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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３年１月起，陕西省第一批２８个自动
气象站建成并开始平行观测，为了评估自动站和
人工站两种仪器之间的差异，利于换型后资料的
连续使用，按照中国气象局规定的评估方法，对
陕西省２００３年２８个自动站资料评估分析。
参加评估台站

参加评估的台站有：西安、榆林、定边、横
山、绥德、长武、洛川、宝鸡市、耀县、华山、略
阳、汉中、佛坪、镇安、商州、石泉、安康、吴
旗、延安、临潼、高陵、长安、蓝田、渭南、大
荔、韩城、永寿、淳化。
评估要素及数据文件

参加评估的数据文件为自动站观测形成的Ａ
文件与人工站Ａ０（１）、Ａ６（７）文件，对文件中
的气压、气温、湿度、风、地温等要素对比分析。
评估依据与方法

依据：国家气象中心气候资料中心１９９９年制
定的《对比观测期间监测资料评估技术方法》。

方法：首先对每站每月各要素进行各个项目
的月评估分析并保存结果，然后对各站各月各要
素各评估项的四维数据进行年统计，作出全省的
年度评估分析报告。
评估项目

评估项目为自动站观测资料中各要素的月缺
测率、粗差率、对比差值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不
确定度、一致率、风向相符率。

４１各要素的月缺测率
月缺测率＝月缺测次数月应测次数×１００％

４２各要素的对比差值与标准差、粗差率、不确
定度、一致率

设牕为观测次数，爺牏为第牏次人工观测值，爛牏
为第牏次遥测仪器观测值，则第牏次的对比差值
为牀牏＝爺牏－爛牏；对比差值的月平均值为牀＝
∑（爺牏－爛牏）

牕 ；对比差值的月标准差为犲＝
１
牕－１∑

牕

牏＝１
（牀牏－牀）［ ］２１燉２

；当燏牀牏－牀燏＞３犲时，视

为粗差，月粗差率＝月粗差次数
月应观测次数×１００％；不确

定度用对比差值标准差的２倍表示，即２犲。
一致率表示本月遥测仪与人工观测相一致的

程度。规定对比差值牀牏＜２牀为一致，则：
月一致率＝对比差值小于２牀的次数

有效总数 ×
１００％。
４３风向相符率

相符是指当人工观测风速大于等于２ｍ燉ｓ
时，自动站所测风向与人工站的风向相对应。例
如：人工观测风向Ｎ对应自动站风向３３８７５～
２１２５°为相符，其余风向以此类推，

月相符率＝相符次数
有效总次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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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
运行中国气象局下发的遥测仪资料质量评估

系统，计算出２００３年陕西全省２８个自动站的气
压、气温、湿度等要素的缺测率、粗差率、一致

率等，参考地面气象观测遥测自动化功能需求书
中给出的各要素相关评估项目的质量评估标准
值，得出２００３年总体评估结果（表１）和分要素、
分台站的评估结果。

表年—月自动站观测资料质量评估结果
要素 气压气温相对

湿度
自记
风

定时
风

极大
风

０ｃｍ
地温

５ｃｍ
地温

１０ｃｍ
地温

１５ｃｍ
地温

２０ｃｍ
地温

４０ｃｍ
地温

８０ｃｍ
地温

１６０ｃｍ
地温

３２０ｃｍ
地温

缺测率 １８６１４６１４９１４９１７２
粗差率 ０９９１８４１８６２０７１３５１９５０８４０８８０５２０２８０２５０３０
对比差 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６０１６００６０１５－００６００３００８００１
标准差 ０２５０８１０２２００２０３９０２０１６３１３３１２９０９３０８２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６００６
不确定度０５１０４４００４０７８０３９０２４０１１０１２０１２
一致率８７０１９０５４９５４２９７８９９９２４９９０５
风向相
符率 — — —７６９２— — — — — — — — —

注：“－”表示该要素不作此项评估，黑体数字为超出质量评估标准的数据

５１缺测率
从表１可看出，气压、气温、相对湿度、自

记风、定时风、０～２０ｃｍ地温的缺测率均超出规
定的评估标准值２％。根据台站上报的自动站资
料发现，自动站记录一旦缺测，基本上所有要素
均缺测，所以气压、气温、湿度的１—１２月缺测
率曲线图很相似。以气温缺测率曲线图（图１）为
例，１２月缺测率最高，主要是因为临潼、高陵、蓝
田、商州、石泉等台站记录严重缺测。２００３年全
省自动站记录中，１２月缺测的台站数多，单站缺
测率高。

图１２００３年自动站气温月缺测率曲线图

５２粗差率
从月粗差率平均状况看，风、０ｃｍ地温、５ｃｍ

地温的粗差率超出了规定的评估标准值２％。从
单个要素评估情况看，自记风的粗差率有１４个站

超出评估标准，０ｃｍ地温的粗差率２８个站全部
超出评估标准，５ｃｍ地温的粗差率２１个站超出
评估标准。由此可以看出，人工站和自动站数据
在风、０ｃｍ、５ｃｍ地温３个要素上存在严重差异。
５３对比差值

