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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站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自动气象站观测资料质量评估分析

刘海利，高轩
（凤翔县气象局，陕西凤翔７２１０００）

摘要：利用中国气象局遥测仪资料质量评估系统，分析了凤翔国家基本气象站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自
动站和人工站平行观测期间的本站气压、气温、湿度、定时风、自记风资料，认为自动气象观测
系统是可靠的，所采集的气象观测数据是可信的。对自动站运行期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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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凤翔国家基本气象站自
动站建成并开始平行观测。为了评估自动站和人
工站两种仪器之间的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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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凤
翔国家基本气象站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２ａ年平行观
测资料质量评估分析。采用自动站观测形成的Ａ
文件与人工站Ａ文件，主要对定时观测时次的相
关要素作对比分析。评估要素为气压、气温、湿
度、定时风、自记风。
评估依据与方法

依据国家气象中心气候资料室１９９９年制定
的《对比观测期间监测资料评估技术方法》，首先
对每月各要素进行各个项目的月评估分析，然后

对各月各要素各评估项的三维数据进行统计。在
此基础上做出本站的评估分析报告。评估项目为
自动站观测资料中各要素的缺测率、粗差率、对
比差值的平均值、一致率、风向相符率［１］。
评估结果

根据中国气象局下发的遥测仪资料质量评估
系统，计算出凤翔站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２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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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相符率（表１）。各要素缺
测率、粗差率标准值均为２％，一致率标准为
８０％；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风速对比差值标
准值分别为±０２ｈＰａ、±０２ｏＣ、±２％、±０２
ｍ燉ｓ；风向相符率标准为７０％。

表—年凤翔国家基本气象站自动站观测资料质量评估结果
要素 本站气压 气温 相对湿度 自记风 定时风
缺测率燉％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１２
粗差率燉％ ０９６ １８１ １１５ １９２ １１６
对比差值 ０１２ｈＰａ ００２ｏＣ １５６％ －ｍ燉ｓ －ｍ燉ｓ
一致率％ ８５１３ ８３６８   

风向相符率％ — — — ７３５６ 
注：“—”表示该要素不做此项评估，黑体数字为超出质量评估标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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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１可看出，各要素的缺测率均未超出规
定的评估标准值２％，说明自动站故障率较低；各
项目的粗差率均未超出规定的评估标准值２％，
说明自动站性能较稳定；自记风、定时风的年对
比差值超出评估标准，气压、气温、相对湿度的
年对比差值均在质量评估允许的范围内；相对湿
度、自记风、定时风的一致率未达评估标准，气
压、气温的一致率达到了评估标准；自记风的年
风向相符率达到评估规定标准值７０％。定时风的
风向相符率未达到评估规定标准值。
评估结果分析
３１气压

气压的各项年评估值均符合标准。从逐月评
估结果看，２００５年１—８月气压的对比差值超出
评估标准范围，一致率未达标，２００５年９月以后
正常。分析其原因：自动站初期气压传感器性能
不稳，后期恢复正常。
３２气温

气温缺测率、对比差值年、月平均值均很小，
仅２００６年年平均粗差率略超出评估规定标准值。
从逐月评估结果看，２００６年５—８月粗差率持续
偏大，是造成２００６年年粗差率较大的主要原因。
３３相对湿度

自动站的相对湿度年平均缺测率、粗差率、对
比差值均符合标准，一致率未达标准。２ａ中２００５
年各项评估值均达标，但２００６年一致率不达标，
主要是２００６年４—１２月一致率较评估标准值差
距较大。分析原因有两点：仪器维护不到位；传
感器的性能变差。
３４风

自记风和定时风的对比差值超出评估标准，
一致率未达标。原因是自动站风感应器灵敏，而
人工站风仪器已使用多年，感应部分阻力较大。

自记风的风向相符率符合标准，但定时风的
风向相符率低于评估标准。原因主要是人工站定
时风的观测时间早于自动站，两者观测时间相差

约８ｍｉｎ。
３５自动气象站气象观测数据总体评价

从评估结果可以看出，自动气象观测系统是
可靠的，所采集的气象观测数据是可信的。原因
有以下几点：经过多年运行，生产厂家的仪器改
良，提高了遥测系统的可靠性；自动站采集软件
优化，减少了野值；业务软件的有效升级，减少
了卸载失败次数；上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指导，台
站观测人员的经验交流，提高了观测员的维护技
能，避免了误操作。
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４１自动站资料缺测

从表１可看出，各项目的缺测率虽未超过评
估标准，但均有缺测。而且自动站缺测一般是很
多项目同时缺测或某一项目缺测较长时间，造成
不可弥补的损失。

应对措施：加强值班责任心；严格按照业务
规定操作；加强仪器检查、维护。
４２自动站资料出现异常记录

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现自动站观测记录中出
现异常记录。检定仪器、清洗仪器、重起计算机
程序等操作后出现的野值要及时剔除，其他原因
所造成的异常记录要认真分析原因。

应对措施：值班过程中发现异常记录要及时
处理，并在专用记录上详细记录；接班员要认真
校对；预审员要检查异常记录本并对处理情况认
真复查，定期作资料分析，发现差值较大就要及
时分析原因，特别是差值发生突变时就要及时向
技术装备部门反映；测报组长要定期召开质量分
析会，对出现的异常记录作深入分析，提高全站
观测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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