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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波段雷达发生丢球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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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由于Ｌ波段雷达波瓣宽度（≤６°）比５９－７０１

型二次测风雷达波瓣宽度（垂直波瓣≤１０°，水平
波瓣≤１１５°）窄，测角精度较高，但操作人员遇
到丢球时找回目标较困难，不能象５９－７０１型雷
达那样根据４条亮线把球迅速找回来，必须结合
Ｌ波段雷达的特点抓球，做到快而准，以免造成资
料缺测或重放球。
Ｌ波段雷达发生丢球的原因

雷达原因造成丢球：①仰角、方位角死位；②
接收机部分有问题引起接收讯号差；③其它突发
雷达故障造成天线乱转或不转等。

环境因素造成丢球：①施放场地不宜引起第
一分钟过顶（有个别台站场地有限）；②有外界强
干扰信号进入接收机。

人为因素造成丢球：①在大多数的台站施放
场所可选取几个放球点的情况下，放球人员没有
选取合适的放球点导致施放瞬间过顶；②放球时
在地面就没对好，一直旁瓣跟踪；③施放时值机
人员误操作（没有进入自动跟踪状态）；④接收讯
号的过程中，没有及时调整接收机的频率（ＧＴＳ１
型数字式探空仪在施放过程中有３～７ＭＨｚ的频
率漂移）。
Ｌ波段雷达发生丢球时的处理方法

（１）地面施放瞬间如发生丢球大多数是由于
气球过顶引起（个别是误操作或雷达故障）。如果
放球后第一分钟过顶引起的丢球，应及时处理。在
垂直能见度较好的情况下，最好是负责充灌和施
放气球的放球人员（简称副班）与负责控制室内

雷达设备的操作人员（简称主班）配合，副班站
在雷达天线下，目测估计气球的大致方位角和仰
角，通过对讲机告诉室内的主班，主班将雷达天
线控制放在手动位置，手摇至副班所指位置后，切
换天线跟踪为自动，此时可在摄像头里看到气球
或仪器，则说明抓到球了。在能见度不好或晚上
灯笼灭时可根据地面风的大小、Ｌ波段雷达波辨
宽度、探空讯号、自动增益、压高差（单测风
无）等综合考虑。地面风速小的情况下丢球，在
天线控制手动状态时可将雷达仰角放在５０°左
右，迅速转动方位一圈（３６０°），找到探空讯号接
收最好处（飞点少），自动增益最小的位置，转换
天线手动控制为自动跟踪，然后扇扫（单测风不
宜用扇扫功能）看天线是否回到原位，如回原位
说明已抓到球，此时高度差与平时大致相同。否
则将雷达仰角升高６～８°（因Ｌ波段雷达波束宽
度≤６°），重复以上操作即可。

（２）在观测过程中（不是第一分钟）发生丢
球大多数是由于雷达驱动器死位未能及时发现或
探空仪的频率漂移所致（个别是旁瓣或雷达故
障），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找回目标。

首先关闭雷达驱动箱开关再打开，观察雷达
状态区仰角、方位角数据是否变化以确定死位是
否恢复，或调整频率，再根据气高差（单测风是
估高）确定雷达的仰角，转动雷达到测风秒数据
发生突变的地方，选自动跟踪，然后扇扫（西安
站几次采用此法效果不错），确定目标后探空点子
和斜距应正常。

如采用以上方法仍无法找回目标物时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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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槽运行的安全技术监督
１１电解槽运行参数监测

监测电解槽运行参数：产氢气量、槽温、槽
压、循环回路的碱流量等。如果参数发生异常，说
明电解槽内部发生故障或循环回路上的过滤器有
污堵现象存在。

电解小室电压应为２０～２４Ｖ，超出范围说
明槽体可能出现局部过电压或失电压、绝缘性能
及电极表面光洁度下降。
１２电解槽的爆鸣声问题
１２１爆鸣声产生的原因 （１）电解槽碱液中
含的钙、镁离子等，长期运行在高温（９０ｏＣ左
右）条件下，容易形成垢状物，引起氢、氧气路
通道受阻，产生轻微的爆鸣。（２）电解槽中电解小

室的石棉隔膜出现轻度的破损或脱脂现象，导致
氢气和氧气局部少量互串，引起小爆鸣。
１２２安全防范措施电解槽出现爆鸣声后，要
严格监测产品氢气、氧气的纯度，尤其要做好电
解槽出口的在线氧气表、氢气表的校验。加强对
电解液质量与体积分数测试，必要时更换。保证
系统中滤网的清洁，减少杂质堵塞。
１３电解槽的清洗

电解槽运行半年后应清洗，清洗工艺有简易
清洗和拆管清洗。
１３１简易清洗退出碱液，从电解槽的一侧皮
管引水冲洗，从另一侧排污。冲洗３０ｍｉｎ后对换
冲洗口与排污口，如此重复数次，直至无污迹排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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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发生了故障或是外界强干扰信号进入接收
机，值班员需请机务人员共同解决。
观测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主班开机后注意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情况
下，示波器上应有三格左右的茅草信号，软件操
作面板上，增益在自动状态时频率指示在１６７５±
６ＭＨｚ，自动增益在３０～４０ｄＢ（西安站），操作
软件面板上的雷达控制按钮，软件左下方终端—
雷达通讯指示栏可见有红色箭头，手动仰角、方
位转动自如。副班升球后，主班要仔细观察软件
面板上的各指示表和状态指示，如软件探空讯号
接收区应该有正常压、温、湿讯号、无飞点（个
别除外）等，基本可判断雷达各主要部件正常。这
样可大大降低因雷达故障而导致丢球或重放。

（２）副班要注意施放场地的选取，要求放球
点应该在地面风的下风方向，距雷达５０ｍ以外，
确因条件限制的台站也应避免正上风方放球。

（３）放球观测过程中，要注意探空仪频率的
变化，及时调节雷达接收机的频率，注意调频率
时参照探空点子和４条亮线，不一定非要把４条
亮线调到最高，亮线顶部无虚线，充实象火柴头
即可。另外要注意Ｌ波段雷达在高仰角时过顶超
过９０°时，根据测角秒数据判断气球移动方向，快
速手动跟踪目标，这样可减少观测过程丢球。

（４）由于Ｌ波段雷达故障丢球，一般很难及
时解决。如探测记录不到５００ｈＰａ，则应迅速采用
备份手段重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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