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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的建立
１１资料收集和检查

陕西省气象科学数据集包含的资料为１９５１—
２００５年的基本地面气象观测资料数据文件（Ａ０文
件）。共整理了陕西９９个台站的气压、气温、水汽
压、相对湿度、降水量、蒸发量、风、日照时数、
雷暴、沙尘暴、雾、扬沙、浮尘等要素资料。对Ａ０
文件全部进行了格式检查，并对检查出的错误逐一
改正。
１２资料加工

数据集的主要资料来源为Ａ０文件，Ａ０文件
中存储的数据资料为定时观测数据，数据集所使用
的数据为日、旬、月、年等时段的统计资料，因此
需对Ａ０文件进行统计加工。依据《全国地面气象
观测规范》，解决的主要问题：日、旬、月、年等
时段资料的统计方法；缺测数据的处理方法；３次
站中无自记仪器时０２时（北京时）记录的处理方
法等。
１３数据集的格式标准

完整的数据集由数据集实体、数据说明文档、
附加文档和元数据等４部分组成。数据集所用的主
要标准：《气象资料的分类编码及命名规范》、《气
象数据集元数据格式标准》、《气象数据集说明文档
格式标准》、《气象数据集组织及命名规定》。
１４数据集的制作
１４１数据实体由一系列数据文件组成，是数
据或图形的集合，也是数据集的主体。首先依据时
值资料统计生成各气象要素的日数据集实体，依托

该数据实体逐步生成旬、月、年数据集实体。
１４２数据集说明文档及元数据数据集说明文
档是数据集实体的说明性、标注性文件。描述内容：
数据来源、数据集内容、时空属性、数据加工处理
方法、数据质量状况和其它有关数据特征的信息。
元数据是关于数据与信息资源的数据，即关于数据
与数据集的内容、质量、状况和其他特性的信息。数
据集说明文档及元数据由相应的编辑器进行录入、
编辑和更新。
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集的数据来源Ａ０文件大都已经过质量
控制，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的Ａ０文件为录入员
根据纸质报表录入的信息化资料，难免有录入错
情，加之数据统计处理过程中仍有可能产生错情，
这些错情会直接影响数据集的数据质量，因此有必
要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对相关要素进行质量控制。
２１数据实体格式检查

数据集中的数据实体是有一定格式的资料文
件，其存储格式有统一的标准，通过检查其文件分
类编码是否准确，文件是否为空及数据存储格式是
否统一、标准等，确保数据格式正确。
２２数据集质量检查
２２１气候学界限值、要素允许值范围检查气
候学界限值是指从气候学角度不可能出现的临界
值。要素允许值范围是指气象要素值允许出现的规
定范围，如风向只能是０～３６０°。没有通过该项检
查的数据被视为错误数据。各要素的界限值和允许
值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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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气候极值检查气候极值检查是检查某要
素值是否超过该要素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要素极值是随地理区域和季节的不同而有变
化的，对于不同站点、不同月份的大多数参数都有
已知的气候极值，超过极值的数据都应提出疑问并
进行严格审核。

表数据集各要素的气候学界限值或允许值
要素 界限值或允许值范围
本站气压 ３００～１１００ｈＰａ
气温 －５０～６０ｏＣ
水汽压 ７０ｈＰａ
相对湿度 ０～１００％
日降水量 ≤８００ｍｍ
日蒸发量 ≤５０ｍｍ
日照时数 ０～２４ｈ
风向 ０～３６０°
风速 ０～６５ｍ燉ｓ

２２３内部一致性检查要素项目间一致性检查
是依据一定的气象学原理，对观测资料中某些物理
特性关联的气象要素或项目之间是否符合一定规
律进行的检测。内部一致性检查可分为三种：单一
要素在同一观测时段应有如下逻辑关系，即最高值
≥平均值≥最低值，如气压，当同一时段的气压出
现与上述逻辑关系有矛盾的情况，则数据中包含有
错误数值；同一时刻相同要素不同项目间的一致性
检查，如风向和风速的一致性检查，风速还应特别
注意，极大风速≥最大风速；同一时刻不同要素之
间的一致性检查。各种气象要素从不同侧面描述一
个测站的天气气候特征，因此同一时刻不同要素之
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如气温与湿球温度的一致
性检查气温应大于等于湿球温度。
２２４合计值检查对各要素重新计算合计值，
与资料中原有的合计值比较，可检查出资料中有无
明显的错误。
２３数据质量分析及处理

经过质量控制后所发现的错误，基本上由４种
原因造成。一是信息化时录入错。由于历史资料中
有相当长年代的资料开始时是以纸质报表存储，随
后由录入员录入，因各种原因会导致录入错。这种
错误陕西省１９８０年以前的资料中特别多，对于此
类错误，应对照纸质报表逐一改正。二是原始数据
错误导致数据集中的数据产生错误。此类错误出现

频率非常低，错误分布较为分散，需要对错误逐例
分析，从原始数据开始查找错误出现的基本位置并
加以改正。三是统计方法使用不当或程序编码有误
导致数据集出现错误。此类错误出现较为集中，会
有大批数据受到影响，需从错误点反推，查找统计
方法或程序编码错误并改正。四是由于仪器性能造
成数据矛盾。这种矛盾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如很多站１９８０年以前使用达因测
风仪，在风速较小时经常出现极大风速小于最大风
速的现象。经分析，达因测风仪正是存在这种性能
上的缺陷，后来被淘汰。对这种情况，在说明文档
中说明即可。不论哪种错误，均须对错误本身更正，
同时，分析错误的传递性，对所涉及的数据集重新
制作，以消除对其他数据集数据质量的影响。
数据集简介

陕西省气象科学数据集包括常规资料数据集
和特色资料数据集两部分。数据集总数据量７７０
ＭＢ，是陕西省相对较为完整的共享资料。
３１常规资料数据集

全省９９个地面站建站至２００５年，包括气压、
气温、水汽压、相对湿度、降水量、蒸发、风和日
照８个要素的定时、日、旬、月、年地面资料。常
规资料数据集按照用户的级别分为４个等级。

零级：２个数据集，包括榆林、延安、西安、汉
中、安康５个站２００５年当年的月值和年值资料。

一级：２个数据集，包括榆林、延安、西安、汉
中、安康５个站建站至２００５年逐年的月、年值资
料。

二级：５个数据集，除榆林、延安、西安、汉
中、安康５个站外，其余９４个站建站至２００５年的
时、日、旬、月、年值资料。

三级：５个数据集，包括９９个站建站至２００５
年的时、日、旬、月、年值资料。
３２特色资料数据集

日值资料数据集：陕西９６个地面站（除黄陵、
秦岭、三原３站）１９８１—２００５年雷暴、沙尘暴、雾
三种天气现象日值资料数据集。

月值资料数据集：陕西９６个地面站（除黄陵、
秦岭、三原３站）１９８１—２００５年陕西逐月沙尘暴、
扬沙、浮尘的天气日数资料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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