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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动气象站数据质量统计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贺
!

音

!陕西省气象局信息中心"西安
!

<#""#*

$

摘
!

要!应用
&J16

技术#针对气象资料业务系统 !

3ON.

"中的国家自动气象站数据#设计

开发数据质量统计软件#对数据可用率(错误率(可疑率进行任意时段统计#以方便省(市(

县业务人员实时掌握全省站点数据质量状况#也为各级管理部门及时了解各县国家自动气象站

气象观测质量状况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气象资料业务系统 !

3ON.

"*数据质量统计*

&J16

技术

中图分类号!

8*#!&#

!!!!!!

文献标识码!

H

!!

!"#*

年
$

月
!"

日起#实时和历史地面气象

资料一体化业务试运行工作在全国展开#所有国

家级自动气象站被纳入一体化业务管理体系中)

为方便省(市(县业务人员实时掌握全省站点的

数据质量情况#针对实时和历史资料加工处理与

应用一体化的气象资料业务系统 !

3LQLIRI\I

B

K;

U9\O9Q9N

C

LR9QKIP9\.

S

>QL=

#简称
3ON.

"中

的国家自动气象站数据#开发数据质量统计软

件#对数据可用率(错误率(可疑率进行任意时

段统计#建立质量控制信息反馈机制)

!

!

软件功能

数据质量统计软件采用
2

.

.

模式#应用

&J16

技术进行开发#完成对陕西省国家自动气

象站数据质量的统计)数据质量统计软件可实现

对
3ON.

中国家级自动气象站数据的可用率(

错误率(可疑率进行任意时段的数据质量统计)

"

!

设计思路及关键技术

!&#

!

设计思路及流程

3ON.

中的数据库从逻辑上可分为原始资

料数据库 !

.j[5

3

[:4OH

"和应用资料数据

库 !

.j[5

3

:88̂F2:6FNJOH

"#分别存储和

管理两部分数据)原始资料数据库存储台站上传

的地面观测数据(与观测记录有关的元数据(附

加文字信息及质量控制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信

息*应用资料数据库存储面向用户的应用数据#

除了台站上传的地面观测数据外#还包含数据的

统计结果(历史地面观测数据)数据质量统计软

件基于应用资料数据库完成开发#所涉及的数据

表均来自于应用资料数据库)

国家自动气象站小时数据表 !

.j[5

3

hNj[

3

O:6:X2

"中的省级数据质量控制码

!

XU!

"字段共
#$"

位#每个观测要素对应
XU!

字段中的
#

位数据质量控制码)首先#按照观测

要素的要素名找到其在数据质量控制码
XU!

中

相匹配的位置#得到要素位置配置信息表 !

FJ;

5N

3

8N.6FNJ

"#表
#

列出地面气象观测中常

用观测要素及其匹配的位置)其次#根据质量控

制码的定义 !见表
!

"#数据可用率的分子对应

于
XU!

字段中
"

(

+

或
*

出现的个数#数据错误

率的分子对应于
XU!

字段中
!

出现的个数#数

据可疑率的分子对应于
XU!

字段中
#

出现的个

数*根据各观测站观测项目的不同#数据可用

率(错误率及可疑率的分母均为各国家自动气象

站观测要素项目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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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观测要素对应的要素位置配置信息表

要素名 要素内容 位置

KQL=

3

Q

气温观测标识
,

KQL=

3

C

气压观测标识
#

KQL=

3

>L9\LVL\

C

海平面气压标识
!

KQL=

3

T

相对湿度观测标识
#-

KQL=

3

QA

露点温度标识
#<

KQL=

3

L

水汽压标识
!#

KQL=

3

Y9TQI

自记风 !

#"=KP

风"

观测标识
++

KQL=

3

Y=I>Q

极大风观测标识
*"

KQL=

3

Y=9gK=T=

最大风观测标识
+$

KQL=

3

9TQIR9KP

自记降水观测标识
!!

KQL=

3

A"

地表温度观测标识
*%

KQL=

3

V

3

9TQI

自动能见度标识
%<

KQL=

3

C

7LPI=LP9

天气现象观测标识
<%

KQL=

3

>PIdAL

C

Q7

雪深观测标识
-#

在数据质量统计流程图 !图
#

"中#首先根

据表
#

中各观测要素对应的要素位置配置信息读

取国家站观测项目数据表 !

FJ5N

3

.6:6FNJ

"

中的所有信息#根据要素位置配置信息表分别统

计出所需统计时段中质控码为
"

(

+

或
*

的个数

!

Jj3#

"#质控码为
#

的个数 !

Jj3!

"#质控

码为
!

的个数 !

Jj3+

"#分别作为数据可用率#

数据可疑率#数据错误率的分子#分母为同一统

计时段中不同国家自动气象站观测项目的要素总

数
Jj36

#即可得到统计时段对应的数据可用

率(可疑率(错误率的统计结果)

表
"

!

