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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是“陕西省应急气象
服务系统”ＭＡＷＳ８０便携站使用的风传感器，用
来实时采集出现气象灾害、环境污染、森林火灾等
突发事件或重大社会活动现场的风速、风向数据。
目前，陕西气象业务使用ＥＬ１５Ａ风传感器采集
的风速、风向探测数据。为了研究ＷＭＴ５２超声
风传感器探测数据的可靠性，确保ＭＡＷＳ８０便
携站风速、风向要素观测资料在应急气象服务中
的准确性，通过对两种传感器在同一地点搭建的
野外监测平台所采集的全天候风向、风速探测数
据对比分析，研究两种风传感器探测数据的一致
性，以便两种风传感器的观测资料能够统一使用。
风速要素对比分析

采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１６时到１２月１１日
２０时两种传感器在同一地点搭建的野外监测平
台所采集的全天候风向、风速探测资料，

ＭＡＷＳ８０便携站经常在夜间无人值守时自动停
止采集，实验只取得１８１个小时样本。

图１是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与ＥＬ１５Ａ风
传感器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１６时至１２月１１日
２０时不大于１５ｍ燉ｓ（０～１级）的风速对应小时
值模拟的风速对比曲线图。

图２是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与ＥＬ１５Ａ风
传感器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１６时至１２月１１日
２０时大于１５ｍ燉ｓ（２级以上）的风速要素对应小
时值模拟出来的风速数值对比曲线图。

图１、图２中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与
ＥＬ１５Ａ风传感器风速小时数据在静风、轻风、微
风及以上风速的变化趋势非常一致，可以看出
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的风速和ＥＬ１５Ａ风传感
器的风速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通过对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与ＥＬ１５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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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易县站
易县的天气情况与保定不同，当天没有降水，

有轻雾。自动站数据显示１６时气温０６ｏＣ，１６：２０
逐渐降为０ｏＣ。因湿度大，空气中的水汽在传感器
上凝结，进入缝隙，随着温度继续下降（１７时气
温－０７ｏＣ），并且也有一段时间的静风配合，凝
结的液态水冻结，最后使风杯冻住。
结论与讨论

风传感器冻结是温度、湿度、风速以及天气

现象等气象条件综合影响的结果。对于平原站，可
以以保定站、易县站风杯冻结时的气象条件为参
考，在气温为－１～１ｏＣ、湿度大、风速小、并伴
随雪或雨夹雪、雾或轻雾等天气现象时，应密切
监视自动站风速数据，观察风杯转动情况，并注
意与人工风对比，若两者明显不符，则可判断风
杯被冻住，可立即放倒风杆将冻结物清除，尽快
使记录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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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与ＥＬ１５Ａ风传感器
１级及以下风速对比曲线图

图２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与ＥＬ１５Ａ风传感器
２级及以上风速对比曲线图

传感器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１６时至１２月１１日
２０时风速小时值计算，轻风及以下风速的小时值
的差值的数学期望为－００８，标准偏差为００５；
微风及以上风速小时值的差值的数学期望为－
００１，标准偏差为００９，说明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
感器风速小时值与相应的ＥＬ１５Ａ风传感器风速
小时值的差值的离散程度很小，主要集中在０１
ｍ燉ｓ附近，参考《自动气象站现场校准方法》，可
以认为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的风速探测数据
与ＥＬ１５Ａ风传感器的风速探测数据可以通用。
风向要素对比分析

图３是根据《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中风向符
号与度数对照表转换数据模拟的ＷＭＴ５２超声
风传感器与ＥＬ１５Ａ风传感器风向小时频率玫瑰
图。

可以看出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与ＥＬ１５Ａ
风传感器的风向要素小时值数据在方位、频率上
的变化趋势一致，说明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的
风向要素数据和ＥＬ１５Ａ风传感器的风向要素数
据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参考《自动气象站现场校
准方法》可以得出，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的风向

要素数据与ＥＬ１５Ａ风传感器的风向要素数据可
以通用。

图３ＷＭＴ５２与ＥＬ１５Ａ风向小时风频玫瑰图

结论
３１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可以在突发事件或
重大社会活动等应急气象服务中使用，探测数据
是可靠的、准确的。
３２ＷＭＴ５２超声风传感器风速和风向要素的
探测数据与ＥＬ１５Ａ风传感器风速和风向要素的
探测数据可以通用。

本次野外对比试验时间较短，ＷＭＴ５２超声
风传感器的稳定性有待更长时间的野外对比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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