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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地面温度差值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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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投入运行后，自动站与人工站地
面温度有时差值较大，应综合分析后检查排除。
差值产生的原因
１１下垫面性质状况不同
１１１土壤湿度不同相同的太阳辐射强度，潮
湿土壤吸收的热量多于干燥土壤，因含水量较多、
比热大，升温幅度偏小，温度偏低；而干燥土壤
吸收热量相对较少，因比热很小，升温幅度大，温
度偏高。此情况多出现在降水天气后。
１１２土壤疏松度不同结构紧密、平滑土壤比
结构疏松土壤反射率大，吸收热量能力相对较弱。
因此，雨后地表板结、龟裂，疏松地温场时应同
时疏松好人工仪器与地温传感器周围土壤，并尽
量使两者土壤疏松度一致。
１１３积雪影响地温场有积雪存在时，人工器
测测量的是雪面温度，自动站地温传感器测量的
是积雪覆盖下的温度，两者测量介质有明显区别，
因而温度不具备可比性，存在差异是必然的。
１２观测时间不同

由于温度随时间变化的脉动性，人工观测时

间平均比自动站地温观测早１０ｍｉｎ，因而存在观
测时间的差异。受天气突变、云量变化影响较大，
属正常差异。
１３响应时间（滞后性）不同

人工观测仪器与地温传感器构造不同，感应
速度有差异，即响应时间不同，地温传感器较地
面温度表更为灵敏。
１４仪器安置状况影响

如果仪器安装不规范，而地温的上升、下降
速度和振幅远大于空气温度变化，安置不良或完
全掩埋，甚至完全脱离地面，测量主要变成土壤
内温度或近地处空气温度，也是造成误差较大的
原因之一。
１５传感器或温度表自身原因

地温传感器和地温表安置在露天，长期受日
晒、风、雨雪影响，本身性能变劣所造成。
检查与排除
２１安装情况检查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安置好地面温度表和温传
感器。必须切实做到感应部分一半埋入土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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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选择ＩＰ地址和子网掩码
ＩＰ地址的类，决定了这个子网中可以容纳的

主机数量。修改子网掩码，可以改变子网中可容
纳的机器数量，并优化网络的通讯性能。

如果主机不超过２５０台，可直接用Ｃ类地
址，不必修改默认的子网掩码。超过２５０台才修
改子网掩码。以４５０台主机网络为例，选择Ｂ类
ＩＰ地址，如选择使用１８８１８８ＸＸ，默认的子网

掩码是２５５２５５００。通过公式：主机数＝２牕－２，
其中牕是主机位的位数。看出，在Ｂ类ＩＰ地址可
以容纳的机器数量有６５５３６台主机，有点太大，参
考公式４５０≤２牕－２，经过计算可以知道牕最合适
的值是９。将子网掩码改成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１１１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换算成十进制后是：
２５５２５５２５４０。经网络测试，可以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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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ＹＺ系列自动站气象地温要素的故障非
常频繁，约占维修故障总量的５０％以上。本文从
地温传感器、地温转接盒板和７芯通讯电缆３个
引起地温要素故障因素分析引发的故障现象及相
应的故障排除方法。

与地温传感器相关的故障
１１故障现象

自动气象站监控软件常规数据窗口中地表温
度、草温、５ｃｍ、１０ｃｍ、１５ｃｍ、２０ｃｍ、４０ｃｍ、
８０ｃｍ、１６０ｃｍ和３２０ｃｍ地温要素的数值：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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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露出地面，埋入土中部分与土壤须密切，露出
地面保持干净。不能有杂草、纸屑等。
２２仪器性能检查

将地面温度表与传感器置于同一环境。可采
用：①取人工备份仪器或现用仪器，安置在地温
传感器任一探头附近处，观测两者温度变化。如
果中午温度上升时段或早上温度下降时段进行，
效果更好。②将地温传感器与地面３支温度表同
时水平置入一水盆内，观测温度变化及稳定情况，
最高、最低温度表需调整。２种方法均可明确判断
出哪个仪器出现故障，操作方便简单，可作为基
层台站日常检查维护的方法，尤其是方法②效果
更可靠。两者温度差基准站不大于０３ｏＣ，基本
站、一般站不大于０５ｏＣ表明仪器均处于良好状
态。如属人工仪器原因，须更换相应仪器；若为
传感器原因，应立即报告省有关技术部门处理，并
恢复相应要素人工观测，以保证获取的资料真实
可信，数据序列完整。
２３线路检查

如怀疑传感器线路故障，应进行完好性检查。
实例分析

某站连续２ｄ降雪，并形成较厚积雪。之后连
续多日，包括积雪消融后一段时期人工站和自动

站地温差值偏大。
观测分析：有积雪时，差值原因属观测要求

不同，两者不具备可比性。同时发现，由于人工
雪面安置仪器进行观测，导致人工观测地段积雪
消融明显较快。数日后检查发现，两者地面湿度
不同，是导致差值偏大的原因。再过多日，差值
无明显减小，对仪器重新安装，问题仍然没解决，
初步判断为自动站传感器原因。采用２２的②方
法检查，发现自动站传感器也正常。再仔细检查
整个观测地段发现，受暴雨及积雪融化影响，自
动站传感器处略有下陷，致下层土壤含水量偏大，
是造成较大差值的主要原因，对观测地段重新平
整后，安装好仪器，故障排除，且差值迅速恢复
到０６ｏＣ以内。可见土壤湿度对地温的影响不容
忽视。
工作思考

通过台站技术人员的分析不但可以增加台站
工作的主观能动性，还可以有效减轻上级技术部门
的工作量和压力，同时使问题在最短时间内解决。
从长远角度出发，应加强县级技术保障人员的培
训，如强雷电时可采取的保护措施；受到雷击时一
般出现的问题及补救措施；采集器采集不到资料应
如何检修；采集器各个功能模块的更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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