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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陕西省第二批３７个自动站进行第
二阶段平行观测（即以自动站观测为主，人工观
测为辅），为评估自动站和人工站仪器间的差异，
有利于换型后资料的连续使用，按照中国气象局
规定的评估方法，对陕西省２００５年３７个自动站
资料评估分析。
评估依据和方法

参加评估的数据文件为自动站观测形成的Ａ
文件和人工站的Ａ０（１）、Ａ６（７）文件，对文件
中的气压、气温、湿度、风等要素对比分析。

依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资料中心１９９９年制定
的《对比观测期间监测资料评估技术方法》。首先
对每站每月各要素进行各个项目的评估分析并保

存结果，然后对各站各月各要素各评估项的四维
数据进行年统计，做出全省的年度评估分析报告。

评估项目为自动站观测资料中各要素的月缺
测率、粗差率、对比差值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不
确定度、一致率、风向相符率。
评估结果

运行中国气象局遥测仪资料质量评估系统，
计算出陕西２００５年３７个自动站的气压、气温、湿
度等要素的缺测率、粗差率、对比差值、一致率
等，参考《地面气象遥测自动化功能需求书》的
各要素相关项的质量评估标准，得出２００５年总体
评估结果（表１）和分要素分台站的评估结果。

表年—月自动站观测资料质量评估结果 ％
要素 气压 气温 相对湿度 自记风 定时风 极大风
缺测率 ０４６ ０４７ 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６８ ００８
粗差率 ０７６ １４８ １１２ １７７ １３４ ０６３
对比差 ０１４ －０００  － － 
标准差 ０１１ ０２２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８
不确定度 ０２２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１６
一致率      

风向相符率 ７２５１  ７０９６
注：加粗数字为超出质量评估标准的数据

２１缺测率
从表１可看出，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风

的年缺测率均在规定评估标准值２％以内，但单
站单月自动站记录缺测不容忽视。
２１１仪器故障导致记录缺测自动站仪器故

障是所有缺测原因中最常见的。宜君２００５年１
月、２月因自动站仪器故障使所有要素的缺测率
分别达１２％、５３６％；志丹５月因传感器故障缺
测率达１６％；延川因采集器故障８月气压缺测率
为５１６１％，气温、相对湿度、定时风缺测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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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３３５％、３４８４％、３６２９％，９月气温缺测
率为２５５１％；延长１０月因自动站仪器故障使所
有要素的缺测率达５４３２％；秦都、洋县１０月因
风传感器故障定时风缺测率分别为６４６５％、
２３３９％；留坝８月主控微机损坏，所有要素缺测
率为４２６％
２１２停电造成记录缺测靖边１２月因停电自
动站无法工作，所有要素缺测率为２８２％。
２１３雷击造成记录缺测神木５月遭雷击自
动站瘫痪，所有要素缺测率为３６％。榆林９月５
日自动站采集器遭雷击损坏，所有记录缺测长达
７ｄ多。
２２粗差率

粗差率反映了数据异常值出现次数的多少。
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风的年粗差率均在评估
标准值２％以内。但各要素月际间的粗差率变化
不平稳，如：３月自记风的粗差率为２４１％，８月
极大风的粗差率为３２３％，１０月自记风和定时风
的粗差率均超出标准值２％，延长１０月气压粗差
率高达１４５２％，严重超出标准值。
２３对比差值

气压、气温的年对比差值都在规定标准值以
内，气压５、６、７月的差值超出了标准值，分别
为０２２ｈＰａ、０２８ｈＰａ、０２７ｈＰａ。相对湿度和
自记风、定时风、极大风的年对比差值均超出了
规定标准值，分别为２５７％、－０２５ｍ燉ｓ、－
０２７ｍ燉ｓ、０７０ｍ燉ｓ。从单个要素评估看，气压
１３个站的年对比差值超出评估标准值，其中１２
站差值为正；气温只有１个站超出评估标准值；相
对湿度２３个站超出评估标准值且均为正值；自记
风２４个站超出评估标准值，２３个站差值为正；定
时风２４个站超出评估标准值，２２个站差值为正。
２４不确定度

气温的年不确定度超出评估标准值，为０４５
ｏＣ（全年２２个站气温年不确定度超出评估标准
值），其余要素的不确定度均在评估标准值以内。
２５一致率

气压、气温、相对湿度、自记风、定时风、极
大风的年一致率均未达到评估标准值８０％，其中
定时风的一致率仅为４５０３％。气压１６站未达到

标准，宜川、延川、留坝、南郑４站的气压一致
率偏离标准值较远，分别为：４０１８％、３８５６％、
４３％、３３９％；气温２７个站、自记风２６个站、相
对湿度和定时风以及极大风参加评估的所有站的
一致率均未达到评估标准值。
２６风向相符率

