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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２年第一批自动气象站在陕西安装运
行以来，全省已有８０个自动气象站投入业务运
行。按照中国气象局的业务运行规定，自动气象
站要将正点观测资料通过气象通信网络实时上
传，并对传输质量进行考核。２００６年中国气象局
下达的年度目标中，自动站正点观测资料传输及
时率要求为９８％。通过分析陕西２００６年５－６月
自动气象站资料传输质量，查找逾限报、缺报的
原因，给出了提高传输及时率策略，为提高自动
气象站资料传输质量提供参考。

观测资料传输内容、传输路由及传输时限规定
自动气象站观测资料传输内容：实时地面气

象要素数据文件、实时气象辐射数据文件、地面
气象要素日数据文件、自动气象站状态信息文件；
文件名见表１。

观测资料的集中编辑和传输路由：台站自动
站观测资料直接传至省气象信息中心自动站中心
站，由中心站集中编辑后传到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观测资料传输时次为每小时一次，传输时限规定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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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由翻转。
记录器工作，计数器不工作

记录器工作正常而计数器不工作时，用１２Ｖ
直流电源直接短接计数器两个接线柱。如果计数器
不工作，说明计数器被卡住，计数器线包断线或计
数器插座接触不良；如果计数器工作，说明前节导
线折断或脱焊，中间继电器的一副触点氧化。

经检查并排除故障后计数器还不工作，应检
查电路中相应的消火花电容是否短路，造成常闭，
致使数码不能翻转，若短路，更换消火花电容即
可。
计数器工作，记录器不工作

仪器出现计数器工作正常而记录器不工作
时，用注水法使感应器动作或用脉冲信号发生器
检查，观察记录器的电磁铁能否吸动。

记录器电磁铁如吸不动，可能是导线脱落；中
间继电器的一副触点接触不良或氧化；电磁铁线

圈断线；电磁铁棘轮卡住；相应的消火花电容短
路，造成电磁铁常吸不放。该故障按前面方法检
查排除即可。

记录电磁铁能吸动，记录器仍不工作或工作
不正常。原因：同步齿形带过松或过紧；同步齿
形带有死点；同步齿形带老化，不能带动记录笔
上升，推杆中途或在零点处脱落；笔架长槽不光
滑，记录笔杆不能自由上升或降落；阻尼杆与阻
尼管口不垂直，记录笔不能落到零位；给进爪与
两个档块位置不当，使棘轮少转或多转；有机玻
璃罩内粗调轮的Ｍ５螺母松动，不能正常带动笔
杆上升；衔铁弹簧弹力过大或过小，造成棘轮不
能复位而原地不动或吸不动；棘轮偏心，运转到
某一点卡住；阻尼油过稠，记录笔不能回零，造
成记录缺测。

排除方法，按照各类原因，逐一检查或调整
或更换零配件，可将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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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自动气象站资料传输文件
文件内容 文件名

单站实时地面气象要素文件 ＺＯＡＷＳＳＴＣ５Ｉｉｉｉｉ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ＴＸＴ
单站实时气象辐射数据文件 ＺＯＳＡＤＳＴＣ５Ｉｉｉｉｉ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ＴＸＴ
单站地面气象要素日数据文件 ＺＯＡＷＳＤＡＹＣ５Ｉｉｉｉｉ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ＴＸＴ
单站自动站状态信息文件 ＺＲＡＷＳＣ５Ｉｉｉｉｉ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ＴＸＴ

表自动气象站地面观测资料的传输时限规定 ｍｉｎ
资料内容 及时报 逾限报 缺报

实时气象要素资料 ≤爣爣＋１５ ＜爣爣＋６０ ≥爣爣＋６０
气象辐射数据 ≤爣爣＋１５ ＜爣爣＋６０ ≥爣爣＋６０

注：爣爣表示观测正点时间。

逾限报、缺报原因分析及对策
２１自动站硬件故障

自动站硬件设备故障，造成数据不能正常采
集，正点观测数据就不能正常上传。故障主要是
自动站采集器故障和数据处理微机故障。

对策：（１）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正点前检查采
集器、主机的运行状况，从监控软件中查看自动
站数据，发现数据缺测或异常，应及时检查相应
部件。（２）每天定点对时，保证时钟误差在规定
范围内，且采集器与微机的时钟一致，排除因时
钟走时不准造成数据不能按时上传。（３）自动站
数据处理微机要专机专用，并按规定操作维护，尽
量减少其它干扰，因自动站微机要实时与采集器
间通信，将分钟数据传输到微机，如果进行其它
操作就有可能影响到数据的传输，特别是临近正
点，要避免人为干预造成数据传输不正常现象。
（４）严格执行报告制度，发生故障要及时查明原
因，不能排除的要在１ｈ内报告上级保障部门以
及时排除故障。（５）每年对自动站进行防雷检测，
保证接地电阻小于４Ω，特别是夏季要防止雷击
事件发生。
２２通信网络故障

