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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以来安康市气象局建成由中国华云
技术开发公司出产的ＣＡＷＳ６００Ｒ（Ｔ）型温度降
水两要素自动气象站１８２个。经过２～３ａ的运
行，大部分区域站都出现过问题，影响区域站的
正常工作及监测资料的传输。本文根据本人及他
人工作实践，对区域站在安装、运行过程中的常
见简单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总结，提出区域站的
安装维护管理要求和建议。希望对区域站的维护
有所帮助。
常见故障及诊断
１１整机无数据

①初装机时安康区域站普遍采用移动
ＧＰＲＳ通信，站点应选择安装在移动手机信号强
的地点。首先应再次检查所有设备连接线、电源
连接线是否正确接线，确保所有线路连接没有漏
接或错接。然后用排除法逐步判断：先断开电源
用万用表测量太阳能电池板的充电电压及蓄电池
的电压，排除电源故障，再将温度、雨量传感器
插头拔掉后开机，进一步排除是传感器连线及相
连设备问题还是采集板卡问题。如果是传感器设
备问题，用万用表测量温度传感器插头间的电阻、
雨量器干簧管的导通与否判断具体故障设备。传
感器设备或是采集板卡问题都应直接与生产厂家
联系更换。

②区域站运行一段时间后首先拨打该站的
ＳＩＭ卡号（即通信卡）检查。如电话提示为正常
振铃音，排除ＧＰＲＳ信号弱原因后（现场可用手
机信号强弱来判断），应检查各连接线是否有误。

如某站点投入运行不久即无数据上传，检查连接
线时发现初装时太阳能板与蓄电池的连接线漏
接，蓄电池原有电量使用后无法充电，使蓄电池
亏电造成电源故障影响数据上传，正常连接线后，
恢复正常。若排除以上问题，且温湿设备正常，优
先检查电源电池。安康区域站普遍采用太阳能蓄
电池供电，通过充电控制器对蓄电池充电，正常
情况下该蓄电池电压为６Ｖ左右，若低于该值较
多，则判断蓄电池充电性能下降，多数情况下更
换蓄电池后问题解决。区域站蓄电池正常情况仅
能使用２ａ左右，因蓄电池性能下降导致安康区
域站整机无信号情况最多。之后查看运行指示灯，
判断通信模块及采集器是否正常。先重新开机一
次，有时区域站采集器长时间运行重启后可恢复
正常。开机时，网络指示灯（绿灯）以１次燉ｓ周
期闪烁，表明无线通信模块正查找无线通信网络，
以２次燉３ｓ周期闪烁时，说明通讯网络连接中心
站正常（指示灯闪烁指示意义，采集箱盖内侧有
详细说明）。重新开机后若不能查找到无线网络，
说明系统无线通信模块出现故障，可关机后取出
ＳＩＭ卡，再重新装回后开机，如果仍不正常，再
次取下ＳＩＭ卡，用自带手机向该卡发一个点对点
短信后装回开机，仍无效则应联系厂家寻求技术
支持。判断通信模块还是采集器故障，可用串口
通信线连接采集器与笔记本电脑，断开采集器与
通信模块的连接线，若检测采集器采集的温度雨
量要素值正常，则问题可能出现在通信模块上。反
之，采集器可能损坏，更换相应配件或返厂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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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某部件缺失、ＳＩＭ卡ＧＰＲＳ功能未开通、子
站与中心站参数不一致或错误也可导致整机无信
号，如某些区域站通信天线丢失或太阳能电池板
丢失均造成整机无信号。

因电话不通造成区域站整机无信号的原因很
多，如ＳＩＭ卡欠费（缴清欠费即可解决）、电源故
障关机、ＳＩＭ卡故障、通信模块故障等，需采用
排除、替换等方法认真检查，根据判断出的故障
采取相应方案解决。
１２无雨量数据

