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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高了国家*省*台站三级气象资料数据质量控制时效%但仪器故障时%台站如

何对
>?@5

中的数据做正确处理尤为重要(利用
>?@5

!气象资料业务系统"和
1?L1

!地面自动

站观测资料三级质量控制软件"对黄龙站和洛川站
!"#+

年
$

月异常数据进行质控分析%得出遇仪

器故障时异常记录的处理方法%为台站处理此类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

>?@5

)

1?L1

)新型自动站)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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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5

"正式运行%地

面气象观测数据在上传时效*质量控制时效*月报

表数据制作上均发生了变化(

$

月之前的月报表

数据%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件!简称
7

文件"*分钟

观测数据文件!简称
'

文件"%是台站用地面气象测

报业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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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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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

月开

始省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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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5

系统提高了国家*

省*台站三级气象资料的数据质量控制时效%提高

了气象资料的应用能力%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以及

异常天气现象的发生%会出现电子干扰*仪器性能

不良%甚至仪器损坏等问题(

!"#+

年
$

月
!%

日黄龙站*

$

月
+

日洛川站%

>?@5

系统提出质控信息(两站在处理信息时%对

错误和连续缺测数据按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

$和地面

气象观测业务技术规定!

!"#+

版"

#

!

$

%用备份自动站

数据代替(用
>?@5

系统和
1?L1

!地面自动站观

测资料三级质量控制软件"对
$

月
7

*

'

文件进行质

控审核%发现个别要素月线不平滑%有漂移现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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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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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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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对黄龙站
#-

时

#+"

!

,!"S;

地温提出质疑信息+未通过时变检

查,%台站及时给出了反馈意见%即&黄龙新型自动

站故障%导致深层地温出现异常%台站用备份自动

站数据代替(

在
#-

时
>?@5

质量控制信息处理列表中%

第一条疑误信息被突出显示!高亮"%在数据显示

与查询区域分别显示出黄龙
#+"S;

地温时间变

化曲线!图
#

"*

#-

时黄龙
#+"S;

地温与相邻站的

空间对比图!图
!

"(由图
#

得知%

#+"S;

地温
#.

时以前为新型自动站数据%

#-

时则为用备份自动

站代替的数据%具体数值
#.

时为
#$&%P

%

#-

时

为
#+&!P

%

#:

内下降了
#&!P

(由图
!

可知%黄

龙
#-

时
#+"S;

地温与位于其北部的洛川*富县*

宜川三站相比%数值没有偏高%反而明显偏低(

图
#

!

!"#+("$(!%

黄龙
#+"S;

地温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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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与相邻站

#+"S;

地温!单位为
P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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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查询得知%黄龙
!%

日
#-

时'

!$

日
!,

时地温采集器故障%

%"

!

,!"S;

地温用

备份自动站数据代替%

!$

日
!%

时采集器恢复正

常%台站重新用新型站数据(

#&!

!

洛川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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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提示气温*气压等

要素的小时极值出现时间错误%

."S;

地温与前

一时次相比超出可能变化值(从
>?@5

查询得

知%自动站遭遇雷击%传感器故障%从
!%

时起缺测

数据用备份站记录代替%

$

日
#"

时传感器恢复正

常%启用新型自动站记录(

从
>?@5

上的时间变化图!图略"和空间对

比图!图略"分析%发现用备份站代替
%"

!

#+"S;

地温数值明显偏低%其它要素值!气温小时值*气

压小时值*

"

!

!"S;

地温*

,!"S;

地温"变化不

明显(

"

!

数据异常原因

!

#

"

7

文件质量控制结果分析

利用
1?L1

对黄龙
$

月
7

文件做时间一致

性和空间一致性分析#

%

$

%发现
%"

!

,!"S;

地温日

变化*月变化波动异常%故障期间跳变明显%数据

偏低%

"

!

!"S;

地温正常(

利用
1?L1

对洛川
$

月
7

文件做质控后发

现%故障期间
%"

!

#+"S;

地温有跳变%数据偏低)

"

!

!"S;

地温*

,!"S;

地温整月数据变化连续%

无异常)气温*气压数据正常(

!

!

