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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统计
西安探空站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４ａ中４０００多次

观测，观测异常终止的突失现象有３７次，不同季
节出现突失现象的次数有所不同（表１）。

表—年西安站各季节突失情况

故障现象 
故障次数

春 夏 秋 冬
合计比例

燉％ 原 因

探空电码信号不完整，亮线时有时
无，而后长呼。

１ ２ １ ４ ８ ２２探空仪各转动齿轮间吻合不好，卡
住，电码筒轴承固定片和机身间短
路，指针尖有污垢或接触不良。

气球放出３５ｍｉｎ后，亮线不稳定，
信号嘈杂，几分钟后突然消失。

１ １ ２电码筒脱落或电源接线断路。

气球放出后，信号突然消失。 ３ ２ ５ １０ ２７电池电压低，电机本身电流大，转
速慢。

探空信号由快到慢，４条亮线强度
变弱，逐渐消失。

４ ３ ２ ９ １８ ４９回答器元件受损，停止向地面发射
信号


。

小计
比例燉％

９
２４

７
１９

３
８

１８
４９

突失现象故障分析及预防方法
２１探空仪本身部件引发的故障

探空仪故障引起的突失比例较大为２４％（表
１）。预防方法：给各转动齿轮间滴加润滑油和防
冻油，除尘、防止摩擦及冻结；松开减速器架螺
丝，调整齿轮到正常吻合位置，再将螺丝固定好；
开动电机，用钢针沿整流子转动方向轻轻左右移
动，刮去氧化层，当负载电流仍大于１２０ｍＡ而不
能正常使用时，需更换电机。冬季雪天空气湿度
大、温度低时，电机转子会结冰冻住而停转，应
多加注防冻油；用万用表检查电源接线是否短路
或断路，以便及时排除。调整电码筒轴承簧片压
力大小，防止电码筒抖动，避免在大风天气由于
震动过大而脱落；另外，可以用钳子捏紧电源接
线与回答器插孔，防止受地面大风或高空对流影
响而发生断路；为防止信号不清现象，还可在电

码筒上涂一层无色指甲油。
２２电池原因引发的故障

探空仪和回答器专用电池故障为２７％（表
１），也是引起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方法：用
５％的生理盐水在室温下浸泡电池３～５ｍｉｎ，春、
冬季室温较低时需６～８ｍｉｎ。电池浸泡后取出沥
水，防止电池内水分过多造成各隔层间短路，测
量电池电压是否达到规定值。尽量少用或不用热
水浸泡电池，以防电池过热导致电压升高，再经
过活化后电压会超出额定值不能正常使用。切忌
在使用电池前任意拆开塑料包装，以免受潮变质。
２３回答器原因引发的故障

回答器故障达４９％（表１）。预防方法：先检
查回答器各元件，若有松动、虚焊、脱落及短路
现象，需重新焊好各接点，不能随意扳动各元件，
周围不能放置无用的金属物，以免产生干扰。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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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９月４日下午，榆林市天气雷达站内
的榆阳区气象局观测场、值班室、雷达站主控机
房遭受雷击，雷达站附近有多次闪电。２０：２５一
次闪击击中观测场的自动观测塔，烧毁各种探头
和线路板，紧接着又一直径约２５ｃｍ的白色球形
雷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测报室，在室内接闪消失，使
自动观测设备和数据传输系统瘫痪，雷达站控制
机房的网络传输系统也瘫痪。
基本情况

天气雷达站地处榆林市榆阳区青云乡刘家洼
的土山上，周围地势较低，是雷电多发生区，站
内地形东高西低，东侧高出地面约３ｍ有一排大
树。观测场距雷达楼约１８ｍ，西、北侧地势均低
于该站约４ｍ，南部地势较低，四周为农林地。

榆阳观测场自动站和雷达站都作过防雷工

程，自动站的接地阻值小于１Ω，天气雷达站的接
地阻值为０２Ω，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自动站综合有线遥测仪被击坏，观测场采样
探头等室外设备被击坏，观测站值班室发生球型
雷雷击，雷击能量大，破坏性强，室内交换机被
击坏，直接经济损失近１０万元。雷达站主控机房
雷击损坏；ＡＶＡＹＡ接线架接口部分损坏、５支信
号避雷器击坏，直接经济损失不足１０００元。计算
机屏幕磁化（可恢复）；电源系统良好；雷达机房
计算机屏幕无磁化现象，设备良好。
雷灾分析
２１雷击的特征分析

根据闪电定位仪资料，９月４日２０时共有６
次雷击，２０：２８：３５的雷击强度达９２４ｋＡ，陡度
１３８ｋＡ燉μｓ，以此来估算雷达站周围５０ｍ内（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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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前须试听信号，检查各元件是否发热，若有元
件发热，则应及时更换回答器。因为，气球施放
３５ｍｉｎ后，即可接近对流层顶，仪器易受大风及
强对流影响，发生异常现象。同时，由于高空低
温，使空气中的水气和尘埃冻结在回答器元件上，
而导致漏电、连电而烧毁。另外，在施放过程中，
随着外加电源电压不断增大，回答器发射结上电
流也在不断增大，经过晶体管放大后可获得比输
出时大得多的输出电压，若此电压超出了集电极
－发射极间的击穿电压，回答器就会烧毁。
其他因素引发的故障
３１季节因素

由表１可见，春、冬季节突失现象严重，占

突失总数的比例较大。这主要是由于人体自身静
电和温度对回答器的影响。春、冬季节降水少、风
沙大、空气干燥，工作人员身体携带大量静电，当
接近装好的回答器时就会发生信号蜂鸣、嘈杂不
清、亮线上下窜动等异常现象。所以，在施放前，
值班员采取放静电措施（人体通过接触金属物释
放自身的电量），清除静电对回答器产生的影响。
３２天线因素

使用晶体管回答器天线脱落也会导致信号突
然消失。在施放前，将天线来回转动使其拧紧固
定，防止仪器升到高空后，由于风速增大，使天
线晃动以致脱落，造成信号的突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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