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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略阳+汉台+宁强+留坝+镇巴+佛坪
!"#*

年
#

'

#!

月新旧型自动气象站的气温+气压+

相对湿度等资料#通过差值对比分析法对数据进行了分析+评估(结果表明&新型站与旧型站的观

测值偏差基本在允许范围内#气压差值范围在
("&$

#

"&*?5<

间#气温差值范围在
("&+

#

("&#H

间#平均相对湿度差值绝对值在
*E

以内#

!=ML

+

#"=ML

平均风速差值范围在
(#&#

#

"&%=

-

D

间#新型站自动能见度仪观测与人工观测偏差较大(评估为新设备的改进提供依据(

关键词!新旧型自动站,观测资料,差值对比,评估,汉中

中图分类号!

5*#!&#

!!!!!!

文献标识码!

0

!!

汉中市地面观测自动气象站自
!""+

年业务

运行以来#在气象观测+预报+减灾服务等方面发

挥了较大作用(

!"#+

年#中国气象局在县级综合

业务改革中提出到
!"#%

年#完成观测任务调整

)形成以观测场设备自动化运行+气象台综合业务

人员承担人工观测任务的业务布局#建立与县级

综合气象业务相适应的业务平台+业务流程和管

理制度*的工作思路(根据安排#自
!"#+

年
$

月

#

日起#汉中市汉台区开始双套自动气象站运行(

!"#*

年
#

月
#

日起#略阳!自
!"#*

年
#

月
#

日起#

略阳升级为基准站#汉台调整为基本站"+宁强+留

坝+镇巴+佛坪
%

个基准+基本站取消人工观测#正

式开始双套自动站运行(同时规定#新型自动气

象站!以下简称)新型站*"的资料作为正式地面资

料#旧自动气象站!以下简称)旧型站*"作为备份

站(新型站与旧型站相比#技术上主要有以下优

点&采用新一代主处理器#功能更强大,采用内嵌

dMLKR

操作系统和先进的总线系统,建立了完备

算法和质量控制体系,存储能力大大提高,采用

15J

对时#提高了时钟精度,防护能力增强$

#

%

(

本文通过对
!"#*

年度汉中市的
$

个新型站与旧

型站的观测资料进行对比量化分析#评估了新型

站一年运行情况#为气象资料的应用及新型站设

备的改进提供依据(

!

!

设备#资料及方法

#&#

!

设备

汉中的新型站型号为)华云
W22%

*(旧型站

型号分两种&)华创
.0[J$""TJ

*!汉台+留坝+宁

强+镇巴
*

站使用"和)长春
W22(!

*!佛坪+略阳
!

站使用"(

#&!

!

资料及方法

分析资料来源于
!"#*

年度略阳基准站#汉

台+镇巴+留坝+佛坪+宁强
%

个基本站的新型站和

旧型站全年
0

文件(新型站和旧型站
0

文件均

经过初步质量控制#剔除了个别极端值(

资料统计主要采用差值对比分析法#观测差

值为新型站观测值
(

旧型站观测值#各站年+月+

日统计值均由时值统计得到(

"

!

气象要素年对比特征

!"#*

年度
$

个气象观测站的新型站和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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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风速差值对比分析#如

表
#

(从表
#

可看出#新型站和旧型站年平均气

压差值为
("&%

#

"&*?5<

#年平均最高气压差为

("&$

#

"&*?5<

#年平均最低气压差值为
("&*

#

"&*?5<

#三组气压差值基本在一个区间内变化#

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年平均气温差值为
("&+

#

("&#H

#即新型站日平均气温低于旧型站,年平

均最高气温差值为
("&+

#

"&#H

#除宁强新型站

日平均最高气温高于旧型站外#其余
%

个观测站

新型站日平均最高气温均低于旧型站,年平均最

低气温为
("&+

#

"&!H

#除略阳新型站日平均最

低气温高于旧型站外#其余
%

个观测站新型站均

低于旧型站(日平均相对湿度差值绝对值在
*E

以内(

!=ML

平均风速和
#"=ML

平均风速差值为

("&%

#

"&+=

-

D

#且
!=ML

风速变化与
#"=ML

风

速变化一致(

表
!

!