"数据来源分析

黄龙现用仪器为华云
?XX)

新型自动站%备

份站为长春
?MMX!2

自动气象站%虽然型号不

同%但均为铂电阻温度传感器%测温原理相同(造

成地温跳变的可能原因&一是某些层次传感器接

线插口松动)二是地温套管进水)三是采集器出现

问题(

通过与洛川站沟通得知%现用仪器安装在
!

号站%备份仪器安装在距
!

号站西北方向约

,""";

的
,

号站%仪器型号均为华云
?XX)

新型

自动站(因
!

号站探测环境遭破坏%准备迁往
,

号站%故
!

号站上无备份自动站%当仪器故障时%

台站启用远程监控的
,

号站数据(造成地温代替

前后数据不平滑的可能原因&一是不同站址对地

温数据会有影响#

)

$

)二是备份站址上的仪器缺乏

定期维护%也会对数据造成影响(

由上述分析得知%黄龙*洛川从故障到完全恢

复正常期间%一是
!

个站地温均存在问题)二是用

备份站代替的个别层次地温数据差异大)三是洛

川用备份站代替的气温*气压要素未发现明显

异常(

另外%数据分析的结果也反映出备份站性能

基本稳定!省大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对备份站每

!

年进行一次年检"%只有地温等个别要素数据有

漂移(多要素集成的新型自动气象站采集数据的

精度和准确性更高(自动站通讯系统经过防雷控

制%理论上可更有效地防护雷电和雷击(

>?@5

系统实时质量控制快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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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处理方法

用
1?L1

和
@55>@

对
$

月
7

*

'

文件做质

量控制%按照地面气象观测规范和地面气象观测

业务技术规定!

!"#+

版"%并结合多年来的审核经

验%对不具代表性的记录做缺测处理%保留其他记

录%具体做法如下(

黄龙
!"#+("$(!%U#-

'

!$U!,

%

%"

!

,!"S;

地温按缺测处理%对台站原备注信息做相应调整(

洛川现用仪器和备份仪器安装在不同的站址

上%台站并未进行正式的对比观测%尽管台站用
,

号站代替的记录除
%"

!

#+"S;

地温跳变明显外%

"

!

!"S;

地温*

,!"S;

地温*气压*气温并未有明

显的差异%但是考虑到站址环境对记录代表性的

影响等综合因素%故
!"#+("$("+U!%

'

"$U"-

用

备份站代替的
7

*

'

文件中小时*极值*分钟记录



!"#$

!

%

" 陕
!

西
!

气
!

象
,$

!!!

孙田文%仇娜
&

气象培训教师授课技能提升方法#

'

$

&

陕西气象%

!"#$

!

%

"&

,$(%"*

文章编号!

#""+(%,)%

!

!"#$

"

"%("",$("%

!!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孙田文!

#-+.

'"%男%云南永善人%汉%学士%高级工程师%从事天气预报*培训管理(

!!

基金项目!陕西省气象局面上科研项目!

!"#+>($

"

按缺测处理%并告知台站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时的

处理方法%对台站原备注信息做相应调整(

&

!

结语

值班员在守班期间除监控正点数据上传外%

还要查看数据正确与否(在自动站遭遇雷击或遇

采集器故障时%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依据相应规

范对记录正确处理(夏季强对流天气降水量偏

大%在过程结束后%要检查仪器安装是否水平%地

温套管内是否进水等等(

如果遇两套仪器地温数据长时间偏差大%在

省大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来不及维护时%台站可

先自己检查%具体做法是&在维护状态下%将两个

传感器都拿出来%放在同一环境同一平面同一位

置看温度是否接近(一旦出现故障%要及时解决(

台站在
>?@5

上反馈信息与处理时%不能只

查单个时次%应参考系统提供的邻近时次*邻近站

以及其他要素综合考虑(所有异常记录的发生原

因与处理方法%除在
>?@5

上信息反馈时注明反

馈意见外%还应在元数据中进行详细备注%以备做

月报表和年报表时使用%或使用数据时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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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培训讲求运用现代化的思路*方法*

工具*场景开展培训%教学方式多样化*教学设施

现代化%但是教师授课基本技能的提高与培养仍

然是第一位的(气象培训授课与业务工作存在显

著差异%要求不同%方式方法也就不同(从事培训

的授课教师一般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较强的专

业知识与技能%但是在授课基本功与技能方面存

在一些不足(本文从现代教师应具备的技能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