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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数据传输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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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2012年1—5月广西国家级自动气象站数据传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影响数据传输质

量的常见问题,查找逾限报、缺报的原因,提出处理方法及应对措施,为地面测报业务人员提供

实用的参考经验,减少和避免数据传输环节出现差错,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为提高

自动气象站数据传输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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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广西气象局业务质量统计,2012年1—5
月广西国家级自动气象站每月都有缺报、逾限报

出现,4月后缺报率有所增加,使气象资料的准

确性和时效性大大降低,严重影响了业务质量和

观测数据资料在天气预报服务领域中的使用。对

自动气象站数据传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传输过

程中易出现的问题,提出处理方法及应对措施,

以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为现阶段提

高国家级自动气象站资料传输质量提供参考。

1 广西近阶段国家级自动气象站数据传输情况

2012年1—5月广西国家级自动站数据传输

的及时率、逾限率、缺报率如表1。由表1可看

出,每月均有数据逾限、缺报现象出现,尤其业

务改革调整后4、5月的逾限报较多,其中4月逾

限站次最多为75站次,逾限率为0.112%;其次

是5月,逾限48站次,逾限率为0.070%。整体

传输及时率稍有下降,2012年1—5月及时率为

99.747%,比2011年低0.073%。

表1 2012年1—5月广西国家级自动站数据传输质量统计

月份 应收站次 及时站次 及时百分率 逾限站次 逾限百分率 缺报站次 缺报百分率

1 68448 68414 99.950% 24 0.035% 10 0.015%
2 64032 63999 99.948% 9 0.014% 24 0.037%
3 64032 63988 99.931% 30 0.047% 14 0.022%
4 66742 66067 98.989% 75 0.112% 8 0.012%
5 68448 68394 99.921% 48 0.070% 6 0.009%
1—5 331702 330862 99.747% 186 0.056% 62 0.019%

2 数据传输中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通过分析,发现自动站硬件和软件设备故障,

都有可能造成数据不能正常采集,正点观测数据

不能正确及时上传。主要表现有采集器、数据处

理计算机、采集器与计算机之间的通讯线路、通

讯网络及业务软件故障等,使数据无法观测、下

载和及时上传,易致数据上传逾限或缺报,从而

严重影响数据传输质量。

2.1 采集器故障

在值守班期间,值班员注意查看自动站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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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界面上的数据[1],若发现异常,则有可能是

采集器故障。应于接近正点及时进行人工补测,

正点后01—02分,在测报软件 “正点地面观测数

据维护”下录入人工观测数据质控保存,这样形

成的正点和分钟地面气象要素数据两个文件,可

通过CNIS软件自动上传,也可通过FTP服务器

手动上传,该时次的状态信息文件不生成也不需

补传。因软件局限,加密观测数据无法生成上传。

2.2 计算机故障

当自动站计算机故障不能正常使用时,立即

启用备份计算机。连接采集器数据通讯线;将前

一日20时 (台站每日20时备份数据)备份好的

数据文件 (不含参数文件夹Components和Sy-
sConfig)复制至备份电脑的有关数据文件夹下;

