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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省地面测报台站的气表－１均实现
了使用ＡＨＤＭ４１软件制作形成ＤＩＩｉｉ
ｉＭＭＹＹＹ、Ｖ０（１）ＩＩｉｉｉＭＹＹ数据文件（以下
简称Ｄ、Ｖ文件）并通过网络传输，这对提高测报
业务工作时效及测报数据的准确性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而要提高Ｄ、Ｖ文件的数据质量，必须做好
数据的格式检查和质量检查。
数据的格式检查

台站每月的观测数据按照一定的格式存放
在Ｄ、Ｖ文件中，要Ｄ、Ｖ文件正确，必须保证数
据格式正确。一般情况下程序可将数据自动按正
确的格式存放，但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数据格式
容易出错，需要人工订正。
１１Ｄ文件
１１１台站基本参数台站每月生成的Ｄ文件
第１行为本站当月基本参数，共３９个数据。主要
反映台站本月的观测任务及区站号、档案号、经
纬度、拔海高度等。各要素观测标志分“０”、
“１”、“２”、“３”４个类别，应随时根据观测任务的
调整（如：季节性的观测项目积雪、冻土、自记
降水等）更改观测标志，保证基本参数准确。例
如：每年４月１日开始自记降水的观测，则４月
的Ｄ文件１ｍｉｎ降水观测标志应该将“０”改为
“１”；其他项目也如此。另外，风速器与风向器距
地或平台的高度应相差２０ｃｍ。
１１２ＲＫ项ＲＫ项为必输项目，输入当月最
后１ｄ２０时到次月１日０８时的降水量、最长连续
无降水或降水的开始日期。该项目不能空，观测

员应该人工从上月和下月的数据中挑取并输入。
１１３自记降水ＺＪＲＲ项自记降水停止使用
的几个月，在Ｄ文件ＺＪＲＲ指示码后写一行
“ＮＯＴ”即可。
１１４日照ＺＪＳＳ项除了输入各时记录外，各
日日合计也应该输入，不能空，这样有利于程序
对照检查逐时日照时数或日合计是否正确。
１１５湿球温度Ｉ冬季当气温低于－１０ｏＣ时，
利用毛发湿度表读数计算水汽压、相对湿度和露
点温度的气候站，应在０８、１４、２０时湿球温度栏
保留相应的毛发湿度表读数，如“９５Ｆ”等，以备
检查湿度计算的准确性及用于文件转换。
１１６海平面气压Ｐ０台站如果是月末一次性
输入全月数据形成Ｄ文件，要特别注意检查海平
面气压输入和计算是否正确，因为现用的质检程
序不能检测其准确性。
１２Ｖ文件
１２１Ｖ文件各标识符后的“年月份燉档案号燉
区站号”项因程序存在问题，将档案号存错，如
存为“６１００”，台站应将“６１００”改为本站档案号。
１２２备注、纪要栏的日期必须是２个或５个
半角字符，如：ＢＢ燉０２燉……或ＢＢ燉０２０５燉……，而
不能为ＢＢ燉０２，０５，０７燉……等。
１２３气候概况栏０１、０５项为必输项０１项为
主要天气气候特征，包括气温特征及与常年平均
值、极端值比较；降水特征及与常年平均值、极端
值比较；主要天气气候特点及程度描述。０５项为
本月天气气候综合评价。以上２项台站必须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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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记录的审核
辐射观测中数据的采集已经完全实现了自

动化，但这并不能保证所采集的数据完全准确可
靠。预审员应熟练掌握辐射观测方法及各种有关
的技术规定，具有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严肃对待每个原始数据，把好质量关。
１１仪器打印数据的审核
１１１检查每日各时的爠ｇ、爣ｇ、爣、爠值是否
符合一般的变化规律。如果数值发生异常变化，要
找出其原因，确定观测记录是否可靠。总辐射表
是在日出后及日落前采集数据，其值为正；净辐
射表２４ｈ不间断采集数据，通常白天为正值，夜

间为负值。白天净辐射主要受总辐射影响爠＜
爠ｇ，它的变化与爠ｇ间有一定的规律。在特殊的天
气条件下夜间有可能为正值，遇到这种情况，应
结合当时的季节、天气状况具体分析判断，确定
其值是否可用。
１１２检查总辐射及净辐射的日最大值是否和
各瞬时值矛盾。应该注意：总辐射最大值爩ｇ不应
小于该日各瞬时值爠ｇ，净辐射最大值爩不应小
于该日各时瞬时值爠。如果爩ｇ＜爠ｇ或爩＜
爠，应将此极值舍弃，改从该日各定时记录中挑
取最大值为爩ｇ、爩，并加括号。
１１３比较各时的爠ｇ、爠与当时的气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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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１２４备注栏文字必须为全角字符，包括标点
符号和仪器型号。
数据的质量检查

ＡＨＤＭ４１软件能够实现８０％数据的质量
检查，台站预审员可以结合质量检查疑误信息检
查记录的合理性，但还有部分数据尤其是人工观
测项目需要人工检查。随着自动站的建设，加强
人工观测项目的质量检查更有必要。
２１台站预审员先应逐日逐时检查原始记录

自记风、０２时气温、日照等从自记纸上挑取
是否正确，确保资料的内在质量。
２２由于审核程序的不完善，预审员还须重点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的检查
２２１气候站０２时定时风向风速与自记风向风

速的比较。使用ＥＬ风的台站，二者应该一致，否
则，记录错误。
２２２气候站０２时Ｄ０ｃｍ的计算检查。
２２３气候站０２时自记相对湿度缺测时的湿度
计算。
２２４有雾或湿度较大时出现干球温度爴低于
湿球温度爴ｗ的情况，应令爴＝爴ｗ后再进行湿度
查算。
２２５所有不正常记录的处理检查。
２２６注意强雷暴阵雨天气出现前后的云状记
录，尤其注意Ａｃ（Ｓｃ）ｔｒａ与Ａｃ（Ｓｃ）ｃｕｇ，Ｃｉｄｅｎｓ、
Ｃｓｆｉｌ与Ｃｉｎｏｔ的区别记载。
２２７注意检查飑的出现、雷暴的走向是否正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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