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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中国气象局研制的三级质量控制业务系统中#质控方法本地化策略是按照陕北(关中(

陕南的行政区域制定的#在此基础上#根据陕西省境内国家级自动气象站台站海拔高度的不同#

修正其质量控制方法#对气象观测数据增加了省级质量控制标识#形成了基于海拔高度的自动

气象站观测数据质量控制策略和流程)以临渭站和华山站 !分别代表平原站和高山站"为例#

针对
!"#+

年汛期中连续三个月 !

%

'

-

月"的气温(气压(相对湿度(风速四种气象要素进行质

量控制)结果表明#经过质量控制后的气象观测数据更加能够反映出每个台站真实的气象要素

变化情况)

关键词!质量控制
!

海拔高度
!

本地化策略
!

陕西

中图分类号!

8*#%&!

!!!!!!

文献标识码!

H

!!

!"#"

年和
!"##

年#中国气象局在各省分别

建设 +省级自动气象站实时数据质量控制系统-

!以下简称&省级质控系统"和国家级 +地面实

时和历史资料一体化数据质量控制系统- !以下

简称&

3ON.

系统"#要求各省根据本省的气象

资料整编数据集制定本省的质控系统本地化策

略)而这两套系统中对陕西省国家级自动气象站

实时观测数据的质控方法#均采用中国气象局在

!""*

开始研制的由台站到省级(国家级三级质

量控制业务系统的质控本地化策略#即基于陕

北(关中(陕南的行政区域制定#该质控本地化

策略在宏观层面上对陕西省所辖的自动站进行了

划分#需要考虑辖区范围内所有站点#选取的阈

值范围较为宽泛)因此#有必要结合陕西省特有

的地形和各台站气象观测要素的极值资料#研究

一套基于海拔高度为质控标准的质控方法本地化

策略#以满足气象业务和科研工作对观测资料的

质量要求)

!

!

抽样站点

因海拔高度为选站标准#故选取陕西省境内

两个在海拔高度上有地域特点的观测台站#临渭

站 !站号
$<"*$

"代表平原站#华山站 !站号

$<"*%

"代表高山站)对两站在
!"#+

年汛期中连

续
+

个月 !

%

'

-

月"的观测资料中常用的气温(

气压(相对湿度(风速等四种基本要素进行

质控)

"

!

质量控制标识

质量控制标识 !

XT9\KQ

S

2IPQRI\

#以下简称

X2

"是对某类数据中某一要素真实可靠性的描

述#通过
X2

能够判断数据是正确(可疑还是错

误#使用户在使用数据时能够迅速剔除错误数

据#对可疑数据进行甄别)对气象观测数据实施

质量控制后#为数据增加
X2

#是被广泛采用的

方法)作为省级气象部门#气象观测数据的用户

主要是气象科研人员和气象资料服务人员#因此

也采用加
X2

码的方法#即利用
*

个数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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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表示每个时次每个观测台站不同气象要

素的质量)

如果某一气象要素数据的
X2

码置
!

或
-

#

视该数据为错误或者缺测数据#将不参与后续

的质量控制过程*如果
X2

码置
"

或
#

#那么

视该数据为正确或可疑数据#仍参与后续质控

流程)

表
!

!

质量控制标识的含义

标
!

志 含
!

义

"

要素数据正确

#

要素数据可疑

!

要素数据错误

-

要素数据缺测

#

!

质量控制方法

传统的气象资料
X2

方法是依据天气学(

气象学(气候学原理#以气象要素的时间和空

间变化规律和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为出

发点#对不同的气象要素采用不同的
X2

方法#

需要根据具体的要素分别对待)在本次研究

中#针对日常业务中使用的气温(气压(相对

湿度和风速
*

类要素进行
X2

#质量控制所检

查的项目见表
!

)

表
"

!

气象要素质量控制检查项目

检查

项目
缺测

气候

界限值

区域

极值

台站

极值

内部

一致性

气温
) ) ) ) )

气压
) ) ) )

相对湿度
) ) ) )

风速
) ) ) ) )

)

!

