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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探空站
@

波段雷达'电子探空仪系

统的投入使用实现了角度自动跟踪*自动测距*

自动数据处理功能!在减少人为失误的同时大幅

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常因复杂天气*探空仪

器性能不够稳定等因素造成探测记录出现异常!

为此结合基层探空站值班和报表预审中常见问

题!总结高空资料质量控制的思路和流程!确保

探空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和代表性!为天气预

报*气候分析*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换!提供及

时*准确的高空气象探测资料(

!

!

施放前的要点

%!%

!

探空仪序列号%参数检查

首先进行计算机对时!再检查探空仪序列号

是否输入正确!校对录入的各参数是否与厂家配

发的纸质参数一致!尤其注意校对探空仪参数中

>P$

!

>P'

值 "上海长望气象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探空仪#(然后检查基测瓶内温度
%

$

和元件

阻值
?

$

值是否有误!

?

$

的合格范围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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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在仪器基测完毕后才发

现输入错误!一定要在放球前进行参数校对更改

并重新基测(切勿放球后在放球软件中校对探空

仪参数!否则软件会把探空仪感应高空某一时刻

的要素值作为基测值采样录入!而将已有的正确

数据替换造成仪器不合格(虽然放球前仪器合

格!气球施放后也正常!但是误操作会造成高表

(%&

显示基测不合格!影响整份观测记录!造成

无法更改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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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值测定及瞬间数据输入

%!#!%

!

基值测定要合格
!

在基值测定时!校对

基测箱标准值与仪器值的差值是否都在合格范围

之内!"温度
*

%

%

0

$!&^

0)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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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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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若施放不合

格的仪器会直接影响整份观测数据的准确性(

%!#!#

!

瞬间*基值测定观测数据读取要准确
!

云*能见度*天气现象目测项目一定要严谨!否

则容易出现矛盾记录(从
#$%&

年
%

月
%

日起!

地面和高空同址的台站!探空基测*瞬间要素值

采用地面自动站数据!气象要素要抄录准确!格

式符合高空瞬间观测要素输入要求(正常情况

下!基测和瞬间气压的读取之间相差半小时!气

压值比较接近!如果相差很大!最好复读!否则

误读可能会导致仪器不合格或引起记录系统性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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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球点的选择

通常每个探空站都会设置几个放球点!值班

员要根据放球时的风向*风速选择放球点!最好

选在雷达下风方!防止气球通过雷达顶部造成雷

达卡死!气球丢失!导致记录不完整或重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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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放后数据的采集审核

#!%

!

放球点参数的检查

气球施放后!值班员校对记录时!要从测风

第一秒数据查看放球点参数是否正确(从历史观

测资料得出!正常情况下!第一秒仰角与地面相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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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秒方位与地面相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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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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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超出此范围!说明放球点参数漏改!这样会

造成测风数据
$!'=RT

量得风层疑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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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球时间的检查

要认真校对记录放球时间是否在规定的时间

之内!正常情况下为
%'

!

#$=RT

!避免早放现

象!万一遇到特殊情况出现迟放!要注明原因)

当出现主*副班施放气球口令不一致!造成放球

键早按或晚按时!要正确使用放球时间订正功

能!确保资料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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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空数据的审核

#!,!%

!

删除 +飞点,要彻底
!

值班员要密切监

视数据接收情况!当出现 +飞点,时!一定要在

放大
%$

倍的情况下!仔细查看!将 +飞点,全

部删除(注意
%

*

B

趋势变化规律!不要误删正

常的特性层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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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数据要前后对比
!

当
#

*

%

*

B

探

测数据出现连续不变*剧烈跳变或较大转折!要

判断是天气原因还是仪器变性造成的(当探空

'$$738

出现后!将各等压面高度*气温等数据

与前几个观测时次进行对比!若天气条件相近!

各时次要素相差不应太大(如果相差较大!需要

认真分析!若确认为仪器故障!

'$$738

以下!

缺测或可信度差的时间大于
'=RT

!在规定时间

内重放球(

'$$738

以上!仍要按照 +压温湿数

据连续缺测或可信度差处理规定,正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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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选取要人工判断
!

如果从某规定标

准等压面开始!气温低于
(+$^

!之后不再计

算露点温度(有时从高表
(%&

中发现气温未达到

(+$ ^

!露点温度已不再计算或气温已达到

(+$^

仍在计算露点温度的情况!此时需要从

探空秒数据检查确认!在值班日记或记录后备注

即可(若确认有误!一定要人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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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风数据的审核

#!&!%

!

测风仰角*方位*斜距数据的检查
!

最

新软件整分钟的测风数据可直观通过查看气球升

速曲线和秒数据曲线判断其变化规律!当发现跳

变时!可以在放球软件测风秒数据中点击右键!