"'!$

年汉中
&

站新型站与旧型站观测数据年对比差值表

站名

平均本

站气压

-

?5<

日最高

本站气

压-
?5<

日最低

本站气

压-
?5<

日平

均气

温-
H

日最

高气

温-
H

日最

低气

温-
H

日平均

相对湿

度-
E

日平均

!=ML

平均

风速-!

=

-

D

"

日平均

#"=ML

平均

风速-!

=

-

D

"

略阳
"&* "&# "&# ("&# ("&+ "&! " "&+ "&+

汉台
"&+ "&* "&* ("&! ("&! ("&! (# "&" "&#

宁强
("&+ ("&+ ("&+ ("&# "&# ("&# ! "&# "&"

留坝
("&% ("&$ ("&* ("&! ("&# ("&! ! ("&% ("&%

佛坪
("&+ ("&+ ("&* ("&! ("&# ("&! (* "&+ "&+

镇巴
("&* ("&% ("&+ ("&+ ("&! ("&+ # "&" "&"

#

!

气象要素月对比特征

+&#

!

温度

对比分析发现#汉台+镇巴+留坝+佛坪
*

站气

温差值月变化较稳定#变化范围为
("&*

#

"&!H

#体现出新型站气温低于旧型站(略阳的

气温月差值变化最大!如图
#

"#变化范围为
(,&"

#

-&%H

#其中
#

'

-

月新型站气温低于旧型站,

:

'

#!

月新型站气温高于旧型站(

图
#

!

!"#*

年略阳新旧型气象站气温差值月变化图

+&!

!

气压

宁强+留坝+佛坪+镇巴
*

站的月平均本站气

压差值+最高本站气压月平均差值+最低本站气压

月平均差值均为负值#即新型站气压低于旧型站#

差值范围为
("&$

#

("&#?5<

(汉台站的三组气

压月差值均为正值#即新型站气压高于旧型站#差

值范围为
"&+

#

"&%?5<

(略阳站的三组气压月

差值变化如图
!

#月平均气压差值为正值#即新型

站观测值高于旧型站(最高本站气压+最低本站

气压月差值变化表现为&

#

'

-

月为正值#即新型

站观测值高于旧型站,

:

'

#!

月为负值#即新型站

观测值低于旧型站(

图
!

!

!"#*

年略阳新旧型气象站气压差值月变化图



!"#$

!

%

" 孟
!

茹等&

!"#*

年汉中市新旧型自动气象站观测资料对比分析与评估
!%

!!!

+&+

!

相对湿度

$

个观测站年平均相对湿度差值绝对值在

*E

以内#如表
!

(略阳站的年平均相对湿度差值

最小#为
"

,佛坪站年平均相对湿度差值绝对值最

大#为
*E

(各站月平均相对湿度差值#宁强+留

坝+镇巴差值为正#即新型站相对湿度月平均值大

于旧型站,佛坪站各月差值为负#即新型站相对湿

度月平均值小于旧型站,汉台站差值
,

个月为负

值#

#

个月为正值,略阳站差值有
+

个月为负值#

:

个月为正值#

#

个月差值为
"

(

表
"

!

"'!$

年汉中
&

站新型站与旧型站相对湿度月平均差值表
E

月份
# ! + * % $ - : , #" ## #!

平均

略阳
(: (## (% # # + + + + + ! " "

汉台
(# " # (! (+ (! (# (# " (# (# (# (#

宁强
# " ! ! # ! + ! " " + # !

镇巴
+ + + ! ! # " # " # # ! #

留坝
" " # ! ! ! + ! + + + " !

佛坪
(# (# (# (+ (% ($ (% ($ ($ ($ ($ (! (*

+&*

!

风速

!=ML

平均风速年平均差值为
(#&#

#

"&*=

-

D

#

#"=ML

平均风速年平均差值为
(#&#

#

"&%=

-

D

(留坝
!=ML

+

#"=ML

平均风速月差值为

负值#即新型站观测值小于旧型站#其余
%

站

!=ML

+

#"=ML

平均风速各月差值多数为正值#即

新型站观测值大于旧型站(

$

!

能见度对比观测评估

!"#*

年新型站业务运行#实现了能见度的自

动连续观测#减轻了观测员的工作量(在运行过

程中发现能见度仪与以前人工观测的能见度存在

较大偏差#根据能见度仪的观测值自动判断生成

的雾+霾天气现象出现次数大幅度增加(从能见

度仪观测的原理上来说#自动观测与人工观测的

能见度差异主要表现在光学视程范围较小的情况

下#自动观测能见度基本小于人工观测#且二者的

相对偏差较大(造成偏差较大的原因有三方面(

首先#对比感阈不同(根据人工能见距离和气象

光学视程计算原理$

!;*

%

#人工观测和自动观测的对

比感阈分布取
"&"!

