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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酸雨观测流程提高观测数据质量
田红卫

（榆阳区气象局，陕西榆林７１９０００）
中图分类号：Ｐ４１２ 文献标识码：Ｂ

酸雨观测是气象部门近年来开展的一项新业
务。从２００６年起，全省新建的国家级和省级酸雨
站全部投入业务化运行。由于此项业务开展时间
短，基础薄弱，如何规范酸雨观测流程、提高观
测数据质量值得探讨。
存在的问题
１１基础理论知识薄弱

任何一项观测技术的提高都必须有相关理论
知识的支撑。酸雨观测属于大气化学范畴，传统
的气象基本观测是大气物理范畴。现在台站观测
员的气象专业知识大都来自气象中专学校，大部
分气象学校不开化学课，台站酸雨观测员的化学
基础知识普遍很薄弱，大气化学知识更是缺乏，制
约着酸雨观测技术的提高和数据的精准，提高理
论知识是当务之急。
１２酸雨实验室和器皿的存放条件简单

按照酸雨规范要求，酸雨的实验室应整洁、干
净、上下水管道齐备。开展此项工作时间较长的
环保部门的实验室不但面积大，设施更是齐全，配
有蒸馏水制作装置，洗涤池冷热水齐全。器皿存
放柜标准，各种器皿都有专门存放架和固定的存

放位置。气象部门由于建站时间短，大部分台站
实验室不符合标准，器皿存放都较简单，可能造
成测量器皿的污染而影响数据。
１３操作过程不规范污染环节多

在样品测量过程中，仪器校准、缓冲液配制
不规范，极易导致观测数据失真。大部分台站酸
雨观测由地面观测员承担，在采样桶的安放回收
和样品的采集保存等多个环节操作不尽规范，增
加了样品污染的概率。榆阳站曾出现过一次降水
ｐＨ测量值只有４４，经过反复复测，在排除了仪
器和操作误差后，经与环保站测量结果比较，发
现是降水样品被污染，重新取样后得到正确的测
量结果。
解决途径
２１加强各级业务技术培训

每项基本业务观测技术的提高都需要时间的
锤炼和积淀，酸雨观测也不例外。国家级、省级、
市级定期组织专业技术培训是提高酸雨观测技术
水平的根本途径。
２２加强与环保部门协作

环境监测站开展此项业务的时间长，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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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土壤种植枣树，可使果肉果皮协调生长，达
到减少裂果目的。
２３建立红枣裂果预测预警系统

建立红枣裂果预测预警发布平台，包括天
气预报业务平台和预警信号发布平台。为县乡
政府、枣业管理机构及红枣栽植成规模的村委
会安装气象预警电子显示屏。红枣进入成熟

期，气象部门要加强连阴雨天气预测预警，制
作１０ｄ滚动天气预报并用电子显示屏发布。当
预报有３ｄ或以上连续阴雨天气时，要根据预
报连阴雨过程的长度、强度、范围，确定红枣
裂果预警的等级，并通过电视、广播、电子显
示屏、手机短信向社会公众及时发布红枣裂果
预警信号，提出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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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山地地质灾害临界雨量及潜势预报
周丹

（商洛市气象台，陕西商州７２６０００）
摘要：通过分析地质灾害资料、降水资料，给出地质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降水的关系；利
用地质灾害易发区区划结果，结合地形及降水区域气候特点，将地质灾害样本分区分析，探讨区
域临界雨量指标，建立基于前期观测降水量及未来２４ｈ降水预报量的地质灾害气象统计潜势预报
方程，并给出了各级潜势预报对应的有效雨量。
关键词：地质灾害；临界雨量；有效雨量；潜势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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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经验表明引发地质灾害的因素不仅与
地质条件有关，还与气象条件，如温度、降水等
关系密切。春季后期一直到１０月，由局地暴雨和
长时间降水引发的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仍然
是分布最广泛，活动最频繁的地质灾害。因此，在
监测手段日益完善，天气预报水平不断提高的情

况下，根据前期观测降水量及未来预报降水量制
作区域地质灾害潜势预报是可行的。与暴雨相比，
地质灾害的发生有更强的局地性，用降水量作地
质灾害的预报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地质灾害与气象
条件之间的尺度差异。但就目前条件而言，还难
以制作精细的地质灾害预报，本文只是在比较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７－２８
作者简介：周丹（１９７６—），女，陕西商洛人，学士，工程师，从事天气预报。

术成熟，有条件的站应经常组织观测员到环境监
测站学习交流，或聘请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当指
导老师，以快速增强业务能力，提高观测水平。
２３加强台站间的学习交流

酸雨观测应像地面观测业务一样定期组织全
省或全市互检。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给观
测员提供切磋技术的平台，便于发现不足，提高
观测技术。
２４注意测量中的细节

酸雨观测中忽视“细节”直接影响酸雨观测
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要保证获取的酸雨观测
资料准确、可靠，必须以酸雨观测业务规范为准
则，在每一个“细节”上下功夫。

（１）在酸雨观测工作中要有端正的工作态度
和良好的工作习惯，处处用业务规范严格要求。随
时保持工作实验室整齐、清洁，仪器摆放在固定
位置，操作前后要洗手，各种器具、仪器使用后

一定要清洁并用棉布或专用塑料罩好。
（２）配制标准缓冲溶液时，一定要先将一种

缓冲溶液配制完，将烧杯和玻璃棒洗净，再配制
另一种缓冲溶液。配制溶液的体积要精确（２５０
ｍ１）。配制前要检查包装袋是否有破损或标识不
清楚，还要注意包装袋中残余的试剂，应用少量
纯水洗入烧杯，确保试剂量的精确。配制过程中
不能让试剂、溶液洒出或液面超出刻度线。另外，
使用后的试剂千万不能倒回试剂瓶中。

（３）在使用仪器和仪器维护时，对复合电极
（包括测温探头）要特别小心，避免用力过大损坏
探头。测量前要按规定冲洗和擦干探头，每次测
量的数据要与常值比较，发现异常及时复测或补
救。

（４）由于测量用电导电极和复合电极使用期
限都较短，要注意其有效期，到期应及时更换，坚
决杜绝使用过期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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