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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的应用，改变了过去人工观测的业
务模式，气压、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地温、
辐射等全部或部分气象要素可实现自动采集和存
储，并按《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件和记录薄表格
式》形成依托于地面气象测报业务软件ＯＳＳＭＯ的
各种观测数据文件，其质量标准为２００４年１月１
日开始执行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由于自动站的
仪器性能不尽完善以及人工操作不当等原因，数据
文件出错时有发生。本文就如何提高３种最常用的
自动站数据文件质量进行探讨。
自动站正点地面常规要素ＺＩＩｉｉｉＭＭＹＹＹ（简
称Ｚ文件）

自动气象站采集数据文件是由数据采集器处
理后，存储到计算机硬盘的数据文件，是自动气
象站与地面气象测报业务软件ＯＳＳＭＯ的接口数
据文件。加载Ｚ文件后，则将Ｚ文件的各种要素
的小时数据解读到编辑区的表格中。在Ｚ文件
中，由于厂家自动气象站采集软件对小时开始分
钟的处理有偏差，容易出现有时极值出现时间与
对应时次矛盾；极值时间出现在正点，而极值与
该时正点的值不一致的现象。有些矛盾记录需人
工更改。若是极值出现时间出现在上一时次００
分，则将极值出现时间改为上一时次０１分，否则
将出现时间改为缺测，例如：０２时极大风速的出
现时间为０１：００，则将０１：００改为０１：０１即可；
若极值时间在正点，但极值与该时次相应值不一
致，若极大（小）值高（低）于正点的相应值，则
将正点相应值改为极值，若极大（小）值低
（高）于正点的相应值，则将极值改为正点的相应
值，例如，０５时最大风速为５５ｍ燉ｓ，最大风速

对应的风向为２２８°，出现时间为０５：００，若此时
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为５４ｍ燉ｓ，对应风向为２３０°，则
将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改为５５ｍ燉ｓ，对应风向改为
２２８°，若此时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为５６ｍ燉ｓ，对应
风向为２３０°，则将该时最大风速改为５６ｍ燉ｓ，对
应风向改为２３０°，若只是风向不一致，则以正点
的风向为准修改极值的风向。
月基本数据库文件ＢＩＩｉｉｉＭＭＹＹＹ（简称Ｂ
文件）

Ｂ文件包括自动站和人工观测的所有数据。Ｂ
文件中的自动站记录从Ｚ文件中调取，通过逐日
地面数据维护可对其进行维护并输入逐日天气现
象、电线积冰、雪深、雪压、冻土、日照时数等
人工观测值。数据日维护时，应正确处理Ｂ、Ｚ文
件数据不一致的情况，比较分析，做出正确判断：
定时观测时，发现自动站采集的数据异常，改用
人工观测数据输入“定时观测”、“天气报”或
“天气加密报”中，修改后的数据只会存入Ｂ文件
而不会修改Ｚ文件，这时Ｂ文件的记录正确；如
果在定时观测时，误将自动站风向和风速转换成
了人工观测记录方式，这时Ｂ文件数据错误，Ｚ文
件数据正确，应该用Ｚ文件的数据替换Ｂ文件的
相应项，以保证Ｂ文件记录的正确。
月地面气象资料格式文件ＡＩＩｉｉｉ－
ＹＹＹＹＭＭＴＸＴ（简称Ａ文件）

