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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温湿自记仪器的检查维修
１１摩擦大小的检查与纠正

把仪器向自记笔杆一侧倾斜８～１０°，如笔尖
稍稍离开钟筒，说明笔尖对纸的压力适宜，如笔
尖没有离开钟筒，则笔尖压力较大，如果笔尖很
轻松离开钟筒，则笔尖压力较小；往上提动笔尖，
或观测时做时间记号，看笔尖是否回到原位，如
果能回到起始位置，说明压力适宜；从已使用的
自记曲线记录上看有无阶梯式跳跃。检查出笔尖
摩擦过大时，应在排除仪器安装水平、垂直无异
样情况下纠正。应旋转笔杆根部的小螺丝或改变
笔杆架子的倾斜度，调整到最佳状态。使用新笔
尖时，由于笔尖太尖太细也会造成笔尖摩擦大，可
用细砂纸打磨圆滑。不可用弯曲笔杆的办法来调
整笔尖的压力。
１２水平、垂直的检查与纠正

除常规检查方法外，还可使笔杆上下作全程
移动划一条线，将钟筒沿水平方向旋转一周，看
笔尖所划线是否与刻度线重合或平行；用示度调
整螺丝使笔尖上下划一条线，看是否与自记纸时
间弧线一致或偏差不超过相邻时间弧线间距的
１燉３格。若纠正水平、垂直后仍超过允许误差，则
应调整笔尖的曲半径，直到最佳状态。

也可从自记记录上检查仪器安装是否水平、
垂直。如自记曲线有一段不正常或与实测值之差
时大时小等，就必须检查仪器的安装。当记录曲
线呈阶梯式上升或下降超过０５ｏＣ时，也应检查
安装状况，换新笔尖时，还应在火上烤一下去掉
上面的油渍，使墨水记录顺畅。

１３放大率的检查调整
放大率不对称时，记录值与实测值差，高温

（湿、压）时偏高，低温（湿、压）时偏低，说明
放大率大；反之，高温（湿、压）偏小而低温
（湿、压）偏大说明放大率小。检查出放大率问题
后必须调整，使记录与实测值的差越来越小。

调整放大率就是改变杠杆短臂的作用度（又
称有效长度）。增长杠杆的有效长度能减小放大倍
率；减小短臂杠杆的有效长度，能增大放大倍率。
多数县气象局无条件对仪器进行示值检查，无法
确定调整倍数，实际工作中，调整放大陪率是以
估计的办法通过逐步调整短臂的有效长度达到预
期效果。技术达不到要求时应拆换仪器送检。
虹吸雨量计的检查与维修

虹吸雨量计要求在雨季使用，每年须在雨季
来临前安装。仪器安装要求十分严格，包括水平、
垂直、牢固、虹吸管的高度、管口的密封、浮子
室的清洁等都必须达到规定要求。而且要做到每
次重大或恶劣天气过程后及时检查，才能保证仪
器的正常运转。虹吸雨量计的大部分故障都有与
安装问题有关。

虹吸出现半流、虹吸后未达零线（未虹吸
完）、漏水等故障应检查：虹吸管的密封是否漏
气；密封底部螺丝是否松动或密封胶管老化；虹
吸管的曲率、高度是否正常；浮子室内是否太脏
或漏水；水平垂直不正常或机械摩擦。此外当门
未关严有风时也能出现此故障。

虹吸提前或推后应检查：仪器受震后虹吸管
高度是否发生变化；浮子室安装是否水平；虹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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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每月给省级审核部门上报３个数
据文件：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件（简称Ａ文件，要
素齐全，是制作月、年报表必须的），分钟数据文
件（简称Ｊ文件，包括本站气压、气温、相对湿度、
降水量和风），正点地面常规要素文件（简称Ｚ文
件，包括自动站自动采集的要素）。审核人员利用
地面气象测报业务软件中的审核程序重点审核Ａ
文件。机审给出两类疑误信息：一类为错误信息，
矛盾记录必须更改，另一类为可疑信息，需人工
判断正误。
疑误提示：露点温度与反查计算值相差达
ｏＣ以上（可疑记录）

某站１２月１日２２时自动站报表审核后疑误
提示露点温度与反查计算值相差０６ｏＣ。该日备
注：２２时自动站记录不正常，气压、气温、水汽
压、相对湿度及露点温度用前后两个时次记录内
插求得。这种处理方法似乎符合《地面气象观测
规范》中“在自动观测定时数据中，某一定时数
据（降水量、风向、风速除外）缺测时，用前、后
两定时数据内插求得，按正常数据统计”的规定。
但自动站温度和湿度的采集原理为：采集器自动
采集正点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再计算水汽压、露
点温度作为该时正点值。因此该站２２时记录的正
确处理方法为：气压、气温和相对湿度用２１时和
２３时的相应记录分别内插，水汽压和露点温度用

审核软件中的湿度计算公式求取。
疑误提示：最低气温值低于地面最低温度太多
（可疑记录）

榆林站２００６年１月自动站报表经审核有５ｄ
提示有疑误信息（见表１）。
表榆林－－—最低气温与最低地温对比

日期最低气温
燉ｏＣ

最低地温
燉ｏＣ

差值
燉ｏＣ

雪深
燉ｃｍ

２２ －１８１ －４６ －１３５ １２
２３ －１８９ －５４ －１４５ １０
２４ －１８０ －５８ －１２２ １０
２５ －１７３ －６５ －１０８ １０
２６ －２１１ －７７ －１３４ ９

自动站地面温度采集人工不干涉，０ｃｍ、地
面最高、地面最低温度的测值有积雪时均为雪下
值。查该月数据文件，１８日开始降雪，２３日结束，
积雪从１８日持续至月底。这次过程降温幅度较
大，２０—２１日２４ｈ降温达８ｏＣ。积雪最大深度２０
日达１３ｃｍ，积雪对地面有很好的保温作用，致使
最低地温日变化很小，气温越低，两者的差值越
大，故该５ｄ最低气温和地面最低温度属正常。
疑误提示：气温相邻前后两时次的变化异常
（可疑记录）

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的Ａ文件资料制作永寿及
其邻站麟游、彬县、淳化２１日２０时—２２日０８时
气温和相对湿度变化图。由图１看出，永寿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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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太脏或管内进有气泡；笔尖摩擦力大。
记录纸出现跳跃式上升或下降时，多是笔尖

太尖或压力太大；浮子室不水平；浮子杆不垂直

或不光滑造成的。
调整零线数次不一致，多因浮子室内太脏或

笔杆固定不好所致。应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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