧站偏小!差值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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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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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平均风速值新站仍比

旧站偏小!差值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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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站逐

时
#=RT

平均风速差值呈正态分布 "偏负#!平

均值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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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为
$!,-

(新站较旧

站偏高
,%!#.9

!偏低
+.!)#9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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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站较

旧站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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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风速
!

两站逐时极大风速差值呈正

态分布 "偏正#!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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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标准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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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为
#!#)

(其中新站极大风速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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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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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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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新站的

极大风速值比旧站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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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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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逐日极大

风速差值!变化范围较大!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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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据中仅有两个为负值!且极大风速

差的标准差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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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新站极大风速比

旧站大!差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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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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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A+$$

型和
PEE&

型自动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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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逐时气温差值分段分析

#!,

!

降水

%%

月开始人工降水观测取代翻斗式雨量器

降水观测!因此仅对
+

'

%$

月两套翻斗式雨量器

!!

的降水数据进行对比(对比分析时!人工观测降

水量为真值(从表
#

中可以看出旧站观测降水量

总体偏小!而新站明显偏多(一方面是由于人工

所测降水为滞后观测!即使立即观测仍不可避免

因蒸发和转移过程造成的损失!使得所测雨量偏

小!造成新站数据较人工观测数据偏大)另一方

面自动观测所用的翻斗式雨量计测量精度受翻斗

灵敏程度的影响较为明显!旧站所用雨量器使用

年限较长!翻斗的长时磨损造成灵敏度下降!当

雨强大于
#

!

,==

-

=RT

时!翻斗来不及翻转!

造成旧站雨量偏低(

#$%,

年
+

'

%$

月张家口

.$9

以上的降水属于强对流天气过程!因而新站

累计雨量明显大于旧站(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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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BA)$$

型自动站与
PEE&

型自动站月降水量对比

月份
人工观测

降水量-
==

15BA+$$ PEE&

降水量-
==

与人工观测

差值-
==

相对人工观测

误差-
9

降水量-
==

与人工观测

差值-
==

相对人工观测

误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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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通过新站与旧站逐时气温*气压*湿度*

#

=RT

平均风速*极大风速和累计降水量数据的对

比分析可以得出&

"

%

#新*旧两站所测要素数据存在一定的差

异&新站气温*相对湿度数据有偏高*偏大趋

势)气压有偏低趋势)

#=RT

平均风速偏小!极

大风速偏大)累计降水量偏大(

"

#

#新*旧两站各要素差值标准差基本都小

于
%

!各要素数据差值分布集中!呈正态分布)

差值平均值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区间内!两站数据

比较接近(

"

,

#新*旧两站自动观测数据除仪器性能产

生的差异!不同季节的环境特征对两站观测数据

差值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进行长期气象数据分析

时需综合比对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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