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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预审是地面气象观测记录出站前的最后
一关，对保证地面观测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十多年的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方
法——三校出站制。所谓的“三校出站制”，简单
地说就是一份报表出站前必须经过“三关”校对
审核。

第一校，预审员在每次值班时，坚持将本班
至上一班之间的所有记录认真复校一遍，发现问
题及时商讨解决。这种校对有利于对目测项目疑
误记录的维持或更改，因为间隔时间短，值班员
容易回忆起当时记录的真实情况。例如凤翔站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日２０时观测时全天无云，能见度
为７０ｋｍ，气温０４ｏＣ，地面温度－１５ｏＣ，风
速１ｍ燉ｓ，相对湿度７９％，当日的天气现象记录
顺序为霜、结冰、轻雾、霾；３日天气现象记录顺
序为结冰、轻雾、霜。按天气现象生成的一般规
律，转日界时的记录顺序应为霜、结冰、轻雾，预
审员校对此记录时，发现顺序不合常规，及时询
问了该班的值班员。值班员回忆说：小型蒸发取
回室内称量时，里面有结冰，仔细分辨过地面和
地物，未见霜，故转日界的顺序为结冰、轻雾，霜
是２０时后才形成，因而３日天气现象记录顺序维
持原记录。

第二校，每月形成报表文件后，预审员及时
打印一份气薄－１，用直尺压住每天的记录，再将
气薄－１与各种自记记录逐一校对。这种校对有利
于发现日照时数和自记降水量各个时段输入移前
或移后、冻土和雪深漏输、自记风向风速和蒸发
量输错及其它错误记录，同时把校对出的错误记
录，立刻逐一登记在预审本上，然后核实一个勾
销一个。

第三校，预审员在报表出站之前，应检查一
遍预审登记本上登记的疑误记录是否都作过相关
处理。再仔细复查基本参数、数据文件格式、封
面封底填写的内容等较易忽略的细小部分。在报
表预审结束时，对预审中核查出的问题进行归纳
分类，记录在案，以便以后备查。遇有不能确定
的问题或需要说明的情况，认真填写预审查询单，
一并和报表数据文件上传。这样做有几点好处：
一是预审员平常坚持及时校对审核记录，能够减
少月初预审时的工作量，可以集中精力系统审核
矛盾记录；二是能够及时纠正观测记录中容易忽
略的细小部分，比如忘带小数点、填写日期错误、
自记纸换上和换下时间漏填等；三是能够保证报
表出门后的合格率，为争创测报百班、２５０班无错
情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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