将错误的秒数据删除即可 "新软件增加了此项功

能#(

当综合探测发现斜距分钟数据有误!仰角*

方位数据正常!可以用 +探空高度代替斜距,订

正)单测风观测发现仰角*方位分钟数据有误!

可以用 +秒数据平均,功能进行订正(如果仍不

可用!则删除(

#!&!#

!

通过查看气球升速曲线判断测风数据
!

气球升速曲线极值范围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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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在
$%

时单独测风记录时!升速曲线有很好的

判断指示作用(如果遇到干扰!气球的升速变化

幅度很大!升速曲线也会出现明显的锯齿状!这

时可以通过删除异常分钟数据使气球升速曲线变

化在正常范围内(

%

!

终止层审核

,!%

!

正常记录终止层选取

综合探测!确定探空终止层要在探空曲线放

大
%$

倍状态下进行!主要根据
#

*

%

*

B

的变

化综合判断(首先找到
#

最小的点!再根据
%

和
B

的跳变情况综合判断!测风终止层一般也

应确定在探空终止点对应的整分钟数据上(所以

预审员在审核终止层时!可以根据此方法判断(

,!#

!

异常记录终止层选取

遇到因干扰*信号突失*仪器故障等原因!

探空或测风记录提前终止的情况!要认真判断记

录的终止原因及终止层的选取(当遇到突失时!

不要立即关闭雷达!应立即启动备份接收机判断

是雷达接收故障还是仪器故障!等待至少
)=RT

以上!确定仍无信号方可关机)遇到探空变性记

录时!探空从变性点开始记录终止!测风需观测

至球炸)当遇到干扰记录时!将探空干扰造成的

+飞点,删除!如果干扰极为严重!无法判断!

应该从干扰数据异常点开始终止(测风干扰应查

看秒数据!原本平滑的曲线变为明显的锯齿状!

方可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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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预审

&!%

!

高表
(%&

"综合探空数据#的审查

检查规定等压面要素是否符合规律!尤其是

温度变化应符合大气变化规律)特性层气压由低

空到高空是逐渐减小的!否则记录可能有问题!

或者 +飞点,删除不干净)零度层选取与瞬间气

温不能矛盾!瞬间气温在零度以下就不能有零度

层数据)还应特别注意对流层顶*零度层选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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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与某规定等压面接近时!高度不能与规定等压

面矛盾!如果矛盾需要人工干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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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表
(%,

"综合测风数据#的审查

瞬间风向*风速与第一分钟风向*风速基本

吻合)但也可能因近地面干扰等原因!斜距分钟

数据往往由人工跟踪!此时应注意加强跟踪技巧!

不要在整分钟数据采样时!斜距人工和自动跟踪

随意切换!易造成采样期间秒数据跳变!导致分

钟数据出现疑误)最大风层的选择应符合规范(

&!,

!

高表
(%+

"

$%

时单测风数据#的审查

审查时注意秒数据曲线与升速曲线相结合(

另外
$%

时单测风观测的台站!在发报时要特别

注意!当
$#

时测风高度高于
#$

时高度时!一定

要将
#$

时记录从
*

Y8>8Y

*

>8Z

文件夹中剪切出

去!此时
$#

时规定等压面高度就会用前一时次

记录代替(否则!软件会用搜索到
#$

时的记录!

用
#$

时代替!造成发报错误$

#

%

(发报结束后!

一定要把剪切出去的
#$

时记录再拷回
*

Y8>8Y

*

>8Z

文件夹中!确保资料不丢失(

#

!

结语

观测员要熟练掌握探空规范和操作手册!尤

其要注意积累特殊记录的处理方法!有效利用软

件各类图形显示功能!对探测数据综合判断处

理!提高探测资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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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确保
@

波段雷达测角精度!从技术规定和要求*经纬仪架设地点选择*经纬仪安装

等方面就如何做好
@

波段雷达与经纬仪对比观测作了介绍(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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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

波段雷达良好的技术状态!是保证

其探测精度!获得高质量风资料的前提(

@

波段

雷达与经纬仪对比观测 "以下简称对比观测#是

监督*检查雷达技术状态是否正确的重要方法和

手段!但目前有些台站对对比观测技术规定含糊

不清或对该项工作重视不够!存在没有按规定定

期进行对比观测以及没有观测到规定的时间和点

数 "观测记录太短#*未作对比观测数据分析等

现象!影响了对比观测的有效性(本文介绍雷达

与经纬仪对比观测的技术规定和要求及注意

事项(

!

!

技术规定和要求

@

波段雷达与经纬仪对比观测就是利用经纬

仪检查雷达标校精度!以经纬仪为标准计算雷达

定位偏差(具体方法是利用正点放球时间用经纬

仪与雷达同步观测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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