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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观测数据质量控制是获取高质量观测数
据的重要环节，本文使用中国气象局下发的地面
气象测报业务系统，从定时观测、数据查算和订
正、编发气象报告等环节，通过实例分别介绍自
动气象站异常数据的处理方法，以方便测报人员
快速、准确处理异常情况，减轻预审员的工作量，
促进台站测报质量提高。
数据质量检查和处理方法
１１数据质量检查方法

地面气象观测站对观测记录的质量检查，包
括极值检查、逻辑检查和时间序列检查等［１］。极值
检查是指与本站历史气候极值进行比较，如果要
素超出极值范围，就视为可疑或错误值，在自动
气象站监控界面显示为红色字体，应引起注意。时
间序列检查是指气象要素在随时间变化上有连续
性，如深层地温相邻小时变化值≤０５ｏＣ为正确，

小时变化值＞０５ｏＣ为可疑或错误，此项检查与
逻辑检查主要在月底使用测报业务软件形成Ａ
文件，并进行格检审核时体现，日常工作中需要
值班员留心观察，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１２缺测数据处理方法

正点数据缺测的处理方法按优先次序，一般
可概括为代替原则、计算原则、缺测原则。代替
原则，就是要优先考虑正点前后１０ｍｉｎ接近正点
的分钟数据代替，再考虑使用同类仪器观测数据
或人工补测数据代替。计算原则有内插和反查两
种方法。除风速、降水量外，相邻前后两时次数
据正常，当前时次记录不应缺测，可内插计算；水
汽压、露点温度等湿度项目应按当时的气温和相
对湿度反查或计算求得。无法通过代替和计算补
救的原始数据，则按缺测原则处理。台站比较常
见的错误处理方法有：定时２ｍｉｎ风向、风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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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电是否存在。若不存在，检查触发器内的变压
器的好坏；若存在，测量Ｘ３和Ｘ４两端的２００Ｖ
直流电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检查２００Ｖ电源
板上大功率三极管及相关保险丝的好坏。有时触
发器控制板烧毁也导致触发器故障，测量方法为
用示波器测量触发组件上的测量端ＺＰ１和
ＺＰ１５，查看是否有２００Ｖ脉冲波形存在，其中
ＺＰ１为地，ＺＰ１５为出发信号输出端。
结语

新一代天气雷达发射机是围绕速调管设计

的，除灯丝组件、高压系统、高频激励信号外，还
设计了完善的状态检测电路，当雷达发生故障时，
除检查跟速调管有关的组件外，还要检查检测电
路。要定期对雷达发射机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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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ｍｉｎ的风向、风速代替；风向、风速使用内插法
代替；４次定时观测时次没有使用人工补测和人
工对比观测数据代替自动站的缺测数据。
定时观测

自动气象站２４个时次均可以启动“定时观
测”，数据保存的同时，形成上传数据文件［２］。对
自动站仪器的日常维护、故障维修和现场检定会
影响到观测数据。为保证上传数据文件的正确性，
观测人员应在上传数据文件形成前，及时启动定
时观测，对自动站采集数据进行适当维护。例如：
校准雨量传感器产生非降雨的雨量记录，应启动
定时观测，删除“小时雨量”和“分钟雨量”，并
保存，形成正确的上传数据文件。现场检定自动
站传感器造成数据异常，对超越历史极值的气压、
气温、湿度、地温、风向风速等要素及其小时极
值，如可以判断为数据错误的，应按代替、内插
或缺测的原则处理。
数据查算和订正
３１湿度记录的查算

气温和相对湿度缺测，则启动定时观测，或
“工具”菜单—“湿度查算”功能，录入人工补测
的干球和湿球温度或者内插计算得到的气温和相
对湿度，计算湿度项目。内插的气温和相对湿度，
分别加输“”、“Ｕ”。中国气象局《地面观测规
范第一号技术解答》规定，如果相对湿度异常，且
气温可能低于－１００ｏＣ时，分两种情况处理：①
若自动气象站观测的气温＜－１００ｏＣ，则用毛发
湿度表补测，水汽压和露点温度用自动气象站气
温和经过订正后的毛发湿度表读数反查求得；②
若自动气象站观测的气温≥－１００ｏＣ，则仍要同
时补测干球和湿球温度，计算水汽压、相对湿度
和露点温度。
３２本站气压的高度差订正

如果自动气象站本站气压记录需用人工站水
银气压表读数代替，则启动定时观测，或“工
具”菜单—“气压计算”功能，录入气压表附属
温度表读数和气压表读数。此时需要注意的是，在
录入水银气压表读数时，应加输“Ｈ”，即将水银
气压表读数订正到自动气象站气压传感器拔海高

度处。
编发气象报告

数据异常会引起前３ｈ气压，前１２ｈ气温，
前２４ｈ气压、气温，２４ｈ内最高气温、最低气温，
地面最低温度及编报降水量等数据不正确。因此，
要人工核对、处理编报记录。例如：前３ｈ气压缺
测，可从气压自记纸中读取３ｈ变压，在“前３ｈ
气压”栏直接输入变压值，对－５９９～６００的记录，
软件均视为变压值可直接编报［３］；１４时天气报，
“前１２ｈ气温”异常或缺测，则用内插值代替或用
经订正的０２时温度自记记录代替；一般站夜间自
动气象站出现故障，０８时要注意夜间各气象要素
极值的正确处理；调试雨量传感器，引起“编报
降水量”栏出现雨量，要将此量删除。
其它记录处理
５１雨量记录异常

雨量传感器故障或误差超出允许范围，可使
用人工站自记雨量记录代替。具体方法：每小时
启动“定时观测”，在“小时雨量”栏录入人工站
自记雨量，相应时段的分钟降水量全部按缺测处
理。
５２小时蒸发量异常

蒸发量连续缺测２ｈ或以上的，启动“定时观
测”，将“小时蒸发量”按缺测处理；日总量用人
工观测的蒸发量代替，启动“日数据维护”，将人
工观测的日蒸发量录入在１９—２０时栏，其余时次
空白。

以上对异常记录的处理方法，需要在气簿１
或值班日记中进行备注或交代，以便预审员月底
处理月数据时进行查对，并将相关内容整理录入
Ａ文件备注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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