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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观测记录审核流程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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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目前有１５个台站开展酸雨观测业务，
其中有５个属于国家级酸雨观测站。除西安站外，
其它台站酸雨观测始于２００６年。中国气象局规
定［１］，酸雨观测站每日０８时（北京时，下同）为酸
雨观测降水采样日界。当日０８时至次日０８时降水
量达１０ｍｍ以上必须采集一个酸雨观测样品，测
量降水酸度ｐＨ值，电导率爦值。每日１６时前
（无论有无降水）都要形成和上传酸雨观测日数据
ＡＲ文件，每月５日前形成和上传月数据Ｓ文件。
酸雨观测是一项新增业务，目前酸雨观测均由地面
观测员兼职。大部分观测员的酸雨理论基础薄弱，
降水样品测量分析技能粗浅，普遍存在酸雨样品采
集、ｐＨ值和爦值测量、月报表制作流程不统一，日
数据ＡＲ文件和月数据Ｓ文件审核和技术方法等
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本文依据工作经验和体会，
总结出了酸雨日数据ＡＲ文件和月数据Ｓ文件审
核流程和质量控制方法，供酸雨观测和质量控制人
员参考。
酸雨日数据ＡＲ文件采集流程

①降水样品采集；②测量降水样品ｐＨ值和爦
值；③在酸雨观测薄中记录降水样品采样日期及测
量时间、ｐＨ值和爦值初（复）测值、同期气象资
料、备注项目等内容。④在酸雨观测业务软件
ＯＳＭＡＲ２００５中录入相应观测值和采样、测量、校
对人签名。⑤形成日数据上传文件并在每日１６时
前上传文件至省气象信息中心。
酸雨月数据Ｓ文件审核流程
２１原始观测记录审核检查

审核观测薄中全月所有酸雨观测日（０８—０８

时降水量１０ｍｍ以上）降水的ｐＨ值和电导率爦
值原始测量记录值是否正确完整。逐一检查审核酸
雨观测业务软件中日观测薄ＡＲ文件的输入是否
正确完整。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①观测日期、测
量时间、采样时间、降水起止时间是否正确。②初
测值是否超出当年站内复测上下限范围，是否进行
了复测。③备注内容是否录入。④气象要素的录入
是否正确。⑤样品温度与缓冲液温度差值是否大于
２ｏＣ。⑥中性和酸（碱）性缓冲液内插值是否正确。
⑦样品温度在１５～３５ｏＣ间是否进行爦值测量的
温度补偿。⑧日降水量在０１～０９ｍｍ间的日期，
各项输入是否正确（按规定，除不测量ｐＨ、爦值
外其它照常输入）。
２２日数据ＡＲ文件转月报表Ｓ文件

ＡＲ文件转Ｓ文件是对日记录簿中形成的全
月完整基本数据文件（ＡＲ文件）进行转换，从而
得到月酸雨观测资料数据文件（Ｓ文件）。

在软件中选择“日记录转Ｓ文件”，转换时要
校对转换Ｓ文件所需的酸雨记录的全部数据和台
站参数、月统计值、现用仪器和备注等内容。特别
注意，月统计值中的月总降水量可以自动从地面气
象观测月数据Ａ文件统计得到，应大于或等于酸
雨观测日的降水量。
２３格检审核Ｓ文件

（１）机审。运行软件中“格检审核Ｓ文件”功
能，对Ｓ文件的全部数据进行格式检查，对记录进
行相关审核，分析找出各类矛盾记录。

（２）人工审核。逐条分析审核信息，对显示
“错误”的观测记录进行处理，对“可疑”记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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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正误。
（３）备注内容的审核。酸雨观测中备注信息较

多且零散，应仔细审核是否缺漏。备注包括以下１７
项内容：《酸雨环境报告书》的上报；标准缓冲液
的配制、启用和停用；降水样品的延时测量；降水
样品过少的弃样；降水样品异常；降水样品的保存
和运送情况；复合电极的更换、启用、活化情况；
测温探头的校准及其结果；ｐＨ值计数不稳定情
况；站内与站外复测ｐＨ值、爦值；电导电极常数、
启用和更换情况；纯水爦值的测量结果；ｐＨ计和
电导率仪的送检、送修、和更换新仪器的情况；完
成上一日降水样品收集后（０８：００—０８：３０间采
样）当日不再有降水，可无酸雨观测记录；降水间
歇时段较短，来不及取回采样桶；样品太少不足以
完成ｐＨ值、爦值站内外复测；其它应当备注的情
况。
２４审核单维护

人机审核完成后，在“审核单维护”中对疑误
信息逐一说明，形成审核单ＳＡ文件。
２５打印上传报表文件

酸雨观测记录月报表共为３页，第１页为封
面，第２页为数据内容，第３页为复测记录、现用
仪器和备注情况等。下月５日前上传月数据Ｓ文件
和审核单ＳＡ文件至省气象信息中心。
质量控制参数设置

由于目前台站酸雨观测中只观测降水的酸碱
度ｐＨ值和电导率爦值，审核规则库设置比较简
单。分为站内复测和站外复测两部分，其中站内复
测的上下限是酸雨观测质量控制的重要依据。
３１ｐＨ值质量控制设置

分为站外和站内两部分。站外复测的设置按规
范规定上限值为９００，下限值为３００。站内复测
根据本站前３年ｐＨ值观测资料利用软件“质量控
制参数”功能自动统计得出。
３２爦值质量控制设置