分别修改配置文件SysPara的开始、运行时间和

comset的端口设置,避免在打开自动站监控软件

时数据自动重复下载和上传而造成更正报或多发

报;然后运行自动站监控软件,点击 “常规数据

卸载”,进行前一日20时至本时次数据的补充卸

载,将这部分的小时和分钟数据从采集器卸载到

计算机中,使数据完整。人工卸载数据时要慎重

操作,且避开正点数据采集时间,对已经有的数

据不要重复卸载,人工补充卸载数据时注意不要

选择 “上传文件”,并暂时关闭通讯组网[2]。如果

不慎卸载可采用删除文件的方法避免重复上传,

即删除 AWSNet文件夹里已经传输过的数据文

件。

2.3 采集器与计算机之间的通讯线路故障

采集器与计算机之间的通讯线路故障主要表

现为采集器正常工作,各指示灯均正常显示,而

数据无法显示到处理计算机上。如遇临近正点,

则采取人工补测录入正点数据并上传。如果未到

正点时次,立即查找中断的位置并修补,若有备

份通讯线应更换上;若排除不是通讯线问题,则

应考虑是否是采集器或计算机的通讯端口故障引

起[3]。通讯端口检查方法:用笔记本电脑通过数

据通讯短线连到采集器的通讯端口,打开自动站

监控软件或用超级终端即可判断是否是集器的通

讯端口故障,若属采集器通讯端口故障,则应更

换采集器;如果将数据通讯线接上另一台计算机

能正常与采集器通讯,则判断为计算机通讯端口

故障,则应考虑更换计算机串口卡或更换计算机。

2.4 通讯网络故障

通讯网络故障,使数据不能上传,也可造成自

动站数据逾限、缺报[4]。业务人员应注意值守班

期间的检查巡视,若确定网络不通时,及时启用

应急备份通讯线路方式。通过应急备份网络手段

将数据上传成功后,立即检查网络设备、计算机

的连线是否正常等进行一一排除。目前,广西提

供4种方式供台站应急备份传输使用:拨号方式、

VPN方式、互联网接入方式和电话报送数据。

2.4.1 拨号备份方式 借助于调制解调器用拨号

方式上网访问广西气象局服务器。这种方式只要

在计算机上配置一个外置或内置的调制解调器

(Modem)和一根电话线,通过新建一个拨号连

接,按文件规定要求设置用户名及密码即可连接

到广西气象局服务器。

2.4.2 VPN备份方式 在接入互联网 (宽带或

无线3G网络)的计算机上,安装VPN客户端软

件,运行客户端软件创建新连接,在提示中设置

组名、组口令、用户名、用户口令并保存后,以

后在使用时,直接在主窗口点击即可连接到区局

服务器。

2.4.3 互联网接入备份方式 只要配备接入互联

网 (宽带或无线3G网络)的计算机一台。通过

以上任何一种方式连通网络后,通过FTP服务器

手动上传数据文件至规定的远程目录下。台站可

在FTP服务器上预先设置好站点 (包括站点名

称、IP地址、用户名、密码及远程目录等项目)

并保存,使用时只要点击所需站点后就可以将数

据文件上传至规定的目录下,这样省时省力且不

易出错。

根据广西气象业务规定,若采用以上三种方

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应急传输,应先通知区气象

信息中心保障科值班员,以便做相关的准备工作。

业务计算机不能接入互联网,另行安排一台能上

互联网的计算机。报文从业务机复制到U盘,将

U盘写保护后,再插入互联网计算机进行传输。

在采用应急备份通讯线路时,可选择上述任意一

种应急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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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打电话报送数据 若以上的应急备份传输

方式均不可行,要在正点后8分之前立即打电话

上报数据,上报的要素及其顺序为:站号、气压、

气温、能见度、现在天气、过去天气1、过去天

气2、2分钟风向、2分钟平均风速。对非定时观

测时次,不需报能见度、现在天气、过去天气电

码。

2.5 供电问题

交流电停电后,短时间内采集器可使用直流

电维持工作,使自动站数据连续采集,数据处理

计算机和网络设备用UPS供电也能正常运行[5]。

但如果停电时间过长,采集器直流电耗尽就会造

成缺测,数据处理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也不能工作,

自动站观测数据也无法正常传输,从而也影响传

输质量。这就要求业务人员定期检查采集器电池

和UPS性能,随着使用时间增加采集器或UPS的

电池性能会逐渐降低,如果供电时间太短,应更换

电池。同时,平时做好备用发电机的定期检查,

油料要备足,确保能在应急情况下正常发电。

2.6 夜间不守班期间数据无法上传

夜间不守班期间,通讯网络故障等也是影响

自动站传输质量的重要原因[6]。根据中国气象局

业务质量考核办法,在夜间不守班期间,自动气

象数据文件逾限或缺报的,不计算错情。但应在

下一定时观测和补充定时观测前,对缺报的数据

文件按规定进行补传。

按照中国气象局业务2012年3月下发的质量

考核办法规定,因自动气象站仪器故障或网络故

障导致数据无法上传,造成数据文件逾限或缺报

的,值班员在1h内发现并报告不算个人错情。

故值班员须在1h之内及时将故障情况书面上报

至有关部门。20—21时之间 (上传时效为:20:

01—20:45),第一次上传日地面气象要素数据文

件后若再点击 “保存”该文件,均改名成更正报

上传,故20—21时时段内在正确录入蒸发、日照

等要素数据点击 “保存”形成并上传了日数据和

日照数据文件后,在不需发更正报的情况下不再

去点击 “保存”,以免造成误发更正报。在更换传

感器或采集器设备时,常造成正点数据出现异常,

如极值出现 “0”或负值等错误记录,在对正点数

据进行质量控制时注意人工检查并修改,确保数

据准确[7]。

3 结语

要提高自动站数据传输质量,首先要加强业

务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其次要提高业务人员的业

务技能水平,做好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保证自

动站设备、计算机系统等随时处于良好状态[8];

业务人员也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

提高对运行中出现问题的应急处理和维护能力,

更好地保障自动气象站数据及时、准确采集和传

输;业务人员要加强责任心,做到及时发现故障,

采取有效措施,想方设法用最短的时间使业务恢

复正常。平时加强各种特殊情况下启动备份通讯

系统的演练,就可以减少和避免传输环节出现差

错,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以达到提

高业务质量的目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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