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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陕西省气象记录档案管理体制调整
阴秀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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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记录档案是气象档案的主体，涵盖了气
象业务中各种观、探测所获得的气象记录，凝聚
着一代代气象工作者的心血，是气象业务、科研
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陕西省对气象记
录档案一直实行国家、省、市、县四级管理体制，
大量的原始记录档案保存在市、县级气象局，在
一定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气象业务拓展以
及市、县保管档案的具体情况，四级管理体制已
存在很多弊端，不适应气象业务发展的步伐。
气象记录档案管理体制调整是气象业务发展
的必然

随着气象业务的发展，气象记录档案的数量
在成倍增长，记录档案载体类型也在增加，市县
存放档案的空间、设施已对记录档案造成威胁，一
些不安全因素难以保证档案的连续和完整，记录
档案体制调整实现国家、省二级管理体制已成必
然，二级管理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保证档
案的安全以及信息化处理和气象资源的共享。
１１气象记录档案“四级”管理体制的弊端

陕西省大部分市县气象局保管档案的装备简
陋，没有专用库房、专用柜架，有的档案放置在漏雨
的危房、有的放在木柜里，有的压放在木箱里，还有
的堆放在地板上，受到潮湿、霉变、虫蛀、鼠咬的危
害，气象记录档案保管达不到基本的“六防”要求，
档案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而要改善全省各市县气象
局档案的保管条件，经费压力太大。

气象业务现代化要求气象档案信息化和共
享，而市县气象局由于对气象记录档案业务重视
不够，经费投入不足，现代化管理比较落后，利

用的设备大多是业务部门淘汰的，使得气象记录
档案的管理水平和现代化建设滞后于其它气象业
务的发展，阻碍了档案的信息化和共享。

绝大部分市县档案管理人员是兼职人员，没
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气象记录档案收集和管理
中。据了解，陕西省９８个市县气象局在记录档案
体制调整中，大多是集中时间、抽调人力、筹集
资金对几十年的记录档案进行突击整理的。

随着气象业务的现代化，磁性载体的档案也
在增加，由于保存条件受到限制，没有专用的防
磁柜，更谈不上建造磁性档案库房，无法保证磁
性介质档案的安全。
１２气象记录档案“二级”管理体制的优势

国家气象局、省气象局二级气象记录档案集
中保管体制既符合经济原则，又能排除各种影响
气象记录档案安全的隐患，确保气象记录档案的
完整和安全，实现档案信息化和资料共享。
１２１库房及库房设施到位陕西省为了实现
气象档案管理体制的调整，投资扩建档案库房，在
原来两个库房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两层楼做档案体
制调整专用库房，并按照档案库房的要求进行了
改装和相关设施的配备，具备了档案库房“六
防”标准，并添置了各类档案的专用装具，保证
了档案的存放安全。
１２２档案管理人员专业化陕西省气象档案
馆设在省气象台，设有７人专门从事档案管理、档
案服务、档案开发，大多具有档案管理资格上岗
证，可保证档案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为用户开发
和提供优质服务，并按照气象业务的发展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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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档案的信息化处理，达到资料的共享。
１２３现代化设施齐全陕西省气象档案馆现
代化设施有很大改观，配有７台计算机，一台自
记纸信息化处理的专用扫描仪，有专用机房，专
用档案检索室和阅览室，对档案资料进行现代化
管理和信息化处理。几年来档案利用效率不断提
高，档案的利用领域逐步扩大。
陕西省气象记录档案体制调整运作方式

陕西气象记录档案管理体制调整，主要任务
是要将现保存在各地市县气象局属于永久和长期
保存的气象记录档案经各市县气象局预立卷后上
交省气象档案馆保管，无论是收集工作量还是收
集档案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为把工作做好做细，
采取分级培训，分级整理，分级验收，分别上交
等步骤，对每步工作都做了周密的安排部署。
２１技术培训

气象记录档案上收涉及年代久，站点多，加
上以往无统一的整理和装订要求，存在问题较多。
为了保证档案上收质量，统一标准，分级对市县
有关人员进行档案整理、装订技术培训，设计制
作了档案移交清册、档案销毁清册，要求在档案
整理过程中，将市县气象局的所有档案做一次大
盘点，将短期、长期、永久档案分别做全面的检
查并按照档案移交清册和销毁清册分别登记，将
缺少的档案详细说明。
２２技术指导

上收档案的预立卷直接关系到档案体制调整
后档案的质量，档案馆严把预立卷这一关，档案
馆人员分赴各市气象局，实地指导示范，对存在
的问题现场纠正，对有分歧意见的，及时分析，合
理解决，保证了档案整理装订的统一和规范。
２３制定移交方案和移交流程

为了使移交安全、高效、有序进行，制定了
周密的移交方案和流程。档案馆预先将各气象局
各类档案摆放位置进行布局，将陕西省９８个市县
气象局按先陕北，后关中，再陕南的顺序排列，然
后制定各市移交顺序、时间和要求，以保证档案
的安全。同时制定档案移交工作流程，即先验收，
后装盒，再上架，保证了在大量的档案接受工作
中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２４移交验收
陕西省以市为单位移交，按照台站事先填写

