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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型遥测仪对不同气候的适应性分析
张红娟

（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对陕西省华山和渭南两气象站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自动站和人工站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
明：高山站人工测得的气压大于Ⅱ型遥测仪所测气压，自动站气压漂移严重，地处半湿润性气候
的渭南站气压差值呈现暖季大、冷季小的特点；两站气温差值在第１年变化较平稳，第２年起伏
较大；湿度差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大部分月份遥测值小于人工测值；风速小时遥测值大于人工
测值，风速大时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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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岳华山，位于３４°３１′Ｎ，１０９°２９′Ｅ，海拔
２０６４９ｍ，是陕西省境内唯一的一个高山气象
站；渭南气象站地处３４°２９′Ｎ，１１０°０５′Ｅ，海拔
３４９８ｍ，属半湿润性气候。两站地域相邻，气候
差异巨大，于２００３年同时使用Ⅱ型遥测仪。对这
两站２ａ的遥测和人工并行观测资料中的气压、
气温、相对湿度和风速差值进行对比分析，意在
探索Ⅱ型遥测仪对不同气候的适应性情况。
分析方法

对比差值月平均值的计算方法：设爺牏为第牏
次人工观测值，爛牏为第牏次自动站观测值，则第
牏次的对比差值为：牀牏＝爺牏－爛牏。设两种观测仪器
数据的观测次数均为牕，则对比差值的月平均值
为：

牀＝１牕∑
牕

牏＝１
（爺牏－爛牏）。

在常规仪器符合使用要求的情况下，观测误
差对比差值标准取值为：气压±０２ｈＰａ，气温±
０２ｏＣ，相对湿度±２％，风速±０２ｍ燉ｓ。
结果
２１气压

由图１可看出，华山站２ａ气压差值均为正，
即人工站测值高于遥测值；月气压差值２００３年１

月至２００４年７月逐渐增大；２００４年７月月平均
差值达０７１ｈＰａ，８月突然回落到０１８ｈＰａ，以
后波动不大；２ａ有１７个月差值超出了标准值。渭
南站２ａ气压差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都呈现出
暖季（４—９月）差值大且人工测值高于遥测值，冷
季差值小且人工测值低于遥测值的规律；气压差
值最大值均出现在８月，２００３年为０３１ｈＰａ，
２００４年为０３３ｈＰａ；２ａ有６个月超出标准值；气
压差值最小值均出现在１２月，２００３年为－０１２
ｈＰａ，２００４年超出了标准值，为－０２５ｈＰａ。

图１华山与渭南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气压差值对比图

２２气温
两站气温差值在第１年变化较平稳，第２年

起伏较大。由图２可看出，２００３年华山气温差值
１２个月全为负值，除６月略微超出标准值外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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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均在标准值内，波动范围－００７～－０２２
ｏＣ；渭南２００３年气温差值前１０个月为负，后２个
月为正，均在标准值内波动。２００４年两站气温差
值振幅明显变大，华山振幅达０４３ｏＣ，主要是７
月差值突然由负变正且达０３０ｏＣ；渭南２００４年
气温差值振幅为０５２ｏＣ，９月达－０３８ｏＣ。

图２华山与渭南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气温差值对比图

２３相对湿度
湿度差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大部分月份遥

测值小于人工测值。华山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年平均湿
度差值分别为１３０％、２０３％，渭南站分别为
１７２％、２２３％。两站都是第２年差值大于第１
年。由图３可看出，２ａ只有华山２００３年１月、渭
南２００４年１月差值为负且绝对值较小，其余月份
差值均为正且绝对值较大。两站相对湿度最大差
值均出现在第２年，华山站出现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为３３２％；渭南站出现在２００４年４月，为
３５９％。华山站２ａ差值超出标准值的有６个月，
５个月出现在２００４年；渭南站２ａ内差值超出标
准值的有１３个月，８个月出现在２００４年。

图３华山与渭南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相
对湿度差值对比图

２４风速
华山和渭南２ｍｉｎ月平均风速差值有着不同

的变化规律。由图４可看出，华山站２ａ人工所测
风速大于遥测仪测得风速，除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差值
较大，其余月份差值在０３８～０７８ｍ燉ｓ间波动，
差值都远超出了标准值；渭南站除２００４年６月２
ｍｉｎ月平均风速差值为０１０ｍ燉ｓ外，其余月份人
工风速测值小于遥测风速测值，差值在－００７～
－０５４ｍ燉ｓ间波动，有１６个月超出了标准值。１０
ｍｉｎ月平均风速与２ｍｉｎ月平均风速变化规律完
全相同。

图４华山与渭南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２ｍｉｎ
风速差值对比图

结果分析
３１气压

华山站累年平均气压为７９５０ｈＰａ，渭南站
为９７５９ｈＰａ，Ⅱ型遥测仪的气压感应元件对不
同气候有不同的反应。渭南站２ａ气压变化规律
基本相同；华山站则不同，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００４年
７月人工与遥测气压差值基本为上升态势，２００３
年前５个月差值基本在标准值范围内，６月差值
达０３ｈＰａ，以后逐月增大，直到２００４－０７－３０更
换自动站仪器后，差值才回落到０１８ｈＰａ，说明
高山站气压仪器需要精心维护。

遥测仪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会出现“漂移”现
象，为保证观测质量和精度要求，观测人员应对
自动站仪器认真维护并密切注意所采集数据的变
化，当气压差值平均值的绝对值≥０３ｈＰａ且≤
０５ｈＰａ时，则要对气压传感器进行“偏移校准”；
当差值平均值的绝对值＞０５ｈＰａ时，应另换经
法定计量单位检定合格的气压传感器，这一点对
高山站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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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气温
华山站累年平均气温６１ｏＣ，渭南站１３５

ｏＣ。Ⅱ型遥测仪对不同气温的感应在仪器使用第
１年无明显差异。两站２００４年气温差值振幅加
大，华山７月气温差值突变，渭南８、９、１０月气
温绝对差值也明显变大，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３相对湿度

华山站累年平均相对湿度６２％，渭南站
７２％。两站相对湿度差值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大
部分月份遥测值小于人工测值。渭南站差值大于
华山站，这与Ⅱ型遥测仪的性能相关，Ⅱ型遥测
仪测相对湿度的准确度在湿度较大时偏低。
３４风速

华山站累年平均风速４４ｍ燉ｓ，渭南站１３
ｍ燉ｓ。两站２ｍｉｎ月平均风速差值有着不同的变
化规律，原因为人工站测风仪的风杯是由铝合金
制成，而Ⅱ型遥测仪的风杯为碳纤维增强塑料制
成，人工站风杯质量大于遥测仪风杯质量。从静

风至１ｍ燉ｓ（瞬时值），当Ⅱ型遥测仪采集器已有
启动风速，风杯转动，人工观测瞬时风有时不显
示变化，说明在此范围内Ⅱ型遥测仪灵敏度较高；
风速大时，人工站风杯转动产生的动能加速度要
比Ⅱ型遥测仪的大很多，人工站测得的风速必然
大于遥测仪测得的风速。
结论
４１高山站Ⅱ型遥测仪所测气压小于人工测得
的气压，自动站气压漂移严重；半湿润性气候的
渭南站气压差值呈现暖季大、冷季小的特点。
４２Ⅱ型遥测仪对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气温的感
应在第１年无明显差异。两站气温差值在第１年
变化较平稳，第２年起伏较大。
４３湿度差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大部分月份遥
测值小于人工测值。
４４风速小时遥测值大于人工测值，风速大时则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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