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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业务学习是提高测报质量的有效途径
高娟１，吕娟２

（１榆林市气象局，陕西榆林７１９０００；２榆阳区气象局，陕西榆阳７１９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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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业务工作者来说，学习是一个永恒的主
题。目前，各个台站虽然都有具体的业务学习计
划和制度，但是，很多时候都流于形式，不少台
站的业务学习笔记是在临近检查时，突击补全的，
这样的做法不仅起不到学习的作用，而且会在台
站形成不良风气。本文总结台站业务学习的一些
方法，供各气象站参考。
规定业务学习时间

每个台站一般至少每周应该组织一次集体业
务学习，榆林国家基本气象站以每周一为业务学
习日，不仅解决了许多日常问题，也使学习更加
正规、系统。通过学习和积累，使观测员对各类
知识的掌握和各类问题的处理更加规范。后又改
革学习方法，让过去的测报股长讲课变为测报组
人员轮流备课、讲课，人人得到锻炼，使得大家
的学习态度由被动变为了主动。
强化业务学习的方法
２１重视规章制度的学习
２１１经常学习上墙的制度目前，测报人员在
工作中需要遵守的制度，如《测报员岗位职责》、
《值班制度》、《交接班制度》、《场地、仪器设备维
护制度》、《业务学习制度》等，各站均做到了装
框上墙，但是，大多数人却只能粗略了解，并不
能记住详细要求。为了真正做到有制度必依，促
进测报质量的提高，仔细学习各种制度的内容是
非常必要的。时常温习这些制度内容，对指导测
报人员的工作行为和强化测报人员的职业道德有
着重要意义。

２１２学好《自动气象站业务规章制度
（２００３７）》自动站全面普及以后，新的制度更
需要广大观测员认真学习、遵守。如果测报员不
清楚制度里的内容，会直接影响到测报质量。如
《自动气象站业务规章制度（２００３７）》中，明确
规定，自动站正点数据每缺一个要计算０１个错
情，若自动站出现故障，值班员在１ｈ内发现并报
告不计个人错情，气象站７２ｈ内要处理，否则给
站组计错情。很多人在出现异常时没有及时处理，
造成数据缺测时次过多，不仅使个人测报质量下
降，也使数据资料不完整。通过学习此制度，可
使业务人员对各类错情的统计标准更加清晰，从
而起到一种预警效果，有效避免错情的发生。
２２重点学习业务理论知识

测报业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扎实的
理论知识是从事业务的根基。只有通过学习，打
好坚实基础，那么工作中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知识源泉。近年来，随着自动站的全面普及，
要求观测员必须迅速适应新设备、掌握新技术，学
习更不能放松。
２２１地面观测基础知识以《地面气象观测规
范》《业务软件操作手册》等常用的工具书籍为根
本，熟练掌握各项技能。通常，很多的测报员总
是在遇到问题才去翻书，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
不仅耽误时间，而且会导致仓促之下，考虑不周，
难以保证正确处理问题。作为基层台站，业务学
习可分基础知识和重点知识学习，如基础知识稍
作复习即可，对于某些易违反的操作规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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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置标准，易混淆的云状、天气现象等，要重
点学习、反复学习。此外，在目测方面，要求观
测员牢记本站能见度目标物图中各目标物的方
位、距离，掌握好相似云状的区别方法，正确辨
别各种性质的降水及其对应的云层，各种视程障
碍现象应符合的能见度范围等；在编报方面，要
非常清楚本站各时次要编发的组数，对于
７ｗｗＷ１Ｗ２组和８ＮｈＣＬＣＭＣＨ组，一定要根据云状
和天气现象记录，对自动编出的电码仔细校对，不
能完全依赖软件，因此云和天气现象电码更要反
复学习，将每个电码反映的云天状况和各类编码
的配合规定烂熟于心，才能保证编报准确率；软
件操作方面，除了掌握常规的输入方法，还要记
牢特殊情况下的输入规定，如有雾使天空不可辨
时，总、低云量和编报量要全部输“１０”，自动站
数据缺测，需要用人工值代替时，应在输入数据
后加输哪些符号要非常清楚；学习简单的故障判
断、排除法。作为一名测报员，只有将这些基础
知识掌握好，并学会归纳、梳理和重点记忆，才
能做到自如应对各种天气情况。
２２２相关气象知识各要素的变化存在一定
规律，有些天气过程产生前往往会有较明显的指
示性特征，因此系统学习《气象学》《天气学》中
的知识可为观测记录提供准确、可靠的参考。如
了解气温、气压等要素的日变化和各层次土壤的
温度变化规律，可以判断出数据是否异常；在晴
朗微风的夜晚，需特别注意霜或露的观测记录，以
免漏记；在记录对流云的云高时，因对流抬升的
凝结高度与空气温度有关系，春、秋季节的对流
云高度应比夏季偏低；夏季，测站上空首先出现
Ｃｉｕｎｃ，之后逐渐为Ｃｓ、Ａｓ，那么观测员便可初
步判断此种情况可能为暖锋过境前的云天演变，
大雨将至，当班员应尽快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尤
其要温习一下Ｎｓ云的记录方法和云码编法。专
业学校毕业的观测员会简单分析天气形势图，因
此，在接班后，值班员要看看各个层次的形势图、
上游测站的要素信息及雷达回波图等，了解当前
的天气情况，以便做到合理安排时间。有了这些
相关知识，测报值班便会更有把握，观测记录准
确程度会更高。

