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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季节转换时，地面气象观测的有关项目
要做相应调整，除了及时将有关仪器停用、启用，
还需修改现用的Ｏｓｓｍｏ２００４软件中相应参数，以
保证停用的观测项目栏被屏蔽，启用的观测项目
栏内可读、写入数据，使各类数据文件正确生成。
具体操作中，有一些细节问题若忽略，会影响业
务工作的正常运行。
应在—时修改台站参数，并重启
ＳＡＷＳＳ软件

要使修改内容在全月数据中生效，必须在
２０—２１时修改参数，并一定要重启程序。因２０时
仍属月末最后一日，２１时为下月第一日的第一个
小时，该月Ｚ文件的首行参数、２１时全部要素数
据均在２１时正点时一次生成，因此２０—２１时之
间进行才能保证Ｚ文件等的格式正确。
降水观测项目，修改相关参数的方法

夏季（如榆林为５—９月），自动站启用翻斗
遥测雨量计，应在４月３０日２０时观测后，将
“台站参数”—“基本参数”—“观测项目”中的
“自记降水”选择为“有，自动站”，“定时编报参
数”—“天气报告降水量取自的观测仪器”选择
“雨量计或自动站雨量传感器”，修改存盘后，按
系统提示及时重启ＳＡＷＳＳ程序。因为ＳＡＷＳＳ
中的台站参数在第一次打开软件时从系统库文件
ＳｙｓＬｉｂｍｄｂ中读取，若不重新启动程序，修改的
内容虽已经保存在ＳｙｓＬｉｂｍｄｂ中，但却无法在
ＳＡＷＳＳ程序中生效。

如冬季最后一日２０时后，启用遥测雨量计，
同时正确修改了相关参数，因未及时关闭、重启

ＳＡＷＳＳ程序，接连出现两个问题：第一，每次编
发天气报时提示“分钟雨量合计与小时雨量不一
致，是否处理？”，ＳＡＷＳＳ采集软件界面中，“降
水”栏组仍为灰显；问题解决之后会出现第二个
问题，即有降水时，在软件中可以看到分钟雨量，
并自动统计出小时雨量，但编发天气报时“编报
降水”栏空白，不会自动读取编报雨量。

经验证，对于第一个问题，只需立即关闭再
重启ＳＡＷＳＳ，使修改过的ＳｙｓＬｉｂｍｄｂ对
ＳＡＷＳＳ起作用后，采集软件界面的降水栏组就
开始正常显示雨量数据，干扰性提示不再出现。但
由于当月Ｚ文件中在该月第一日的２１时已形成，
首行参数中雨量标识符错误，而此时重启
ＳＡＷＳＳ对Ｚ文件已经不起作用，故影响天气报
的“编报降水”无法显示。对于第二个问题，处
理方法有两种：一是将Ｚ文件中首行参数中雨量
标识“０”修改为“１”；另一种是将Ａｗｓｏｕｒｓｅ文
件夹中的当月Ｚ文件移到别处，软件在下一个整
点会重新生成Ｚ文件，经检查新生成的Ｚ文件格
式正确后，再将原来的数据移回到新文件中相应
的位置即可。修改后，再次编发“天气报”，“编
报降水”即可自动显示。
蒸发观测项目，切换后须及时修改相关参数

使用大型蒸发的台站，在结冰、无冰期要使
用不同的蒸发器皿，如榆林５—９月为无冰期，使
用大型蒸发器，其余时段用小型蒸发皿。分别在
结冰期和无冰期的最末一日２０时后切换大、小型
蒸发器皿。全省各市切换时间不同。切换后要修
改“台站参数”，以便夏季的蒸发量输入“Ｅ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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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２１”气象电话服务作为气象部门面向社
会的服务窗口之一，担负着向社会公众发布最新
气象信息和重大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的重任，是
公共气象服务的重要手段，是气象部门树立公众
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人们了解气象信息最直接
的途径，给气象部门带来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１２１２１
信息内容与电视、报纸、气象短信、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发
布的天气预报雷同，致使１２１２１拨打量增长缓慢
甚至是徘徊不前，如何使１２１２１更好地发展已成
为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通过分析榆林市１２１２１
的现状、找出存在问题、拟定相关对策、提出发
展设想，以期为更好地开展１２１２１电话气象服务
提供有益的参考。
气象电话服务的发展

榆林１２１２１的发展始于１９９７年，使用
“１２１”的特服号，只有电信一家平台，采用８路
中继接入，拨打量每天只有几百次。２００３年，双
顺达系统平台投入使用，移动、联通、网通直接

接入，中继扩容到９８路。２００５年，“１２１”升位为
“１２１２１”。２００７年，日平均拨打量达到４０００次。
现状及存在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７年全省各地市１２１２１收
入总和约为６９４３４万元，榆林市为８１万元，占
地市总和的１１６％，位居全省第四。

榆林市下属１２县区１２１２１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各县拨打用户数的差别较大，这与当地经济、
人口有一定关系。从表１看各县区１２１２１业务用
户整体渗透率整体非常低，最高２２７％，最低只
有０８５％。１２１２１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可挖，有
待于进一步拓展。

目前１２１２１信箱提供的服务产品是以常规天
气预报为主，内容与传统媒体发布的天气预报雷
同。

１２１２１的资费是基本通话费加０６元信息
费。而移动１２５８０开通气象信息查询，可以随时
查询本地及全国各地未来３ｄ天气预报。只收取
市话费，对１２１２１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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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栏，“小型”栏屏蔽，冬季相反。保证两季的
蒸发量在Ａ文件对应数据段的位置正确。
雪深、雪压、电线积冰、冻土观测项目，无需
在季节转换时修改台站参数。

雪深、雪压、电线积冰、冻土虽是季节性天
气现象，但却是气象站的常年观测任务，观测方
法统一无季节性变化，因此均为“选中”。虽然它
们基本不可能出现在夏季，但到了夏季也不能修

改参数，只要出现这些现象，还要按规范观测记
录，这些项目的相应栏保持常年可写入，不能因
季节转换而屏蔽。每月生成的Ａ文件首行参数中
观测项目ｙ１３、ｙ１４、ｙ１８的标识值常年不变，全
部为“０”，即表示人工观测，若这些现象全月未
出现，则Ａ文件的对应数据段处只有指示码、方
式位和一个“＝”，如“Ａ０＝”表示全月未出现冻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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