从评估结果可以看出，自记风和极大风的风
向相符率略微超出评估规定标准值７０％，定时风
的风向相符率不符合标准。
评估结果分析
３１气压

气压的年对比差值超出评估标准值的绝大多
数站的差值是正值，说明自动站的气压观测值普
遍小于人工观测值。两种仪器间存在系统偏差。从
评估结果看，各站气压对比差值差异很大，南郑
年差值最大为０５４ｈＰａ；靖边年差值最小为－
０２７ｈＰａ；宜川、延川、留坝、南郑４站气压一致
率在３３％～４３％之间。陕西南北跨度较大，台站
覆盖面广，各地气候差异大，加之台站所用的自
动站仪器性能不尽相同，应重视单站的气压评估
结果，以利后续资料利用。
３２气温

气温的评估结果是总体差值变化很小，年对
比差值几乎为零，月际变化值正负不一，不确定
度和一致率都未达到评估标准，这是因为观测时
间不同，人工站气温观测时间在正点前１１ｍｉｎ左
右，而自动站气温值为正点的值。
３３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自动站和人工站存在明显的系统偏
差。年对比差值为２５７％，全年１２个月的差值均
为正，说明自动站测得的相对湿度小于人工站测
得的值。除１月和２月差值小于１％外，３—１２月
的差值在２％～４％间波动，参加评估的３７个站
的一致率均未达到评估标准值，也说明两者之间
存在系统偏差。
３４风

自动站的自记风、定时风、极大风与人工站
的相应值均存在系统偏差。从图１看出，自动站
观测的自记风和定时风风速均大于人工站的相应
值，且月际变化非常稳定；极大风则相反，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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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风速观测值小于人工站观测值，其月际变化较
平稳。自动站的自记风、定时风、极大风的一致
率都未达到评估标准值，也说明两者存在系统偏
差。自动站定时风的一致率最低，为４５０３％，其
风向相符率不达标，是因为自动站与人工站观测
时间不同而引起。自动站自记风不确定度全部符
合标准，说明自动站风感应器性能较稳定。

图１２００５年１—１２月自动站与
人工站风对比差值年变化

存在问题及对策
４１自动站资料缺测比人工站严重

虽然２００５年以来各级管理部门和气象仪器
装备部门对自动站加强了管理，２００５年自动站资
料的缺测率较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大幅降低，但单站资
料的缺测率仍居高不下，延长１０月自动站资料连
续缺测长达１６ｄ；延川８月自动站资料连续缺测
１０ｄ，气压缺测达１５ｄ；榆林９月资料连续缺测７
ｄ。从缺测原因看，自动站仪器故障是资料缺测的
主要原因。

对自动站本身故障造成的缺测，只有加快二

级维修保障体系的建设，提高台站维护水平，配
发必须的设备备件，就近、尽快排除故障才能减
少缺测；加强管理减少缺测，严格执行自动站值
班制度，在交接班时，应查询自动站设备工作是
否正常（包括数据采集和数据上传），台站工作人
员养成查询自动站正点数据的习惯，以便及时发
现设备故障并及时报告维修人员。
４２自动站资料中出现异常值

可将自动站异常数据分为野值（与正常数据
差距比较大，常为一些设备固有的默认值）和不
稳定值（数值在正常值附近来回波动，常表现在
深层地温、雨量等要素）。

气温观测记录中有时出现大于６０ｏＣ或小于
－６０ｏＣ，气压出现小于５００ｈＰａ的野值，因为自
动站设备发生故障或更换采集器数字板时，在开
始的几分钟是从默认值开始采集的（气压５００
ｈＰａ、湿度０％或１００％、温度－６７６ｏＣ、风速０
ｍ燉ｓ、风向２３９°）；当有强雷暴时自动站记录也会
出现失真等现象。

正常维修、检定造成的野值可在软件里进行
修改正点数据Ｚ文件将其剔除；外来电磁干扰造
成的野值或不稳定值，仪器维修人员通过大量的
试验验证，可以通过良好的防雷接地避免。

陕西目前已经有８０个自动气象站投入业务
运行，从评估结果看，要保证自动站资料的完整
性和正确性，应不断提高观测人员的业务素质，加
强管理，严格执行自动站业务软件的操作规定和
自动站仪器的维护制度，保证仪器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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