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频率１０％和５％的干球温度［６］计算，得出满
发气温分别为３０７ｏＣ和３２８ｏＣ，而根据典型代
表年２００４年计算得出满发气温分别为２９１ｏＣ和
３１２ｏＣ，均低于典型气象年所选温度。
结论

由典型年选取方法的比较可见，按ＴＲＹ选
取的典型年，设计气温略微偏低，而夏季高温时
的设计满发气温明显偏低，将会使机组在夏季高
温季节出现较长时间不能满发的情况，甚至造成
发电机组停车，直接影响机组的经济运行和安全
运行。ＴＭＹ方法较一般常用的ＴＲＹ方法更能反
映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多年平均气温，对空冷系统
的设计更具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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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报表预审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地面报表预审时，Ａ、Ｊ文件中的台站参数、

质量控制、降水终止时间的一致性、下月１日２０
－０８时降水量、跨月连续（无）降水开始日期和
上跨连续降水量等项目值得注意。
１台站参数。台站参数中降水参数容易出错。冬
半年，降水自记停用，Ａ文件的首行参数中观测
项目标识第１０个要素即降水项目的标识为０，夏
半年降水自记启用则为１；Ｊ文件的首行参数要素
项目标识第４个为分钟降水量标识，冬半年为０，
夏半年为１。所以预审员每月上传报表文件前，必
须在记事本或写字板中打开相关文件，认真校对
首行参数正确与否。
２质量控制。台站级质量控制不能忽略台站维
护。预审员每次在上传Ａ文件之前，必须在记事
本或写字板中打开Ａ文件，查看Ａ文件质量控制
码段的数据中各组数据是否为０９９。若是０９９，说
明做过台站维护；若是９９９，说明数据未做台站维
护。作台站维护时，进入到测报软件的“数据维
护－Ａ文件维护”，加载相应Ａ文件，点击任一要
素，存盘即可。
３降水终止时间的一致性。Ａ文件的降水终止

时间与Ｊ文件的降水终止时间必须一致，不能在
降水终止后仍有降水量。在日常值班中，每个值
班员要重视这条规定，在逐日地面数据维护中，将
降水终止后的滞留降水量记入终止时的那一分
钟。台站最好要求当班值班员将不一致的矛盾记
录及时处理正确。
４下月１日２０－０８时降水量。１日０８时后，报
表制作人员在形成上月Ａ、Ｊ文件前，进入到上月
最后一天的日数据维护相应页面，输入下月１日
２０－０８时降水量；或者在已形成的Ａ文件中，打
开Ａ文件维护中的“ＶＲＷ”页面，输入下月１
日２０－０８时降水量，即可避免该项目漏输。报表
制作禁止一人操作，台站应该至少安排２人，明
确分工，责任到人，漏输项目情况便可避免。
５跨月连续（无）降水开始日期和上跨连续降水
量。测报软件虽然能自动挑取跨月连续（无）降水
开始日期和上跨连续降水量，但有时上跨日期和连
续降水量会出错，预审员必须将上跨日期和连续降
水量与上一个月的Ａ文件逐一核对。不一致时在
当月的Ａ文件维护中的相应页面手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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