Ａ文件是由Ｂ文件转换而来的要素齐全的
数据文件，是制作自动站月、年报表的标准化文
件，也是国家气象中心要求上报的信息化文件，最
终被档案馆收录用于存档、服务。
３１Ａ文件由台站基本参数、观测数据、质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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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段、附加信息４部分组成。台站首先要保证基本
参数设置的准确性，其中观测项目标志中列出的是
台站可能观测的全部项目，一部分项目列出了３种
选择，即“无”、“有：人工”、“有：自动站”，分
别表示无该项观测任务，有该项观测任务且为人工
观测和有该项任务且为自动站观测；另一部分项目
标志用复选框列出，无论是人工观测项目还是自动
站观测项目，均应根据本站的观测任务做相应选
择。对自记降水项目标志，尽管冬季停用，因台站
有此项观测任务，所以该项目标志必须选定为“有：
自动站”；又如台站本来有冻土、电线积冰等观测任
务，虽然当月未出现这些现象，仍应选中其相应项
目标志的复选框。项目标志选择不正确，Ａ文件观
测项目相应标识将出错。
３２更改Ａ文件数据段的错误记录时，最好利
用Ａ文件维护功能进行修改，这样质量控制段的
相应信息程序会自动生成，不会出错。如果在Ａ
文件里直接更改记录，相应的质量控制码将出错。
３３自动站记录有时会出现感应元件不稳定的
情况，若台站人工观测平行进行，可逐时对比，及

时做出判断，若相应时次没有人工观测值，可参
考气压、气温、风、雨量的自记迹线的值来判断
记录是否有误，如国家基准站定边站２００５年２月
２日１０时、１１时的自动站气温分别为－１１５ｏＣ、
－３１ｏＣ，审核程序提示１１时气温异常，人工站
该日１０时、１１时气温分别为－１１０ｏＣ、－２７
ｏＣ，又查看温度自记迹线，１０—１１时显著升温，自
动站记录正常。
３４单凭单站记录对比无法确定自动站记录是
否正确时，可与周围台站的自动站记录对比判断。
３５Ａ文件的人工观测项目要注意各要素之间
的相互配合，如某站某天连续３ｈ日照时数为１０
ｈ，但其相应时次的云状均记为Ａｓｔｒａ，云状与日
照不配合，因Ａｓｔｒａ出现时地物无影，其出现时
间是不可能有日照的。

自动气象站投入业务运行仅二三年，以上讨
论的仅是目前发现的一些问题，只有在实践中不
断摸索，不断总结，不断改进，方可保证各类气
象数据的质量，为社会各界提供准确、丰富的气
象资料。

ＤＹＹＺ－Ⅱ自动站故障３例
电脑ＣＯＭ故障

自动站安装后，数据采集器面板显示，自动
站数据与人工站观测数据差别细微，数据采集器
数据正常，但数据无法导入自动站数据采集软件
（软件信号灯ＳＹＮ保持红色不变）。点击“我的电
脑”，查硬件设备，ＣＯＭ１设备上显示黄色问号，
重新安装ＣＯＭ１驱动程序，仍然如此。将信号线
由ＣＯＭ１调换到ＣＯＭ２，更改系统参数，数据顺
利导入数据采集软件。各项设备间正常，自动站
仍安装不成功时不妨一试。
电压跳变损坏数据采集器集成电路板

自动站设备均配有ＵＰＳ电源，市电引起电压
不稳定情况很少。曾遇到０８时数据采集器采集正
常，以后全部温度红显。当天天气晴好，不可能
是雷击所致。检查后发现为拨插电脑插头时引起
电压跳动，损坏采集器集成电路块。打开采集器

机盖，更换温度转换集成电路块Ｃ４０５２，温度绿
显，采集器恢复正常。
过高的地表温度损坏外转接盒集成电路块

外转接盒裸露在观测场内，夏季地表温度超
过６０ｏＣ时，外转接盒内集成块容易损坏。夏季高
温时段，采集器出现故障，更换转接盒内集成电
路块Ｃ４０６７，恢复正常。

给外转接盒做一个防护罩，防止温度过高及
日晒雨淋。
数据采集器死机

计算机数据采集软件能正常运行，但不能对
数据进行正常卸载，信号灯ＳＹＮ正常，在数据采
集软件的自动站维护中，执行清采集器后恢复正
常。新版软件ＯＭＭＳＯ２００４，运行采集器终端命
令ｒｅｓｅｔ，清采集器也可，采集器复位也能解决。

（潘流杰张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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