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３５４（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４４－０２

一次测报错情的反思
孟茹１，田耀齐２

（１汉台区气象局，陕西汉中７２３０００；２汉中市气象局，陕西汉中７２３０００）
中图分类号：４１２１ 文献标识码：Ｂ

陕西省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已陆续实现了气象要
素的自动观测。观测仪器的自动化代替了以往的
人工观测方式，测报业务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而
测报错情的类型也与以往人工观测方式下的错情
有明显区别。陕西省汉台区曾发生一次测报错情，
在自动气象站错情中较具代表性。
错情过程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晚，陕西省汉台区电闪雷
鸣，狂风暴雨。天气现象为：Ｒ２０：５５—２３：１１

Ｎ；２１：０１；·２１：０５—２３：３６；＝；·２３：３６—
０６：３７，０７：０８—１０：１６，１３：１０—１４：０８；１０
ｍｉｎ最大风８３ｍ燉ｓ，ＮＷ，２１：２７；极大风１５７
ｍ燉ｓ，ＮＷ，２１：２５。

测报值班员在２２时观测时发现自动站百叶
箱门被风吹开，雨水灌进百叶箱，用抹布清理百
叶箱的积水后，扣紧箱门，继续观测。人工气象
站（以下简称“人工站”）和自动气象站（以下简
称“自动站”）观测记录如表１。

表陕西省汉台区－－人工站和自动站各时观测记录

要素
２１时 ２２时 ２３时 ２４时 ０１时

人工 自动 人工 自动 人工 自动 人工 自动 人工 自动
温度燉ｏＣ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０４ ２２５ ２０６ ２４６ ２１４ ２６７ ２１５ ２３５

湿球温度燉ｏＣ ２６２ ２０２ ２０４ ２０６ ２０７
水汽压燉ｈＰａ ３１９ ３０４ ２３５ ２７２ ２３８ ３０９ ２３６ ３５０ ２３８ ２８９
相对湿度燉％ ８０ ７６ ９８ １００ ９８ １００ ９３ １００ ９３ １００
露点温度燉ｏＣ ２５１ ２４３ ２０１ ２２５ ２０３ ２４６ ２０２ ２６７ ２０３ ２３５

从表１中可发现从２２时开始至０１时，自动
站与人工站的温度差值（自动站气温减人工站干
球温度）达２１ｏＣ、４０ｏＣ、５３ｏＣ、２０ｏＣ，在
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这样的观测差异几乎是不可
能出现的。分析原因：观测员在２２时观测时发现

自动站百叶箱箱门被风吹开，有雨水灌进百叶箱，
就用干抹布擦干百叶箱内的水后扣紧箱门继续观
测，百叶箱内的水虽被擦干，但飘进的雨水已打
湿了温湿度传感器，浸湿了探头内的滤纸，从而
造成自动站温湿度失真。由于观测员在２２时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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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恢复能力，随着电压冲击的长期作用，器件
性能发生变化。降雨时由于计量系统频繁工作，工
作电压不断对防雷二极管冲击，使得性能变差的
器件内阻迅速变小，使Ｋ＋、Ｋ－对应的两根线对

地线处于半导通状态，出现干扰信号，引起雨量
信号线导通，故降雨过后仍出现乱跳现象。若连
续晴天，防雷二极管两端电压固定，其内阻不再
变化，乱跳现象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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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没有注意将自动站与人工站观测的数据对比分
析，也未对自动站数据质量监控，因此造成连续
４ｈ正点的温度、水汽压、露点等相关气象要素的
错误，直至０１时发现了问题，经排查更换了温湿
度传感器探头内的滤纸，自动站温度才恢复正常。
记录处理方法

遇上述情况，根据《地面气象观测规范》［１］规
定：当自动观测定时数据有缺测时，基准站用人
工平行观测记录代替、其它站一般时次不补测，仅
在０２、０８、１４、２０时４个定时和规定编发气象观
测报告的时次，气压、气温、湿度、风向、风速、

降水记录缺测时，用现有人工观测仪器或通风干
湿表、轻便风向风速表等在正点后１０ｍｉｎ内补
测；超过１０ｍｉｎ时不补测，该时次按缺测处理。汉
中站是国家气候基准站，根据规定，正确的记录
处理方法为：２２—０１时气温正点值用人工观测值
代替，水汽压和露点温度重新计算；２１：３５—０１：
３３间气温分钟数据按缺测处理，整点分钟数据用
相应人工整点时值代替，经判断缺测记录不影响
该日气温极值的挑取，该日气温极值按正常处理。
上述处理过程应在观测簿记录备注栏和月报表备
注栏注明。处理后的正确记录见表２。

表处理后的人工站和自动站各时观测记录

要素
２１时 ２２时 ２３时 ２４时 ０１时

人工 自动 人工 自动 人工 自动 人工 自动 人工 自动
温度燉ｏＣ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０４ ２０４ ２０６ ２０６ ２１４ ２１４ ２１５ ２１５

湿球温度燉ｏＣ ２６２ ２０２ ２０４ ２０６ ２０７
水汽压燉ｈＰａ ３１９ ３０４ ２３５ ２４０ ２３８ ２４３ ２３６ ２５５ ２３８ ２５６
相对湿度燉％ ８０ ７６ ９８ １００ ９８ １００ ９３ １００ ９３ １００
露点温度燉ｏＣ ２５１ ２４３ ２０１ ２０４ ２０３ ２０６ ２０２ ２１４ ２０３ ２１５

反思
（１）观测仪器的自动化要求观测员应具有更

高的业务素质，能够对自动站实时数据的质量控
制。即将执行的新自动站质量考核办法——《全
国自动站实时观测资料质量考核办法（试行）》
（气预函〔２０１０〕９１号文），已明确规定了对自动
站实时资料的考核已不再是单纯的传输质量考
核，而对实时数据的质量也要考核。因此要求观
测员必须仔细审核每小时的自动站记录，通过一
些质量控制手段，保证自动站数据的正确性。

（２）自动站仪器受人为干扰因素较少，因此
一般情况下出现较大误差的可能性较小，观测员
常会产生麻痹心理，认为只要有数据就是正常的，
故不对自动站数据进行质量控制。本次错情的产
生就是基于此种心理，导致观测数据连续几个小
时失真。

（３）观测员未按照操作规程，对每小时人工、
自动观测数据对比分析。按规定：如果自动站与

人工站观测数据的对比差值超出规定范围（气温
≥１０ｏＣ、气压≥０８ｈＰａ、浅层地温≥１５ｏＣ、深
层地温≥０５ｏＣ、地面温度日极值≥２０ｏＣ、风速
≥１０ｍ燉ｓ，过程降水量的相对差值≥４％，应查
找差异原因，并在值班日记中说明。

（４）百叶箱进水后，不能只是擦干表面，而应
仔细检查仪器是否受影响。如判断有影响，应及
时排除（如本例中温湿传感器的滤纸被打湿，要
及时更换滤纸）。而对以后的数小时观测数据，要
特别关注，判断其正误。

（５）观测员在判断有重要天气可能发生前要
做好巡视准备工作，如检查采集器箱门、百叶箱
门是否扣紧（百叶箱上可制作简单的挂钩，在风
较大时提前扣紧百叶箱门）、提前量取一定的蒸发
水量等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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