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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工气象站与自动气象站气温对比分析
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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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制定的《对比观测期间监测资料评估技术方法》，
对陕西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６４个人工气象站和自动气象站气温资料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种仪器在
气温相对较高时的偏差较大；两种仪器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但偏差因站而异；大部分台站的气
温年对比差值及粗差率在允许范围内，说明自动站温度仪器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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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起，陕西开始建设使用自动气象站（简
称自动站），由于自动站与人工气象站（简称人工
站）观测仪器和观测方式不同，观测记录有差异，
需要详细对比分析。选用陕西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２批共计６４个台站连续２ａ的气温
平行观测资料，作对比差值及粗差率分析，探讨仪
器变化影响气温数据变化的规律。所选站点的数量
以及所用资料的时间长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比方法

根据对比观测资料的评估原则，统计分析人
工站和自动站气温对比差值及对比差值的粗差
率。对比差值及对比差值的粗差率的计算方法及
评估标准依据国家气象中心气候资料中心１９９９
年制定的《对比观测期间监测资料评估技术方
法》［１］。
１１对比差值
１１１日变化从自动站与人工站定时气温对
比差值的日变化发现：从日出开始，温度逐渐升
高，自动站气温开始大于人工站，１４时前后偏差
达最大，日落后温度逐渐降低，自动站气温开始
小于人工站，这是由于铂电阻高于水银和酒精对
气温的灵敏度。温度升高时，自动站的气温感应
器先反映出来，水银温度表还有一定的滞后性，对
比差值为负值；温度降低，也是自动站的气温感

应器先反映出来，对比差值为正值。
１１２月变化分析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０２时、０８
时、１４时、２０时及日最高、最低、日平均气温的
对比差值，由表１可看出：０２时和２０时自动站气

表陕西—年定时观测气温
对比差值月变化 ｏＣ

月份０２时０８时１４时２０时日平均最高最低
１０１７０１２－０３０２３００６－０１６０１
２０１６００６－０２７０２６００６－０１５００６
３０１９－００９－０２６０２１００１－０１４００２
４０２４－０２８－０２７０２７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３
５０２１－０３５－０３１０３３－００３－０２０－００２
６０１９－０３８－０３６０２８－００５－０２６－００２
７０１４－０３０－０３４０２１－００７－０３０－００１
８００９－０２３－０３３０１４－００８－０２９－００５
９０１４－０２２－０３３０１５－００６－０３１－００３
１００１７－０１８－０２７０２０－００２－０２５００１
１１０１４－００４－０２６０１９００１－０１８００２
１２０１１００３－０２３０１４００１－０１１００７

温小于人工站，０８时、１４时和日最高自动站气温
大于人工站；自动站５—１０月日最低和日平均大
于人工站，其余月份自动站日最低和日平均小于
人工站。从表中还可看出，０２时、日平均、日最
低对比差值基本在０２ｏＣ之内，０８时、１４时、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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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ＶＢ＋Ａｃｃｅｓｓ设计车辆管理系统
孟凯

（汉中市气象局，陕西汉中７２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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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车辆使用在各单位的迅速增加，仅依靠
派车单、维修单、加油票等方法管理车辆已是力
不从心，车辆管理信息化能使车辆管理的过程控
制尽可能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使管理工作更趋
科学化。运用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６０结合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
开发设计出车辆管理系统，对充分利用车辆资
源，提高车辆安全运输效率有着积极作用。该系

统界面友好、操作简单、管理资料完备、打印灵
活，在本单位试运行后，反应良好。
系统主要功能

系统主要功能是实现车辆行驶、油料使用及
维修的登记。主要信息：车牌号码、驾驶员、出
车时间、用车单位、车辆去向、行驶里程、加油
时间、加油数量、加油时里程、以及维修时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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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和日最高的对比差值大都超出了０２ｏＣ。从分
析得知，对比差值的日变化比月变化明显，两种
仪器在气温相对较高时的偏差较大。
１１３年对比差值第一批２７个自动站的对比
观测时间是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据统计，该批站点
２００３年有７站、２００４年有３站的对比差值在±
０２ｏＣ之外。２ａ来各站的对比差值正负不一，对
比差值＞０ｏＣ的有６站，＞０ｏＣ的有９站，正负不
一的有１２站，对比差值一致的台站占５６％。

第二批３７个自动站的对比观测时间是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２ａ有４站的对比差值在±０２ｏＣ
之外，对比差值＞０ｏＣ的有１３站，＞０ｏＣ有１５站，
正负不一的有９站，对比差值一致的台站占
７６％。

两批自动站气温年对比差值基本在允许范
围，说明自动站温度感应器较稳定；年对比差值
正负不一，连续２ａ对比差值一致的台站所占比
例较大，说明两种仪器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偏
差因站而异。
１２对比差值的粗差率

第一批２７个自动站２００３年气温粗差率较

高，其中７站年粗差率＞２％，不合格站次占总站
次的２６％；２００４年粗差率较２００３年有所降低，４
站年粗差率＞２％，不合格站次占总站次的１５％。

第二批３７个自动站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气温粗
差率较高，其中２００４年１４站、２００５年８站年粗
差率＞２％，不合格站次分别占总站次的３８％和
２２％。

两批自动站气温对比差值年粗差率７５％保
持在２％以内，说明自动站温度仪器较稳定。
结论
２１自动站和人工站气温观测仪器在气温较高
时的偏差较大，两种仪器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偏
差因站而异。自动站气温高于人工站的站点略多
于自动站气温低于人工站的站点。
２２大部分台站的气温年对比差值和年对比差
值的粗差率在允许范围内，说明自动站温度仪器
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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