分为站外和站内两部分。站外复测的设置
按规范规定上限值为１００００μＳ燉ｃｍ，下限值为
２０μＳ燉ｃｍ。站内复测根据本站前３年爦值观测
资料利用软件“质量控制参数”功能自动统计得
出。

月数据Ｓ文件及结构
４１文件名

Ｓ文件为文本文件。文件名及其结构为：ＳＩＩｉｉｉ
－ＹＹＹＹＭＭＴＸＴ。“Ｓ”为文件类别标识符；
“ＩＩｉｉｉ”为区站号；“ＹＹＹＹ”为资料年份；“ＭＭ”
为月份，高位不足补“０”。
４２文件结构

Ｓ文件由台站参数、观测数据和附加信息三部
分构成。观测数据部分的结束符为“？？？？？？”，附
加信息部分的结束符为“＃＃＃＃＃＃”。

（１）台站参数有区站号、经度、纬度、观测场
海拔高度、测站类别和夜间守班情况、采样方式、年
份、月份共８组。

（２）观测数据由月统计数据和逐日观测数据两
部分构成，均由指示码、方式位及该月的相应数据
组成。

月统计数据只有一条记录，由全月降水日数、
酸雨观测日数、月总降水量、酸雨观测的月总降水
量、月平均ｐＨ值、月最大ｐＨ值、月最小ｐＨ值、
ｐＨ值＜５６０的酸性降水出现百分率、ｐＨ值＜
５００的酸性降水出现百分率、月平均爦值共１０
组数据组成。组间用一个半角空格分隔，记录以
“＝＜ＣＲ＞＜ＬＦ＞”作为结束符。

各日降水样品均对应一条记录，记录总数为酸
雨观测日数。每条记录由酸雨观测日期，降水时段的
起始、结束时间，酸雨观测样品对应的降水量，初测
时的降水样品温度，降水样品ｐＨ值的第１、２、３次
初测读数，降水样品的初测ｐＨ平均值，降水样品爦
值的第１、２、３次初测读数，降水样品２５ｏＣ时的初
测爦值平均值，复测时的降水样品温度，降水样品
ｐＨ值的第１、２、３次复测读数，降水样品的复测ｐＨ
平均值，降水样品爦值的第１、２、３次复测读数，降
水样品２５ｏＣ时的复测爦值平均值，本次降水采样
日界内１４、２０、０２、０８时的风向和风速，降水期间
的天气现象，备注共２８组构成。组间用一个半角空
格分隔。记录以“＜ＣＲ＞＜ＬＦ＞”作结束符，全
月数据结束符为“＝＜ＣＲ＞＜ＬＦ＞”。

（３）附加信息部分由“附加参数”、“现用仪
器”和“备注”三个数据段组成，各段数据结束符
为“＝＜ＣＲ＞＜Ｌ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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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测报工作中，云、能、天等项目的观测仅
凭业务人员目力估测、记录，尤其是云状的观测，历
来是测报业务中较难掌握的技能。有的台站云状记
录的模式化问题较为严重，不同时段或同一时段连
续多个时次记录的云状如出一辙；有些台站的记录
中，雨层云、堡状云、荚状云、絮状云等几乎不见踪
迹。
云状记录模式化的原因
１１业务人员观云技术不过硬

有的观测员基础理论知识不够扎实，不研究各
种云的生成原理和演变规律，在日常业务中，仅仅
能正确辨认常见的几种云，一旦遇到复杂云天，就
分不清云层、难以辨认云状。出现罕见云，也不敢记
录，担心与其它要素矛盾。
１２观测员云码编发技能薄弱

在发报时次，观云之后，需对云状进行编码。为
了使编码简易，避免云码编发出错，观测员常选择
简单、常用、可靠的云码，再决定如何记录现有的云
状，违背了先观云再编码的正确程序。正是因为对
编发云码存在顾虑，观测员总是按照“可靠”的原则
记录云状，确保云码不出差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
模式化。

１３业务人员责任心不强
许多业务人员认为云状记录太多会产生矛盾，

是自寻烦恼。因此，尽管出现多种云状，也减少记录
种类，有选择地记录一两种，造成模式化记录。
对策
２１加强规章制度的学习，强化业务人员的职业
道德教育

台站在组织业务学习时，要安排规章制度学
习，并强化职业道德教育，要求业务人员严格执行
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观测员职责，认识测报岗位的
重要性。真正理解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是获取有价
值的气象资料的重要保证。
２２强化理论基础知识学习

台站需加强组织云类相关知识的学习，使观测
员懂得各种云的生成原理和演变规律，经常翻阅《中
国云图》，对照图片和说明文字，认真学习、思考。台
站要多开展云天观摩活动，强化观云技术水平。
２３努力提高云码编发技术水平

扎实掌握云码编报知识，可真正消除观测员
对编发云码的顾虑，如实记录数据。本文对天气
报、加密报和航危报中涉及到云码组的编码技术
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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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参数标识符ＡＰ。数据段内容包括台站
名称、地址、制作人、传输日期等共１２条记录，各
条记录只有一组数据。现用仪器标识符ＹＱ，数据
段最多由７个子段的记录组成，每个子段的记录
分别为本月使用的ｐＨ计（ＹＰ）、电导率仪（ＹＫ）、
复合电极（ＹＦ）、电导电极（ＹＤ）、测温探头
（ＹＴ））、人工采样的采样桶（ＹＢ）、自动降水采样

（ＹＳ）设备的类型识别符和相应的仪器参数组成。
备注标识符ＢＺ，数据段内容分“酸雨观测环境报
告书记载”和“酸雨观测中一般备注事项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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