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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自动气象站２００５年进入单轨运行。在２
ａ的运行中，自动站的压、温、湿、风、地温等气
象要素能客观准确地反映天气实况，与人工站观
测的差值相对稳定，唯独雨量与人工观测差值较
大且不稳定。通过对渭南站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汛
期（４—１０月）自动站与人工观测降水量记录统
计、对比分析，发现自动站日降水量（表１选取

了降水日较多的２个月对比）６０％偏大，最大差
值为１８ｍｍ，３０％偏小，日平均偏大０３ｍｍ。月
降水量（表２）８６％偏大，最大差值为３３ｍｍ，月
平均偏大１７ｍｍ。２ａ中，人工观测日降水量为
０１ｍｍ、０２ｍｍ的记录有１０次，其中６次自动
站无降水记录（如表１中２００６年５月５日），无
降水而自动站有降水记录的现象出现１１次。

表年月和年月各降水日自动站与人工降水量对比表 ｍｍ
９月日期 １５ １６ １７ ２０ ２１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自动站牫 ４９ ４８ １０１０３９８ ４０ ２６ ８４６４１４４２６２１５８
人工牜 ４８ ５０ ０９ ９９ ９４ ４０ ２７ ７９５９１４２２５７１４９

差值（牫－牜） ０１－０２０１ ０４ ０４ ００－０１０５ ０５ ０２ ０５ ０９
５月日期 ４ ５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２０ ２１ ２４ ２６
自动站牫 １２ — ３６０８１５６ ０４０７１１８ ７３ ４１
人工牜 １３ ０１ ３５０９１４４ ０４０８１１３ ７１ ４０

差值（牫－牜）－０１ ０１－０１１２ ００－０１０５ ０２ ０１

表年、年汛期各月自动站与人工降水量对比表 ｍｍ
时间燉月份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自动站牫 １６１ ４１３６ １５３ ８５８ ８１１０ ８６１０ ７７
人工牜 １５５ ３９７ ５９２ ３９５ ８６６ １０５３ １０４６

差值（牫－牜） ０６ １６ ２３ －１０ １５ ３３ ３１
自动站牫 ４１５４ ５４５ １８７ ９３５ ５６１１ ７０３ ０９
人工牜 ４０３４ ３９４ ９６７ ７２５ ３９１１ ５４３ ０９

差值（牫－牜） １２ １５ ２２ ２１ １７ １６ ００

仪器测量原理与观测方法不同
自动站雨量传感器原理：雨水由承水器汇集，

通过装有圆护网的小漏斗及下端的引流管注入上

翻斗，当上翻斗承积的水量到达一定数量值时，上
翻斗翻倒，雨水经过汇集漏斗流入计量翻斗，当
计量翻斗雨量承积到０１ｍｍ降水时，计量翻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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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倒，使计数翻斗翻动一次，因而使干簧接点瞬
间闭合一次，送出一个电路导通信号，传输到数
据采集器。这样，降水量每到０１ｍｍ时，就送出
一个脉冲信号，采集器存储０１ｍｍ降水量，并按
规定格式显示。可实现分钟雨量、小时雨量、日
降水量值。

人工观测雨量是每日０２、０８、１４、２０时或其
他定时用量杯直接量取雨量筒内的降水量。

由以上观测仪器与观测方法可见：自动站降
水记录，消除了人工读数误差，但测到的降水量
是由机械信号转换成电信号传输到计算机而得到
的，造成误差的机会多。如进出水管道是否畅通、
上下翻斗翻转的机械灵敏度、干簧管触点多发或
少发信号等，均会影响降水量的计量准确性，易
造成系统性误差，从而导致雨量的测量误差。而
人工测量的降水量比较直接，在定时观测时间将
储水瓶的降水倒如雨量杯读取数值即为降水量。
有人为误差，如读数误差、测量过程中操作误差
等，但这些都可以减少或消除。
观测时间不一致

自动站是正点００分采集雨量数据，而人工定
时观测是正点前１０ｍｉｎ，比自动站早观测１０
ｍｉｎ。如在日界线２０时正点前１０ｍｉｎ降水强度
大，则日降水量的差异更明显，但过程降水量差
异不大。如２００５年５月４日，天象为：“１７１７１８—
２０００；ＮＷ—ＮＥ，８０１９３９—２０００（１７雷暴，１８阵
雨）”。２０时自动站观测的是１９：３９—２０：００时的
２１ｍｉｎ的降水量为１６ｍｍ，而人工观测的是１９：
３９—１９：５０时的１１ｍｉｎ降水量为０２ｍｍ，自动
站比人工观测迟１０ｍｉｎ，降水量比人工多１４
ｍｍ。降水延续到５日，５日降水量自动站８６
ｍｍ，人工９９ｍｍ，自动站比人工少１３ｍｍ。这
次的过程降水量自动站１０２ｍｍ，人工１０１ｍｍ，
自动站比人工多０１ｍｍ，这种由于时间差异而
引起的日降水量差异属正常记录。

自动站雨量传感器自身原因
由雨量传感器的测量原理可知，自动站降水

量的测量是通过翻斗的翻动产生电信号得出。翻
斗每翻转一次，定义为０１ｍｍ降水量，翻斗翻转
次数的多少，影响着雨量测量系统的计量准确度。
翻斗翻转速度快、次数多，雨量测量值偏大。反
之，当翻斗翻转不灵出现阻滞感时，导致翻斗翻
转的速度变慢，雨量测量值偏小。干簧管开关信
号发送一次，代表产生０１ｍｍ降水量。若通信干
扰或振动致使雨量传感器翻斗抖动，产生误发信
号，这些都可能使无降水时而有降水记录，有降
水时降水量偏大。
雨量承水器构造不同

自动站雨量传感器承水器呈漏斗状，其中过
滤小圆护网的网眼细小，致使承水器漏斗处易积
聚灰尘、杂物而堵塞，容易造成自动站雨量无示
值或雨量示值偏小或雨量示值滞后。如人工观测
有０１、０２ｍｍ降水量，雨量传感器由于漏斗处
有灰尘，雨水被尘土吸收，自动站无雨量记录。如
果随着降水强度的增大，雨水与尘土同注入计量
翻斗，重量增加，从而使计量翻斗翻转次数增加，
致使降水量偏大。
因维护不及时而造成的测量误差

不注意及时维护，会造成漏斗堵塞、节流管
不畅通或翻斗翻动不灵敏，均会造成测量误差，这
种误差使自动站雨量值偏小；雨量传感器翻斗内
有脏物或雨量筒内有积水，自动站会出现无降水
时有降水记录的现象，或有降水时雨量值偏大。

台站人员每月至少一次清理雨量传感器过滤
网上的尘沙、虫窝等杂物，保持水流畅通，并检
查雨量电缆线接头和端子处是否有松动、接触不
良等现象；无雨或少雨季节，可将承水器加盖，但
注意在降水前及时打开；及时清洗翻斗内壁，洗
时禁止用手或其它物体抹试，以免沾上油污；当
久旱后进入第一场大雨前，应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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