通信网络故障，使数据不能上传，可造成自
动站正点观测资料迟、缺报。

对策：（１）正点前后检查自动站监控软件工
具条右端的“网络主通道”“网络辅通道”指示灯，
红灯表示自动站与中心站的通信联接通道不通。

（２）在设定的启动时间后应确认资料是否传输成
功，若没有成功应人工传输。查询资料是否传输
成功的方法：一是查看系统日志文件，如果文件
中有观测资料传输成功的记录，表示已传输成功，
反之没有传输成功；二是查看定时数据文件存放
目录ＡＷＳＮｅｔ，若当前时次的ＺＯＡＷＳＳＴ
Ｃ５Ｉｉｉｉｉ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ＴＸＴ和ＺＲ
ＡＷＳＣ５Ｉｉｉｉｉ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ＴＸＴ文件
还存在，表示没有传输成功。（３）确定网络不通
时，检查网络设备是否正常、网络设备与计算机
的连线是否正常等，若正常再联系市气象局网络
中心，共同查找原因，及时维修排除。
２３供电问题

交流电停电后，短时间内采集器可使用直流
电维持工作，使自动站数据连续采集，但数据处
理微机和网络设备不能运行，自动站正点观测资
料也无法传输，从而影响传输质量。如果停电时
间过长，采集器直流电耗尽就会造成缺测。

对策：（１）定期检查ＵＰＳ性能，并进行保养。
自动气象站的ＵＰＳ正常情况停电后可以使用
３５ｈ，随着使用时间增加性能会逐渐降低，定期
对ＵＰＳ放电，即关掉市电，用直流电，如ＵＰＳ供
电时间小于０５ｈ，应更换ＵＰＳ设备。（２）使用
ＵＰＳ时尽量关闭其它设备，只留计算机，减少负
荷，延长ＵＰＳ供电时间。（３）配备发电机的台站，
停电时应尽量用电机发电保证业务运行。发电机
要定期维护，并存储一定量的耗材，特别是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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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油等物资。
２４参数设置不正确
２４１自动站组网参数设置不当如启动时间
设置为１６ｍｉｎ，软件正点后１６ｍｉｎ自动传输资
料，形成逾限报，因自动站的传输时限规定及时
报时效为≤爣爣＋１５（即正点后１５ｍｉｎ）。若重试
次数设置为０次，软件第一次上传失败不再重传
也会影响传输质量。

对策：地面测报业务系统软件中的参数设置
要正确、恰当。特别注意文件传输路径设置ＩＰ地
址、远程路径和自动站组网设置主通道和辅通道
的启动时间、最大延时、重试次数。交接班时应
检查关键参数设置是否正确，以免参数不正确影
响传输质量。
２４２区站号错误地面测报业务系统软件中
区站号是关键字段，改变区站号，软件会提取不
同的参数，自动站传输文件名中Ｉｉｉｉｉ表示区站号，
若区站号错误，形成文件名称错误，中心站就不
能收到本站的资料；如果错误的区站号恰与其它
站的站号相同，中心站就会收到两个同样名称的
数据文件，后一个文件覆盖前一个文件，造成资
料混乱。

对策：修改区站号等系统参数时要２人以上
在场共同修改，并进行校对、登记，参数修改密
码要妥善保存。
２５操作不当

省气象信息中心自动站正点观测资料传输质
量统计中以数据文件最后一次上传时间为依据。
如果操作不当造成观测资料重复传输，软件就以
最后的文件覆盖前面的同名文件，上传时间自动
记录为最后一次传输时间，使本来的及时报变成
逾限或者缺报。
２５１人工卸载数据人工卸载自动站数据，可
将软件自动卸载失败的数据从采集器卸载到微机
中，自动生成相应时次的观测数据文件，并在下
一次启动通信时自动上传文件。人工卸载数据不
成功时，将卸载数据时段加长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形成多个正点数据文件并自动上传，覆盖了原来
的文件。

对策：人工卸载数据时要慎重操作，对已经
有的数据不要再次卸载。不慎卸载后可采用删除
文件的方法避免重复上传，即删除ＡＷＳＮｅｔ目录
中已经传输过的正点观测资料文件。
２５２定时观测数据检查定时观测输入人工
观测数据保存后，再次进入定时观测页面检查，如
再次保存可引起重复上传。因为在定时观测时次，
保存数据软件就自动生成一个正点观测资料并自
动上传。

对策：检查定时观测数据时，如不需要更改
数据，就不要保存。
２６其它原因

一般气象站夜间不守班，夜间自动站设备故
障、停电等使正点观测资料不能及时上传也是影
响自动站传输质量的重要原因。不守班的台站如
果夜间停电，自动站的采集器可以保存观测资料，
但由于微机处于关机状态资料无法上传，只能在
次日上班时采取措施，造成缺测时间较长。

对策：白天上班先检查自动站的运行和资料
传输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排除；夜间停电后又来
电时，尽量将自动站微机和测报业务软件重新启
动，使通信设备处于正常状态，就可以恢复资料
的正常传输。
需要加强的工作

台站业务人员应加强业务学习，省、市气象
局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并定期组织经验交流活
动。逐渐提高台站人员的业务水平，能够掌握排
除自动站一般故障的方法。

健全自动站保障体系，完善省、市、县三级
保障，提高自动气象站的保障时效，减少由于设
备故障而出现的资料无法上传现象。

各级业务人员要加强责任心，做到及时发现
故障，采取有效措施，想方设法用最短的时间使
自动站业务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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