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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站使用ＯＳＳＭＯ软件编发报文应注意的问题
徐超，祁宗敏，郭小会
（潼关县气象局，陕西潼关７１４３００）

ＯＳＳＭＯ软件自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正式投入业
务运行后，为地面测报业务人员减轻了工作压力。
软件的系统集成度、运行效率较高，智能化较强，较
大程度地降低了发报出错的概率，但在使用
ＯＳＳＭＯ软件编发报文时还应注意几个问题。
天气加密报
（１）校准时间（防止主板电池无电等原因导致系
统时间错误），选准报文类型。
（２）０８时过去天气现象Ｗ１Ｗ２要编报前一日２０
时到当日０８时共１２ｈ的天气现象。在判断该现
象是否占满过去整个时段时，一定要配合相应的
自记记录确定。
（３）天气现象的编码，软件均按最小码选取，注
意根据现象的强度、连续性人工改正报文。若天
气现象不记起止时间，又与其他要素关系不大时，
则不考虑编报。如：天气现象输入为“１３，”，无
论闪电是否出现在观测时，ＷＷ编码均报“００”。
（４）０８时当夜间栏输入有编报的天气现象时，而
白天栏无，软件仍会编报出现在天气现象ｗｗ。
（５）记起止时间的天气现象在间断不足１５ｍｉｎ应
视为连续，而软件视为中断。
（６）如在观测降水时无降水现象，而降水观测后
有降水，按未测降水量处理时（除２０时）要手工
改动ｉＲ为“４”。

（７）计算编报后，发现极值输入有误，改正后，要
校对报文是否正确。因当改过的极值不及第一次
误输的值时，报文仍按第一次误输值编报。
（８）部分录入格式不正确时，软件并不提示，致
使报文错。如：把天气现象“６０１０４５－１１２０”误
输成了“６０，１０４５－１１２０”，１４时ｗｗＷ１Ｗ２组将
误编为“１０００”。
（９）０８时注意手工输入５５５燉燉１ＲＲＲＲ组。
（１０）报文传输路径一定要选准、校准。
重要报
（１）首先要确定准时间。
（２）选准重要报类型（即报文是定时或不定时）。
（３）无论１１时、１７时有无降水，一定要看前３ｈ
降水量合计是否≥２０ｍｍ，确定编报。当１１时、１７
时的降水量≥２０ｍｍ时要同时发９７ＲＲＲ、
９６ＲＲＲ两组。
（４）定时编报的重要天气现象发生在定时观测时，
要在正点后另发一份重要报。
（５）不定时编报的重要天气现象发生在定时观测
的正点前３０ｍｉｎ内时，一同在加密报中编发，不
另发。
（６）注意人工校对报文中的Ｗ０项，确定现象达到
何种标准。
（７）选准传输路径。

合理使用家用空调延长空调使用寿命
制冷（热）时室温定高（低）１ｏＣ，可省电１０％

以上，而人体几乎觉察不到温度的细微差别。定
期清扫过滤网，灰尘会堵塞滤清器网眼，降低冷
（暖）气效果，应半月左右清扫一次。尽量少开门
窗，选用材质较厚且透光的窗帘可减少室内热量
交换能省电。遮挡出风口，会降低冷（暖）气效

果，浪费电。调节出风口风叶，选择适宜的出风
角度，制冷时出风口向上，制热时向下，可提高
温度效率。开机时设置高风，以最快达到控温目
的，达到温度适宜时，改中、低风，减少能耗降
低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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