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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准确、可靠的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是
气象和地球相关学科从事科研活动的重要基础，
是提高气候预测水平的重要保证。通过全程质量
控制，使地面气象观测数据具有更好的代表性、准
确性和比较性［１］。
地面数据文件的质量控制方法
１１质量控制依据

月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件Ａ文件由台站参
数、观测数据、质量控制信息和附加信息等组成。
为满足自动气象站数据存储需要，增加多要素分
钟文件Ｊ文件，作为Ａ文件的补充［２］。Ａ文件、Ｊ
文件是由月基本数据库Ｂ文件转换而来。因此，
Ａ、Ｊ、Ｂ文件（以下统称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
件）的质量控制主要依据《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数据簿表格式》和各种技术规定。
１２质量控制方法

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件的数据质量控制手段
包括人机交互检查和人工判别两种。质量控制方
法主要有气候临界值检查、逻辑检查、极值检查、
时间一致性和空间一致性检查等［３］。
１３质量控制码的含义

Ａ文件质量控制码位于观测数据之后，每一
个观测数据都有对应的质量控制码。质量控制码
代表了数据质量的状况，用３位整数表示，表示
台站级、省级和国家级三级质量控制。Ａ文件数
据格式定义了数据的７种质量属性，分别是：正
确、可疑、错误、有订正值、已修改、缺测、未
作质量控制。台站级质量控制过的数据，质量控

制码为０［４］。
全程数据质量控制

自动气象站从数据采样、数据处理、数据存
储到数据传输，每个过程都可能出现质量问题。在
地面气象观测工作的不同环节，质量控制工作的
内容不同。雷春丽［５］总结了台站在预审地面气象
数据文件时，要经过三步校对和审核，防患于未
然。地面观测数据文件的全程质量控制归由观测
员、预审员、审核员共同完成。
２１观测员级质量控制

观测员级的质量控制是地面气象观测数据质
量最基本的保障。统计显示，属于这一阶段的数
据质量问题占疑误信息的６６７％。在此阶段应重
点作好以下工作：值班员要按时巡视仪器，确保
仪器运转正常；对班内出现的疑误记录要认真校
对，及时处理，作好数据维护；对降水现象要特
别关注小时降水量与分钟降水量合计值是否一
致，降水量与降水现象起止时间是否矛盾等。

由于自动站观测数据量大，每日数据维护也
是观测员进行数据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
２２预审员级质量控制

预审工作对地面气象数据文件质量达标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预审原始记录应该做到旬清月
结。
２２１参数和降水上下连接值检查检查台站
参数是否正确。参数设置直接影响Ａ文件、Ｊ文件
的正确性，参数设置错误，将导致观测数据格式
的重大错误。参数设置引起的错误信息，分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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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基本信息和观测项目两类。台站基本信息：风
向风速传感器高度是否符合技术要求；自动站气
压传感器高度是否为实测值。观测项目的选择：台
站没有该观测项目，Ａ文件首行参数中的项目索
引为９，要素的方式位用“＝”表示；夏季，冻土、
电线积冰、积雪等观测仪器停用，则用Ａ０＝、Ｇ０
＝、Ｚ０＝，表示观测未出现；定时降水量应选
“有—人工”等。

检查降水上下连接值是否正确。预审时一定
要注意下月１日２０—０８时降水量和跨月连续降
水（或无降水）开始日期和上跨连续降水量内容
是否输入，输入是否正确。下跨降水量有微量降
水００应输入“，，，，”。
２２２人工观测项目的配合时间人工观测项
目是数据质量控制的重点。云、能见度、天气现
象在观测的１５ｍｉｎ内要完全相配；人工观测要素
输入有无错、漏、顺序颠倒；最小能见度与对应
的天气现象是否矛盾。
２２３疑误和缺测记录处理自动观测模式下，
疑误和缺测记录在所难免，但可以通过规定的统
计处理方法，保持资料序列完整及统计结果符合
实际。自动站定时记录缺测时要优先考虑用正点
前后１０ｍｉｎ内的分钟记录代替；无分钟记录可代
时用人工观测或补测的同类记录代替；以上两项
都没有时内插处理。水汽压、露点温度、海平面
气压不能内插处理，应计算或反查。
２３审核员级质量控制

省级审核员主要对Ａ文件、Ｊ文件进行全面
质量检查，确保数据文件达到质量控制标准。这
一阶段要突出检查机审疑误信息和附加文字信
息。

分别使用地面气象测报业务软件（ＯＳＳＭＯ）

和自动气象站数据质量控制软件（ＡＷＳＤａｔａＱｃ）
对Ａ文件、Ｊ文件审核。软件提示的疑误信息应逐
条排查处理。提示为“错误”的信息必须维护到
正确，提示为“可疑”的信息要确认。

人工审核和计算机审核相结合，便于从多方
面检查数据质量，弥补计算机软件审核的不足。审
核员要注意运用气象理论知识和审核规则库，重
点审核各气象要素是否有系统性错误，Ａ、Ｊ文件
关联部分配合是否符合逻辑，不完整记录的处理
方法正确与否等。

附加文字信息主要对封面、纪要、天气气候
概况和备注等内容审核。

自动气象站给地面气象观测质量控制工作带
来了挑战。数据质量控制要从以前的“预审—审
核”向全天候、全程质量控制转变。地面气象观
测数据文件的全程质量控制方法包括观测、预审
和审核三个阶段。地面气象观测数据的全程质量
控制将确保综合气象观测工作的高质量稳定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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