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３５４（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４２－０３

陕西人工气象站与自动气象站气压差异分析
阴秀菊

（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为了给自动站气压数据与历史气压资料连续使用提供科学依据，利用差值分析、标准差、
和显著性检验方法，对陕西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人工气象站与自动气象站气压数据对比分析，结果表
明：人工气象站与自动气象站气压差值在不同地区差异不同；与气压历史值检验对比，偏差在允
许范围内，可与历史气压资料连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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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分析方法
选取６个基准站，即榆林、绥德代表陕北，凤

翔、泾河代表关中，汉中、安康代表陕南，利用
２００５年人工气象站（简称人工站）观测资料与自
动气象站（简称自动站）同时间的探测资料分别
做气压对比差值的日、月变化分析；取汉中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人工站和自动站资料做年变化分
析；取榆林、武功、汉中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３０ａ历史
资料，通过计算气压的平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与
三站２００５年人工站和自动站各月气压做对比，进
行显著性检验［１－２］，以分析对比差值的规律和两
序列数据与历史值偏差情况。

根据国家气象中心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制定的《对
比观测期间监测资料评估技术方法》，自动站与人
工站气压对比差值的标准为±０２ｈＰａ。对缺测、
人工站数据连续３ｄ以上代替自动站数据和明显
异常数据，都作为无效数据除去。
分析结果
２１对比差值
２１１日变化从图１和图２可看出，气压对比
差值１月（代表冬季）和７月（代表夏季）基本
为正值，即人工站气压大于自动站气压，只有泾
河站例外，１月均为负值。全省人工站和自动站
气压对比差值，总体上是１４时差值大，０８时差值

小。其主要原因是自动站气压感应器灵敏度高，对
气压的变化反应快。经统计，大多数气象站人工
观测气压大于自动站气压。０８时气压高时，自动
站气压观测值随之增大，而人工站仪器灵敏度低，
测值相对稳定，自动站测到的气压接近人工站，相
差小；反之，１４时气压降低时，使二者差值增大。

图１陕西６个代表站２００５年１月定时气压对比差值

２１２月变化从图３可看到，陕北榆林５—７
月偏差最大，为０４ｈＰａ；绥德４—５月偏差最大，
为０６ｈＰａ。关中凤翔６月（初夏）偏差最大，为
０４ｈＰａ；泾河１１—１２月（冬季）偏差最大，为０４
ｈＰａ。陕南对比差值小，为０～０２ｈＰａ。可见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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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陕西６个代表站２００５年７月定
时气压对比差值

关中最大偏差在春末和初夏，陕南基本在允许范
围内变化。全省季节变化不明显。这是由于陕北
和关中在春末初夏，冷暖空气交错活动频繁，气
压变化大，自动站气压仪器对大气的波动反应灵
敏，测值相应变化大，而人工站测值相对变化平
稳，造成二者差值大。关中泾河站是处于泾渭三
角洲地带，测站北边是泾河，南边是渭河，冬季
风速大，高空局部大气压力增大，自动站气压测
值随之增大，致使在冬季自动站气压大于人工站
（图１和图３）。陕南气候温和，气压全年变化小，
气压对比差值小。因此，气压变化幅度与台站所
处的气候区域有关，气压变化大，气压差值大；气
压变化小，气压差值小。

图３陕西６个代表站２００５年气压
对比差值月变化

２１３年变化全省２００３年气压对比差值大，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差值相对小，记录稳定。如汉中站
２００３年气压最大差值０６ｈＰａ，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差

值在±０２ｈＰａ，２００４与２００５年５—１２月，差值
曲线重合（图４）。２００３年开始启用自动站仪器，
属于调试阶段，记录不稳定；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自动
站仪器测值逐步趋于稳定，各站气压差值曲线基
本同步。在气压的年变化中，陕北、关中气压差
值大，不稳定；陕南汉中和安康站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５年
对比差值大多在允许范围。