仅有温度数据而无雨量数据，多因干簧管损
坏（干簧管正常开路阻值应为无穷大）或汇集漏
斗口堵塞，通常更换同型号干簧管、清理汇集漏
斗口内堵塞物，基本可解决问题，但也有例外。如
①多次大降水过程中，某区域站无雨量数据，初
步判断干簧管损坏，更换干簧管后仍无数据。检
查断开线路后，用万用表测量干簧管导通状态，翻
斗翻动及未翻动时均听到导通状态下的“嘀”音，
拆开单测干簧管正常，遂疑为连接干簧管的接线
板（柱）问题，测量两个接线柱，显示始终导通，
检查后发现，固定接线柱的绝缘垫片和非绝缘垫
片内外装反，重新正确安装后，恢复正常。②区
域站安装时忘记取掉固定雨量器翻斗的橡皮筋，
计数翻斗无法工作导致无雨量。
１３本机参数丢失造成状态不正常

关机重启设备，至通信模块查找无线通信网
络正常时（此时网络指示绿灯应１次燉ｓ周期闪
烁）。再关机取下ＳＩＭ卡，用手机点对点发短信后
重新装回开机，若此时绿灯２次燉３ｓ周期闪烁正
常（说明通讯网络连接中心站正常），而中心站状
态仍不正常，可怀疑本机参数丢失。检查获取本
机参数，若发现区站号项变为默认值，一般重新
设置参数后设备正常工作。本机参数的系统时间
改变，也会引起中心站显示该站状态不正常。
维护与管理

（１）区域站建设是防灾减灾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应争取地方政府支持，让乡镇工作人员
（最好是乡镇气象信息员）参与区域站的建设、维

护与管理。加强同气象信息员的联系沟通，最好
让他们现场参与维护，如雨量汇集漏斗堵塞等简
单的故障可电话通知他们处理。

（２）仪器安装场地最好用一定高度的围栏保
护，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并做好仪器的防雷。
建站完成后应用ＧＰＳ测定安装点拔海高度、经
度、纬度等基本参数，用照相机拍摄安装站点四
方位（最好是八方位）照片，建立起包括安装日
期、安装人员、仪器型号、拔海高度、经度、纬
度、四方位（八方位）照片的仪器安装档案。

（３）定期全面巡检维护区域站设备。①温度
传感器清洁防辐射罩，并打开防辐射罩，用软
毛刷清洁温度感应器表面的灰尘。②雨量传感器
清洁雨量筒承水口处的沙土、树叶、昆虫等杂

物（清水冲冼时，不能用手触摸翻斗内壁，以防
油污），并用细铁丝疏通过滤网，打开雨量筒外筒，
清洁、疏通内部的过滤网、漏斗、翻斗等，注意
传感器底座调整水平状态，即水平泡在中心圆圈
内。③太阳能板用柔软抹布清洁太阳能板表面
的灰尘等杂物，太阳能板安装时应保证正面朝南，
太阳能板平面应倾斜，仰角一般以当地纬度为准。
④认真检查各连接线是否松动，测量电池电压，对
采集器进行一次重启。⑤对区域站周边环境进行
维护，如清除蛛网、树枝、杂草、更换警示标志、
走访乡镇管护人员等，汛期结束后，及时巡检并
对雨量承水器加盖。

（４）做好仪器维护记录并存档。①台站维护
人员应做好区域站设备日常运行情况记录，熟悉
设备各指示灯含义及故障时的情况，以便故障后
能迅速做出判断。②保管好全套维护工具（工具
箱内放置一段１５～２０ｃｍ长的细铁丝作疏通雨量
器漏斗用），掌握必要工具的使用方法。③排除故
障时常采用先中心站再子站以及观察法、替换法、
分析排除法，同时充分运用经验检查测试，找出
故障原因。故障解决后应认真总结记录，积累经
验。④汛期开始前和结束后及时对区域站开展全
面巡查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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