质量控制码的定义

质量

控制码

数据

描述
含义

"

正确 通过质量控制#未发现数据异常

#

可疑
通过质量控制#发现数据异常#

且未明确数据正确还是错误

!

错误 通过质量控制#确认数据错误

+

订正值
原数据明显偏离真值#但在一定

范围内可参照使用

*

修改值

原数据因错误或缺测而完全不可

用#通过替代方式重新获取更正

数据

图
#

!

数据质量统计流程

!&!

!

关键技术

!&!&#

!

获取要素匹配信息
!

在要素位置配置信

息表里查找不同要素对应的匹配位置)

.

/

\2IPPLUQKIP.QR_

+数据库服务器
F8

#数

据库名称#用户名#密码等-*

UIP_ PLd.

/

\2IPPLUQKIP

!

.

/

\2IPPLUQKIP;

.QR

"*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对象
UIP

UIP&N

C

LP

!"*打开连接

.

/

\O9Q9:A9

C

QLR>A9_PLd .

/

\O9Q9:A9

C

QLR

!

b>L\LUQ

C

I>YRI=FJ5N

3

8N.6FNJd7LRLKQL=

_abf>QRFQL=fbab

#

UIP

"*将查找出的信息表放

到数据库适配器中

其中#

>QRFQL=

为要素项#

C

I>

为与要素项

匹配的位置)

!&!&!

!

获取统计时段内的数据质量控制码

!

XU!

"

!

从国家站小时数据表 !

.j[5

3

hNj[

3

O:6:X2

"里提取统计时段内
XU!

字段)

>QRKP

B

>

/

\>QR _b.1̂ 126KKKKK

#

/

U!5[N3b

fb>TRY

3

7ITR

3

A9Q9

/

U 4h1[1KKKKK_ab f

>QR.Q9QKIPfba9PAN@>LRV6K=L>

#

_abfHL

B

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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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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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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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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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等研究)

O6fba9PAN@>LRV6K=L>

"

_abf1PAO6fbab

*

获取指定站点(观测时间在指定统计时间段内的

XU!

字段

其中#

>QR.Q9QKIP

为统计的站号#

HL

B

KPO6

(

1PAO6

为开始(结束时间)

!&!&+

!

获取统计时段总小时数
!

从国家站小时

数据表 !

.j[5

3

hNj[

3

O:6:X2

"获取统

计时段内总小时数)

>QRKP

B

>

/

\>QR_b.1̂ 126UITPQ

!

&

"

9>QI;

Q9\7ITR>5[N3bfb>TRY

3

7ITR

3

A9Q9

/

U4h1[1

KKKKK_ab f >QR.Q9QKIP f ba9PAN@>LRV6K=L>

#

_abfHL

B

KPO6fba9PAN@>LRV6K=L>

"

_abf

1PAO6 fbab

*

其中#

>QR.Q9QKIP

为统计的站号#

HL

B

KPO6

(

1PAO6

为开始(结束时间)

#

!

小结

应用
&J16

技术开发数据质量统计软件#用户

根据需求选择相应统计时段便可得到全省国家级自

动气象站的数据质量统计结果)但当统计时间较

长#统计数据量增大#系统运行时间也随之偏长#

执行效率偏低#因此需对代码进行优化#或选用与

数据库
OH1

!数据库引擎"无缝集成性能较好
OL\;

C

7K

语言$

#

%进行开发将会提高系统的运行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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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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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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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教程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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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试验室接地系统的设计

杨碧轩#

!来文娟!

!张彦涛!

!

#&

陕西省防雷中心"西安
!

<#""#*

#

!&

陕西华安防雷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西安
!

<#""#*

$

摘
!

要!以高压实验室为例介绍了一种高压场所地网设计的方法)通过建立双层土壤模型结构#

利用四级法测量多组视在土壤电阻率#构建最优化目标函数#求解确定土壤参数*再根据土壤

参数#利用
2O1M.

软件中的建模#来估算接地系统的组织及最大接触电压(最大跨步电压来指

导工程施工)

关键词!接地系统*最大接触电压*最大跨步电压

中图分类号!

8*!,

!!!!!!

文献标识码!

:

!!

接地系统是保障电力系统正常运行#防止人

身电击事故#预防电气火灾#防止雷击和静电损

害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基本措施)但实际上理

想的接地装置 !阻值为零"是不存在的#在通信

站(军事设施(变电站建设中#对接地系统设计

不仅仅有接地电阻值的要求#常常还有最大接触

电压和最大跨步电压的要求#如何在接地系统的

建设中满足这些要求#结合实际工作的一些做法

和经验进行分析探讨)

!

!

高压试验室接地要求分析

根据
Ô

.

6%!#

'

#,,<

1交流电气装置的接

地2规定#在确定发电厂(变电站的接地系统的

形式和布置时#应降低接触电压和跨步电位并达

到安全值以下)对于有效接地和低电阻接地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