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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陕西各自动气象站报表以机审为主，但
ＯＳＳＭＯ（地面测报）软件本身也存在缺陷，所以
人工预审不容忽视。做好人机互审，可确保地面
气象观测原始资料的准确性、代表性和比较性，以
保证报表的质量。自动站报表预审包括两方面内
容：一是根据本站实际情况建立审核规则库；二
是判断记录的合理性。地面审核规则库在设置过
程中，尺度过宽可能会造成漏审，尺度太窄则会
造成提示的疑误信息过多。
对机审提出的每一条疑误信息，根据技术规定
人工判断记录是否正确

如前一天是晴天，后一天是阴天或者雨天，机
审会提示与前一天比较，地温日际变化超气候极
值，或者根据温、湿、风等分析，该日小型蒸发

量反常等等。此类记录，必须认真查看相关的要
素值，如有异常，要进行相应的处理。
需要人工把关目测项目

（１）天气现象
雷暴方向是否漏记，是否零散；雷暴期间不

应记录闪电；是否漏记飑的现象；不记起止时间
的天气现象在转日界时的排列顺序是否正确；无
新的降雪时，后一日雪深比前一日大的现象；降
水现象时间重叠的问题，降水现象出现点线
（…）记载时，若其间出现需要合并记录的其他降
水现象时，软件均认为错误，但实际情况是可以
出现的。

（２）云量、云状、天气现象与日照的配合
有些台站云状、天气现象配合不合理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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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场所设置，配置不同场所后，２个邮箱切换使用。
具体设置：点击Ｎｏｔｅｓ菜单“文件—场所—管理场
所”，选择“新建—场所”，先在“基本”标签中，
选择场所类型为“局域网”，在场所名称中填写和邮
箱名一致的名称。例如邮箱名为办公室，场所名称
写办公室。在“端口”标签中，选择ＴＣＰＩＰ。在
“邮件”标签中选择邮件位置为“在服务器上”，填
写邮件文件，即ｍａｉｌ燋ｎｓｆ，为和邮箱名
对应的邮件文件名，可以通过本单位的Ｎｏｔｅｓ管理
员查询。最后在“高级”标签中设置“切换到用户
标识”，点击手电筒图标，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和此
邮箱一致的用户ＩＤ文件，最后点击“保存并关
闭”。这样完成一个邮件用户的配置，另一个用同样

的方法配置，以后就可以直接点击Ｎｏｔｅｓ右下角的
场所切换实现邮箱之间的切换。
２２撤回邮件

撤回邮件功能可以撤回已发送并保存在“发
件箱”视图中的消息。如果错误地发送了邮件，或
者想编辑已发送邮件的内容然后重新发送，此功
能会非常有用。操作：先打开发件箱，选择要撤
回的邮件，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撤回邮件”，在弹
出窗口中选择需要撤回邮件的收件人。如果要从
收件人处撤回此收件人已打开或预览过的邮件，
请选择“撤回邮件，即使已阅读”。要确认邮件是
否成功撤回，请选择“向我发送每个收件人的撤
回状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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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如记阵雨，无对流性云配合；有对流性云记
普通雨；阵雨刚结束，云状就记为普通云层；雷
暴一停止，阵雨转记雨；有的时次总云量记１０，云
状是蔽光云，该时次及其前后１ｈ都有１０的日
照。由于１０－燉５的云状排列顺序错误时机审不提
示，应特别注意。
仔细校对台站参数

（１）冻土、雪深参数所有台站要长年选中；有
雪压、电线积冰观测任务的台站，这两项也要长
年选中。

（２）当季节转换时，某些仪器开始使用或停
用，台站参数相应的内容应随即修改。对Ｂ文件
转Ａ燉Ｊ文件的操作与参数库改动的时间不同步
问题，软件考虑了自记降水、大型蒸发、小型蒸
发、５ｃｍ地温、１０ｃｍ地温、１５ｃｍ地温、２０ｃｍ
地温７个常用的观测项目的变动，当从参数库中
读取的内容与需要转换的Ｂ文件对应月的参数
不一致时，可在Ｂ转Ａ燉Ｊ文件的窗口界面中修
改，而不必改参数库。
检查降水上下连接值是否正确

要注意当月最后一天２０时至下月１日０８时
是否有降水量，这个项目需人工输入。对上跨降
水量要认真校对其开始日期及累计降水量。
文件附加信息的审核

如封面、纪要栏、本月天气气候概况、备注
栏里面所写的具体内容是不是符合《地面气象观
测规范》和《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件和记录簿表
格式》中的规定。比如降水过程、降水次数是否
正确；本月气温、降水量、日照与原始记录是否
一致等等。
文件质量控制码是否正确

质量控制码用３位整数表示，百位表示台站
级，十位表示省级，个位表示国家级，每月上报
的报表必须进行台站维护，质量控制码应是０９９。
Ａ、Ｊ文件的人工维护

利用ＯＳＳＭＯ软件的相应功能对Ｊ文件格检
后，以下几种疑误信息需要人工干预。

（１）Ａ文件正点数据与对应的分钟数据不一

致。由于软件设计有问题，此现象一般无须干预，
特别明显的异常记录，可用正确数据替换。

（２）有些分钟数据有明显的跳变，经判断，如
果确为异常数据，按缺测处理，不可内插。

（３）Ｊ文件正点值缺测，Ａ文件正点有值。如
Ａ是人工补测数据、内插数据、或其它分钟代替
数据，不能用Ａ文件正点值代Ｊ文件正点值；如
判断Ａ文件正点值采集正常，Ｊ文件正点值异常，
可用“Ａ代Ｊ”。自动站逐分钟地面数据文件ＡＷＳ
ＲＴＤ中有各种器测项目的分钟值（包含地
温），当自动站Ａ文件正点数据缺测时，应优先考
虑用正点前后１０ｍｉｎ内接近正点的记录代替。

（４）由于ＯＳＳＯＭ软件没有把Ｊ文件降水量
及降水起止时间与Ａ文件天气现象的降水起止
时间对比，所以Ｊ文件经常出现降水量与天气现
象矛盾的现象，必须人工校对Ｊ文件降水起止时
间与Ａ文件天气现象的降水起止时间是否一致。
若不一致，判断为滞留降水量（降水结束２ｈ内），
把该降水量追加到降水结束前的最后１ｍｉｎ内，
否则删除该降水量。
平时观测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在每天定时观测中，数据保存前，软件先
要对自动气象站数据相关性错误进行审核判断，
例如：小时内极值出现时间是否在规定的时间之
内，要素值是否超气候极值，小时降水量与分钟
降水降量是否一致等等，若出现这些错误，则会
给出相应提示信息，对于确实错误的数据，必须
人工处理正确。

（２）熟悉各项不正常记录的处理方法和输入
方法。每日进行逐日数据维护时，对Ｂ与Ｚ文件
不一致的要人工判断是否替换。例如：在定时观
测时，发现自动站采集的数据异常，而用人工观
测数据输入“定时观测”、“天气报”或“天气加
密报”中的数据，修改后的数据只会存入Ｂ文件，
而不会修改Ｚ文件，导致二者不一致。

（３）自动气象站转入单轨运行后，要加强人
工器测与自动气象站观测数据的差值分析，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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