本地化策略

结合抽样台站特点#并在相应的时间段内#

制定出适合于陕西平原站和高山站质控方法的本

地化策略)这种以海拔高度为质控标准的策略#

能够反映陕西特有的地形特点)陕西省境内的气

象观测台站#即使同一行政区域的两个台站#由

于海拔高度的不同#各自的气温(气压(相对湿

度和风速
*

类要素的气候界限值(区域极值(台

站极值以及内部一致性等也会不同#经过质量控

制后的气象数据更能反映出每个台站真实的气象

变化情况)

*&#

!

要素缺测检查

质量控制时#首先对所有要素数据进行缺测

检查#并初始化质量控制码 !简称
X2

码")缺

测检查采用三种方式&

#

凡是文件格式不符合中

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件格式的#一律认

为该站该时次所有要素均缺测*

$

参考该站该时

次上传的自动站状态文件#如果状态文件中某要

素的传感器状态错误#则认为该要素缺测*

%

直

接检查数据文件的要素内容#如果要素内容为

+.....-等缺测标志时#则认定其缺测)如果数

据为缺测#

X2

码设置为 /

-

0 !缺测"#非缺测

数据其
X2

码暂时设为 /

J

0 !未作质量控制")

只有
X2

码为 /

J

0的数据才分别进行气候界限

值(区域极值(台站极值以及内部一致性等

检查)

*&!

!

气温检查

气温要素包括正点气温(小时最低气温和小

时最高气温
+

个要素)

!

#

"气候学界限值检查

%

'

-

月气温要素的气候界限值范围为
(!$

!

$"?

#超过气候界限值范围的数据
X2

码置
!

)

!

!

"区域界限值检查

陕西省位于全国分区的
+

区和
$

区#根据抽

样台站资料总结出
%

'

-

月的气温区域界限值见

表
+

)

表
#

!

抽样台站气温区域界限值的范围
?

区
!

域
%

月
<

月
-

月

+

区
最大值

最小值

*$

(#!

*%

(,

*$

(#"

$

区
最大值

最小值

*$

(%

*$

"

*%

"

超出该界限值的数据
X2

码置
#

)

!

+

"台站极值检查

对于通过台站极值 !表
*

"检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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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码置
"

*未通过的数据#

X2

码置
#

)

表
)

!

抽样台站气温极值
?

台
!

站
%

月
<

月
-

月

临渭站
极大值

极小值

*+

#"

*!

#$

*"

##

华山站
极大值

极小值

!,

#

!-

<

++

*

!!

!

*

"要素内部一致性检查

检查规则为小时最高气温
%

正点气温
%

小时

最低气温#符合条件的数据#

X2

码置
"

*否则#

相比较的数据#

X2

码均置
#

)

*&+

!

气压检查

检查对象包括小时正点气压(小时最高气压

和小时最低气压等
+

个要素)

!

#

"气候学界限值检查

气压气候界限值范围为
$!"

!

#"-"789

#超

过气候界限值范围的数据#

X2

码置
!

)

选取的抽样台站#临渭站观测场的海拔为

+*,&-=

#华山站观测场的海拔高度为
!"*%&,=

#

因此临渭站的台站气压界限值范围为
-$"

!

#"#"

789

#华山站的台站气压界限值范围为
%-"

!

-%"

789

)超出相应气压界限值范围的数据#

X2

码

置
!

)

!

!

"内部一致性检查

检查规则为小时最高气压
%

正点气压
%

小时

最低气压#符合条件的数据#

X2

码置
"

*否则#

相比较的数据#

X2

码均置
#

)

!

+

"台站极值检查

对于通过台站极值 !表
$

"检查的数据#

X2

码置
"

*未通过的数据#

X2

码置
#

)

表
'

!

抽样台站气压极值
789

台
!

站
%

月
<

月
-

月

临渭站
极大值

极小值

,-$

,*$

,-"

,*$

,-$

,*$

华山站
极大值

极小值

-#"

<-"

-#"

<-"

-#"

<-"

*&*

!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要素检查对象有&正点相对湿度(

小时最小相对湿度
!