从平均情况看，气压、气温、相对湿度、极
大风的对比差值超出评估标准，其余要素的对比
差值均在质量评估允许的范围内。从单个要素评
估情况看，气压１７个站的对比差值超出评估标准
规定值０２，并且均为正值；气温７个站的对比差
值超出了评估标准规定值０２，正负不一，其中高
陵、石泉的气温偏差严重，平均对比差值分别为
７４１和２２５，明显高出评估标准。
５４不确定度

从不确定度的平均情况看，气温、０～２０ｃｍ
地温的不确定度超出了评估标准。１９个站的气温
不确定度超出规定的评估标准值０４，其中，高
陵、石泉气温不确定度达到２０８１、１１３６，严重
超出评估标准；１０ｃｍ、１５ｃｍ、２０ｃｍ地温分别有
１９个、８个、４个站的不确定度超出规定的评估标
准值１０，高陵、石泉的１０ｃｍ地温不确定度达到
１８７３、１４７３，１５ｃｍ地温不确定度达到１８２０、
１２０３，２０ｃｍ地温不确定度达到１７３９、１１９４，
严重超出评估标准。

７４２００４（４） 高雪相等：陕西省２００３年自动气象站观测资料质量评估分析



５５各要素的一致率
从一致率平均情况看，气压、气温、相对湿

度、自记风、定时风、极大风、０ｃｍ地温、５ｃｍ
地温、１０ｃｍ地温的一致率均未达到规定评估标
准值的８０％。气压１４个站未达到标准，而且定
边、绥德、镇安的气压一致率只有百分之十几；气
温１８个站、相对湿度２３个站、自记风１５个台站、
定时风２８个台站、极大风６个台站（全部）、０ｃｍ
地温２４个台站、５ｃｍ地温１４个台站、１０ｃｍ地
温１３个台站的一致率均未达到标准值。其中淳化
０ｃｍ地温、１０ｃｍ地温，高陵的０ｃｍ地温、５ｃｍ
地温，洛川的１０ｃｍ地温一致率非常低。
５６风向相符率

从评估结果可以看出，定时风、极大风的风
向相符率略微超出评估规定标准值７０％，自记风
的风向相符率符合标准。
评估结果分析
６１气压

气压的对比差值超出评估标准并且都是正
值，说明自动站的气压观测值普遍小于人工观测
值。两种仪器之间存在系统偏差，月平均偏差值
约１～２ｈＰａ。另外，延安、镇安、蓝田、洛川、定
边、绥德６站的气压一致率非常低，一方面是因
为自动站观测中出现了野值，另一方面是由于两
种仪器在安装、性能等方面存在的系统偏差。
６２气温

人工站和自动站的气温观测值存在系统偏
差，并且偏差正负不一，这主要是由于二者的观
测时间不同引起。
６３风

几乎所有台站的定时风、自记风、极大风的
一致率均未达到评估标准。定时风、自记风的对
比差值有８个站不符合评估标准，自记风的不确
定度全部符合评估标准，定时风的不确定度只有
个别站不符合评估标准且差异不大，说明自动站
的风感应器比较稳定，但是自动站和人工站的风
速存在系统偏差，风向在定时风和极大风上存在

差异。主要是由于两种仪器的性能及观测时间、观
测方式不完全相同引起的。
６４地温

０ｃｍ、５ｃｍ地温的不确定度、一致率普遍没
有达到评估标准，说明人工站和自动站的０ｃｍ、５
ｃｍ地温观测值存在较大差异，这是由于自动站和
人工站的观测时间不同步，加之浅层地温变化较
快，受降水、日照等影响显著而造成。４０～３２０ｃｍ
地温的不确定度、一致率基本上都达到评估标准，
说明深层地温观测中人工站和自动站较接近。
存在的问题
７１自动站资料缺测比人工站严重

经统计分析，全省２８个自动站全部出现过资
料缺测现象，其中１３个自动站资料严重缺测，月
数据连续缺测１０ｄ以上的有１１站燉月，连续缺测
３ｄ以上的有２４站燉月。全年月数据缺测率超出评
估标准值的总站月数达到４３个，占全年上报自动
站资料总数的１３％。
７２自动站资料中出现许多异常值

气温、地温观测记录中出现大于６０ｏＣ或小于
－６０ｏＣ，气压出现小于６００ｈＰａ等野值。长安
（４－６月）、绥德（７月）、宝鸡市（３月）的气压
值，高陵（５－１２月的整月）、石泉（７、８月）、临
潼（１２月）的气温值，佛坪、洛川、高陵、长武
等台站的１０ｃｍ地温等很多项目出现了异常值，
说明自动站仪器的感应元件存在不稳定现象。
７３气温、深层地温记录变化不连续

自动站记录中经常出现每小时气温变化６～
７ｏＣ甚至十几度，８０～３２０ｃｍ深层地温每小时变
化１～２ｏＣ甚至３～４ｏＣ的现象。这同样是由自动
站仪器的感应元件不稳定所致。

目前，全省三分之二的台站已经安装了自动
站仪器，从评估结果可以看出，要保证观测数据
的准确无误，必须严格执行自动站业务软件的操
作规定和自动站仪器的维护制度，保证仪器正常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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