图４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汉中站气压变化

２２仪器的安装环境分析结果
目前陕西自动站使用两种型号的仪器，一种

型号气压仪器安装在室内，一种在室外。经查，同
一气候区域内的榆林和洛川人工站气压历史气压
数据很相近，平均相差１～２ｈＰａ，而榆林和洛川
两站对比差值相差较大，其主要原因是榆林气压
仪器安装在室内，洛川安装在室外，室内受人为
因素影响大，造成两站对比差值相差大。关中泾
河站从图１和图３看到，冬季与其它站比较，对
比差值大且为负值的主要原因是由特殊地形造成
的。
显著性检验

分别提取榆林、武功、汉中３站３０ａ（１９６０—
１９９０）各月的气压平均值与２００５年自动站气压、
人工站气压对比，检验自动站、人工站气压是否
与历史标准值有显著性差异。检验结果表明武功
和汉中２００５年气压都在气压偏差允许范围之内，
没有显著性差异；榆林站２００５年人工站和自动站
两种气压仪器测值都超出偏差范围，说明不是因
仪器原因造成与历史值的偏差，可能是榆林站小
气候环境造成的。
结论
４１陕西气压测值基本上是人工站大于自动站，
有个别异常情况。对比差值有明显的日变化，上
午偏差小，下午偏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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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与人工气象站风速差异及原因分析
张红娟

（陕西省气象信息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根据国家气象中心气候资料中心制定的《对比观测期间监测资料评估技术方法》，对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自动气象站和人工气象站的风速资料对比分析，以了解两种观测仪器之间的差异，
有利于换型后资料的连续使用。结果表明：人工气象站与自动气象站风速存在系统偏差，风速较
小时自动气象站所测风速大于人工站，风速较大时则反之；两种测风仪风杯质量不同导致所测风
速不同；仪器安装高度不同是造成二者风速差异的另一重要原因。
关键词：自动气象站；人工气象站；风速
中图分类号：Ｐ４１５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利用两种仪器观测的风数据资料分析，探讨
仪器变化影响气象数据变化的规律，评估数据的
代表性、准确性和连续性，为换型后新仪器采集
的数据连续使用提供科学依据。选用陕西省３７个
站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的自动气象站（简称自动站）和
人工气象站（简称人工站）平行观测资料。自动
站类型包括天津和长春研制的无线自动遥测仪。
所选台站覆盖陕北、关中、陕南，代表了陕西省
不同的气候背景地区，资料的台站数量、时间长
度、地域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分析方法

根据国家气象中心气候资料中心制定的《对
比观测期间监测资料评估技术方法》［１］，对每站每
月风速的缺测率、差值、标准差、粗差率、不确
定度、一致率分析并保存结果，然后对各站各月

风速各分析项目的数据进行年统计，做出全省３７
个站的年度分析结果。

各项目的标准值：缺测率和粗差率均为≤
２％，对比差值±０２ｍ燉ｓ，不确定度±１ｍ燉ｓ，一
致率≥８０％。
结果分析

风速分析包括１０ｍｉｎ（自记风）、２ｍｉｎ（定
时风）平均风速和极大风三个项目（表１）。
２１缺测率

从表１可以看出，３７个站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５年风
速年缺测率均在标准值２％以内，但单站单月因
各种原因造成的自动站记录缺测也不容忽视。
２１１自动站仪器故障导致记录缺测自动站
仪器故障是所有缺测原因中最常见的。宜君２００５
年１月、２月因自动站仪器故障使风速的缺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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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对比差值大小与气压的变化有关，与台站特
殊地理环境和仪器的安装环境有关。
４３差异主要原因是自动站、人工站气压观测仪
器感应灵敏度不同所致，自动站仪器灵敏度高，可
及时反映大气活动，受人为因素影响小。
４４自动站气压测值与历史标准值没有显著性
差异，可与人工历史数据连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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