和
"&"%

#当大气消光系数相

同时#人工能见距离约为自动光学视程的
#&+

倍#

从理论上讲#自动观测能见度距离相当于人工观

测的
-"E

左右(其次#采样空间不同(人工观测

能见度采样空间是四周视野中二分之一以上的范

围能看到目标物的最大水平距离$

%

%

#而目前台站

业务使用的前向散射型能见度仪#测量的是其发

射器和接收器之间不足
+""==

+的气溶胶散射能

力反演的能见度距离$

%

%

#所以前者的采样空间为

开阔区域#而后者仅为一个气块(第三#数据客观

性不同(人工观测主观性强#同一天气条件下不

同观测员由于视力+观测角度+观测经验等不同可

能会对天气条件的判断产生差异#而自动观测基

于仪器原理和理论计算#观测结果的客观性相对

更强(除观测原理不同外#能见度仪设置的霾阈

值过低+仪器的稳定性差+仪器受周边环境影响大

也是造成能见度仪与人工观测能见度误差较大的

原因(

%

!

站点评估

!"#*

年汉中市
#

个基准站+

%

个基本站的新

型站运行以来#维护保障及时#全年设备运行正

常(

$

个站的新旧型站观测记录完整性较好#

0

文件齐全(

根据对新型站和旧型站的气温+气压+相对湿

度+风速的日+月+年观测值对比评估发现#新旧型

站的观测值存在偏差#但偏差值基本在允许范围

内(略阳的新型站和旧型站的气压+气温观测值

整体偏差略大于其他
%

个观测站#留坝站的

!=ML

+

#" =ML

平均风速偏差大于其他
%

个观

测站(

&

!

小结

!!

!

#

"整体来看#

!"#*

年度汉中市的
#

个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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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陕西长武人#工程师#从事农业气象观测及服务(

站+

%

个基本站的新型站运行正常#与旧型站的观

测值存在偏差#但偏差值基本在允许范围内(新

型站的月平均观测值多低于旧型站(

!

!

"月平均气压差值为
("&%

#

"&*?5<

#月最

高气压差值为
("&$

#

"&*?5<

#月最低气压差值

为
("&*

#

"&*?5<

(三组差值基本在一个区间内

变化#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

+

"月平均气温差值为
("&+

#

("&#H

#月

平均最高气温差值为
("&+

#

"&#H

#月平均最低

气温差值为
("&+

#

"&!H

(

!

*

"日平均相对湿度的月平均差值的绝对值

在
*E

以内#

$

站差值变化较为稳定(

!

%

"

!=ML

平均风速差值和
#"=ML

平均风速

差值为
(#&#

#

"&%=

-

D

#两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

$

"新型站自动能见度仪观测与人工观测偏

差较大#设备有待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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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农业气象观测中#土壤水文物理常数的测定非常重要#其测定方法技术性强#观测员不

容易掌握#且因人为因素容易出现偏差(结合十多年来全省多次土壤水分测量培训和在各个地区

土壤水文物理常数测定中的实际经验#介绍了以/农业气象观测规范0为标准的土壤水文物理常数

测定的实用方法#为农业气象观测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土壤水分,物理常数,测定,实用方法

中图分类号!

J#%!&-

!!!!!!

文献标识码!

T

!!

/农业气象规范0规定的土壤水文物理常数包

括土壤容重+田间持水量和凋萎湿度(在土壤水

分观测和数据应用中#土壤水文物理常数处于重

要的基础地位#起着标尺的作用#其测定结果直接

影响到许多项目的计算(近年来#随着为农服务

工作的开展#观测地段种类的增加#大量土壤水分

自动站的建立#土壤水文物理常数的测定工作量

越来越大(长期以来#规范要求相对简单#测定方

法不统一#个人掌握随意性大#测定结果质量也参

差不齐#影响了土壤水分测量质量及干旱应对服

务工作(在/农业气象观测规范0要求的基础上#

结合十多年来全省多次土壤水分测量培训和在各

个地区土壤水文物理常数测定工作中的实际经

验#总结一些具体的测定方法#利于观测人员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