的移交清册，检查验收时要求双方当面对照清单
逐站逐项目逐年复核，遇到有出入的地方可及时
查找原因，防止交接手续不清或责任不清。
２５装盒上架

装盒上架是整个档案接收工作的最后一个环
节，在档案装盒过程中防止“张冠李戴”，按照盖
章—折盒—装盒一条龙作业，在每类档案装盒前，
先盖上所要装档案的站名、年份。盖章、折盒、装
盒的人相互为下一工序做铺垫，盖章工序按照年
代的先后顺序依此排好，折盒的同时排列好时间
顺序，档案盒上的标示与所装档案内容一致，提
高工作效率。

上架是按照档案的类型和年代顺序，从上到
下，由左向右排架。由于各市上交的档案都在
２０００册以上，基本占居了档案柜的整个空间，为
了避免地市之间的交错，在没有特殊情况下，收
集完一个市区的档案就立即装盒上架，不积压移
交的档案，顺利完成了记录档案体制调整工作的
档案整理、装订、移交和上架工作。
记录档案调整后的几点思考

记录档案调整后，陕西省目前馆藏档案由原
２万多册增加到２６万多册，大量的纸质档案日常
的管理、信息化处理及档案的利用和服务等方面
会出现新问题。
３１气象记录档案业务技术体系和管理体制

气象记录档案来源于全省各市县的气象业
务，应纳入气象信息加工、分析、预测系统，并
纳入气象行政管理机关的气象信息加工、分析、预
测系统的职能管理范围，进行统筹规划、建设和
管理，相对应的业务管理部门应采取措施切实履
行对气象记录档案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职能。
３２档案的日常管理问题

档案的日常管理任务重，工作量大，应据
《气象记录档案管理规定》和《气象记录档案保管
期限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制订合理的收集办
法和收集时间，以免档案在市县气象局重新积压。
３３记录档案的开发利用

随着记录档案移交，省级气象档案馆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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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ＳＭＯ软件在一般站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雪婷，陈兴全

（蒲城县气象局，陕西蒲城７１５５００）
中图分类号：Ｇ４１２１ 文献标识码：Ｂ

地面气象测报软件
（１）在台站基本参数中，站址栏的地理环境，

在地址的尾部输入，用全角的括号括起来。如
“蒲城县城南（塬上）”。而在Ａ文件维护中，显示
为地理环境单独一栏，不加括号。但在打印出的
纸质报表上显示为：蒲城县城南“塬上”，格式正
确。

（２）以自动站为主的台站，应将气压表拔海
高度设置与气压传感器拔海高度相一致。

（３）以自动站为主的台站，在Ａ文件中，自
记降水项目全年均选为：有，自动站。而冬季不
进行自记降水的观测，不矛盾。

（４）在自动气象监控软件中打开地面气象测
报软件，进入逐日地面数据维护时，有时修改日
期，击回车键后，日期并不改变，重新操作还是
如此，此时应关闭逐日地面数据维护，从桌面上
重新打开地面气象测报软件（不能在自动气象监
控软件中打开）即可。

（５）备注与记录不相符时，格检审核Ａ文件
不提示，注意人工把关。

（６）漏记最小能见度时，格检审核Ａ文件不

提示。
（７）不定时重要报中，应注意人工校对报文

中的Ｗ０项。如大风省定标准为１７ｍ燉ｓ，Ｗ０应为
１，参数设置正确，但编发出的报文Ｗ０为０，此
时应手工修改报文。
自动气象站监控软件

（１）采集器一般应３个月左右关闭一次，以
防止死机。在某一正点后３０ｍｉｎ左右，关闭采集
器的开关，１～５ｍｉｎ后打开。若因采集器死机，手
工进行常规数据卸载时，有时一次卸载不成功，应
多试几次。

（２）计算机应在３ｄ左右关闭一次，在某一正
点后３０ｍｉｎ左右，关闭计算机，１～５ｍｉｎ后重启。

（３）在正点巡视仪器时，应注意记录的当前
时间是否与北京时间一致，当采集器死机时，能
及时发现。

（４）三次站夜间风较大时，在第二天早上０８
时查看夜间有无大风记录，大风资料有时有丢失
记录的现象，为了保证发报正确，应打开数据查
询中的正点资料查询，对前一日２０时后至当日
０８时之间的极大风速进行查询。

全省气象记录档案的中心，因此开发利用记录档
案信息，并使其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实
现其价值是档案管理的根本目的。今后应围绕社
会的需要和气象业务的需要开发一些有实用价值
的气象资料产品为社会提供服务；加强对上收记
录档案信息化处理和气象资料气象业务内部的共
享；开发完善档案管理系统对上收档案检索、查
询管理功能，开发专为各市县气象局提供服务的
记录档案管理系统。

３４变被动式提供利用为被动主动并举服务
长期以来，档案提供利用的方式以被动方式

为主，而主动提供服务有待加强，因气象记录档
案直接和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在当今社会
发展速度加快，信息爆炸的形势下，仅仅被动地
等待利用者上门是远远不够的，应变被动服务为
被动主动并举，大力开发信息资源，主动提供给
社会各界利用，促进档案价值的真正实现。

３４２００５（３） 陕西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