２２３其它知识测报工作中的事务非常琐碎，
相关的知识点也很零散，通常，上级下发的某些
业务文件中有许多内容是日常工作中要用到的，
值班员需要对工具书中没有的这些知识进行总
结、记录，方便日后使用。如，许多观测员总是
漏记、多记飑，原因是对于飑的记录标准模糊不
清，省局监测网络处曾规定记录飑现象的具体标
准，即风速≥１００ｍ燉ｓ，风向突变＞９０°，各气象
要素也有急剧变化，就可以考虑记录飑。类似的
这些知识《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中没有，因此要
一点一滴地积累。榆林站经常向值班员强调，记
好自己的业务学习笔记，以备急用。
２３学习、掌握新技术，积累新问题的处理经验

有许多问题的答案来源于工作中。如软件运
行中的各种问题、硬件出现故障、不正常记录的
处理等，通常解决一次就可为以后遇到同样的问
题积累经验，榆林站曾因为重装系统出现无法发
送报文的现象，后查清是杀毒软件的某功能影响
了业务系统；再如，榆林站的雨量计数值异常，经
排查，是因室外转接盒上的Ｋ＋和Ｋ－处接触松
动，拧紧后，恢复正常。若留心记录这些情况，第
二次遇到同样的问题，立刻就可解决。测报员要
及时记录这些经历，以备出现类似问题，可迅速
排除。
２４做好季节转换前的业务学习

每个地区、每个季节的气候有一定的特征，如
北方春季大风现象居多，可以重点学习大风的相
关知识，如跨日界的记录方法等；夏季对流天气
频繁，应重点学习雷暴、冰雹等天气现象的记录
和测量时的注意事项；秋季多见的现象是大雾，应
掌握好雾天云量记录和输入法；冬季多积雪低温，
要提前学习雪深、雪压的测量方法，搞清楚测量
的间隔距离，２０时对比观测前做好湿球溶冰工作
等。各站可根据本站所处的地理环境，有针对性
地开展季节转换前的业务学习。
２５重视报表质量分析，倡导值班员之间互相学
习

榆林站固定每星期一上午业务学习，在每月
的第一周学习会上，由预审员通报上月报表中出
现的问题，组织大家展开讨论、分析，对于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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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陕西省防雷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王锋亮

（陕西省气象局，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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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履行好法律授予气象部门的政府管理职
能，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做了大量的探索。本文就
陕西省气象部门防雷减灾管理存在问题和对策谈
点自己的思考。
防雷减灾管理的政府职能

《气象法》赋予气象主管机构组织管理雷电灾
害防御的职能。《气象法》第３１条规定：各级气
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
管理，并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对可能遭受雷击的建
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安装的雷电灾害防护装
置的检测工作。《陕西气象条例》第二十四条、第

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都对雷电灾
害防御的社会管理、防雷电装置检测资质作了明
确规定。

按照法定授权，气象部门履行的政府职能主
要有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和市场监管职
能。防雷社会管理职能包括：指导雷电灾害防护
装置检测；实施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组
织雷电灾害调查、鉴定和评估；培育防雷行业协
会、学会等社会组织；管理涉外防雷活动五项。防
雷公共服务职能包括：统一规划和建设雷电监测
网；提供雷电预报和预警信息；组织建立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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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良记录习惯进行强调、纠正，较好地规范了
工作行为，统一了记录方法。

台站要多倡导“和谐”。业务人员之间一定要
友好共处，互相学习，不保守、不自私。榆林站
由于局站分离，值班都是一人在站，不能及时与
其他同志交流工作经验，因此每周一集中学习时，
大家可针对工作中的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解决。
比如，有的同志觉得自己涂日照的技能不太过硬，
可向他人请教；有些年龄偏大的同志在软件操作
中时常遇到棘手的问题，年轻同志可以耐心讲解
示范等。
２６学会给“问题”想办法，杜绝迟、漏现象

测报业务中的许多项目对时效性有着非常高
的要求，超过规定时间就被定性为逾限、过时资
料，直接影响传输质量。台站要做好网络故障、停
电等各种异常情况下的应急保障，确保数据传输

不受影响。为了避免疏忽导致的事故，在业务微
机旁放一桌签，上面详细写明各班、各时次的工
作内容，要求值班员，每个时次后、下班前，对
照桌签上的内容认真检查，如有未完成的事宜可
及时补办，有效杜绝漏传、迟传的事件发生。
结语

学习既要有制度和方法，更要有环境。建议
各台站在值班室建立“学习角”，或在测报办公桌
上便于拿取的地方安置一小书架，放上常规业务
工具书籍，有条件的台站可订购常用的内部书籍。
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或股长一定要做好学习安排、
学习服务、问题答疑等工作，测报股长平时应注
意收集相关的业务学习文件，汇编成册，方便大
家学习。业务管理下站检查时要对台站学习要检
查、评讲。从而促使业务学习不流于形式，为全
面提高测报质量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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