个要素)

!

#

"气候学界限值检查

气候界限值范围为
"

"

相对湿度
'

#""W

)

超过气候界限值范围的数据#

X2

码置
!

)

!

!

"内部一致性检查

检查规则为正点相对湿度
#

小时最小相对湿

度)若违反规则#则相比较的数据#

X2

码均置
#

)

!

+

"台站极值检查

对于通过台站极值 !表
%

"检查的数据#

X2

码置
"

*未通过的数据#

X2

码置
#

)

表
$

!

抽样台站相对湿度极值
W

台
!

站
%

月
<

月
-

月

临渭站
极大值

极小值

#""

$

#""

#"

#""

!"

华山站
极大值

极小值

#""

$

#""

$

#""

"

*&$

!

风速检查

检查对象包括正点
!

分钟风速(正点
#"

分

钟风速(小时最大风速(小时极大风速(极值及

其出现时间等
$

个要素)

!

#

"气候学界限值检查

风速气候学界限值范围 $

"

!

%$=

.

>

%#且极

值出现时间应在对应时次时间范围内)超过气候

学界限值范围的数据#

X2

码置
!

)

!

!

"风速区域界限值检查

%

'

,

月风速变化范围 $

"

!

*-

%

=

.

>

)未通

过的数据#

X2

码置
#

)

!

+

"内部一致性检查

对于同一时次#要素之间的规则为&小时最

大风速
(

正点
#"

分钟风速
%

"=

.

>

*当小时最大

风速出现时间不在该小时开始
,

分钟时#小时极

大风速
(

小时最大风速
%

"=

.

>

*当小时最大风速

出现时间在该时次开始
,

分钟时#小时极大风速

(

小时最大风速
%

'

"&+=

.

>

)各项风要素数据之

间若违反以上规则时#相比较的数据#

X2

码均

置
#

)

!

*

"台站极值检查

对于通过台站极值 !表
<

"检查的数据#

X2

码置
"

*未通过的数据#

X2

码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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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石璞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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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陕西西安人#学士#助工#从事气象数据资源开发与数据库维护)

表
*

!

抽样台站风速极值
=

$

>

台
!

站
%

月
<

月
-

月

临渭站
最大值

极大值

#$

!$

#$

!"

#$

!"

华山站
最大值

极大值

+"

+$

+"

+$

+"

*"

'

!

质量控制结果分析

对
!"#+

年
%

'

-

月抽样台站观测数据的抽样

要素按照上述方法进行质控#各要素检测出的可

疑和错误数据为&气温
$$

个#气压
#*%

个#相对

湿度
+!

个#风速
*#

个)将结果与 +省级质控系

统-和 +

3ON.

系统-质控结果进行对比#正确

率均为
#""W

)

由于 +省级质控系统-在
!"#+

年底停止运

行#故与中国气象局的两套质控系统的对比数

据只选取
!"#+

年的数据#对比结果有一定局

限性)随着观测资料的积累#台站的地域特点

会在今后的对比分析中展现出来#但基于海拔

高度的本地化质控数据只能与
3ON.

系统的质

控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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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气象专业特点#从用户界面的需求分析(色彩设计(界面设计和代码实现四个方

面介绍了气象资料及产品综合服务平台的用户界面的设计方法)

关键词!气象资料及产品*服务平台*用户界面*前台代码

中图分类号!

8*",

!!!!!!

文献标识码!

H

!!

随着气象探测资料(二次演算综合产品的日

益丰富#传统的纸质天气图(报文资料(系统自

带软件都已经难以满足气象工作者和专业用户的

需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各种产品使用的便捷

性#气象资料及产品综合服务平台的搭建就显得

十分有必要)

!

!

需求分析

首先#根据不同的服务群体确定用户界面需

求)专业用户往往更关注直观的实况以及各种预

警信息#设计时应将重点放在用户感兴趣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