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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现场校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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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的建立使地面气象观测数据的获
取更便捷，数据的及时性、代表性和比较性更高。
为了保证自动气象站仪器时刻处于正常连续的采
集状态，台站在选择性能良好的仪器的前提下，要
定期维护，并且每２年校准一次仪器。目前，台
站自动仪器的校准以现场校准为主，工作量大、时
间长、考虑因素多。
校准期间数据传输问题

正常设置下，自动气象站正点时刻２ｍｉｎ内
将测量的全部气象要素值上传到中心站，而传感
器校准过程中测得校准值并非实时测量值，如果
该数据上传，会引起误解。针对校准数据上传问
题，制定传输处理方案，校准前将自动站组网软
件高级设置中的主通道启动时间推迟５ｍｉｎ（校
准结束后恢复原设置），校准过程中在正点资料卸
载后启动测报业务软件的“定时观测”，修改因校
准出现的异常记录，其中小时和分钟雨量须全部
清空，异常记录按缺测处理，最后保存数据，上
传该正点数据文件。
校准时间

根据校准实践和资料得出各种传感器的校准

时间：气温为１０ｍｉｎ，风、气压为１５ｈ，湿度为
２ｈ，雨量为２５ｈ，浅层地温、深层地温为３５ｈ，
蒸发为０５ｈ。湿度传感器的校准时间包含温湿度
传感器的调整和校准时间。雨量传感器的校准时间
包含对传感器的调整和更换在内的综合时间。
校准准备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校准前检查观测场的电源和布线，检查校准
设备及附件、所需工具、打印机和计算机是否齐
全，工作是否正常；熟悉校准规范，熟练操作测
量设备；湿度仪每次使用前应标定，给出各湿度
点的修正值；降水校准设备安装在背风、阴凉处；
气温传感器和数字式铂电阻温度计传感器同时等
高靠近，悬挂在百页箱内，稳定时间不少于１５
ｍｉｎ；蒸发模块避免磕碰影响测试精度。校准过程
严格执行《自动气象站现场校准方法》，当环境条
件（气压、温度、湿度、风速等）不符合要求时，
应停止校准。雨量校准，应检查标准球下端标线
与虹吸管内水位线是否在同一水平线上，注意两
种雨强（１ｍｍ燉ｍｉｎ，４ｍｍ燉ｍｉｎ）的速度调节。
传感器的最佳校准时段

选择最佳校准时段可以把校准对数据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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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降到最低。天气报和地面月报表的内容主要
包括发报时次各气象要素的正点数据和日极值。
校准选在正点资料上传完后马上开始，尽量不影
响或少影响正点记录，校准时段必须避开日极值
出现时间。
４１湿度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校准对气温和湿度极值都有影
响，校准时段不仅要避开湿度极值出现时间而且
要考虑气温极值的出现时间，原则上校准时段只
要避开最高气温的出现时间即可，但从最优化的
角度，应该选取最低气温对应的时间，因此湿度
传感器的最佳校准时间应是０８：００—１０：００。
４２地温传感器

若只考虑避开极值出现时间，０８：００—１１：３０
应该是浅层地温传感器合适的校准时段，但通过
２年校准时段地温资料分析发现，浅层地温校准
完毕后，短时间内不能恢复到环境值，而１１：３０
距最高地温出现的１４：００只有２５ｈ，极有可能
造成影响。而１５：００开始校准，１８：３０结束，距
最低地温出现有１０ｈ，不会造成影响。深层地温
传感器校准时段不考虑极值出现时间，且校准完
毕后１ｈ内即可恢复到环境值，深层地温的最佳
校准时段为０８：００—１１：３０。
４３气压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校准除考虑避开极值出现时间，
还要避开发报时间，同时为了不影响发报时间前
３ｈ的气压数据，也要避开该时间。另外，校准时
风速不得大于５ｍ燉ｓ，最好避开风速极大值和最
大值出现时间。综合考虑气压的最佳校准时段为
１１：００—１２：３０。
４４风向风速传感器

风向风速的校准是同时进行的，风向不存在
极值，只考虑风速极值出现的时间即可。统计结
果表明，风速最大值和极大值随时间的分布趋势
基本一致一般在１３：００，所以风向风速的校准时
段除了避开发报时次外，还要避免１３：００，尽量
在０８：００—０９：３０或１５：００—１６：３０。
４５降水和蒸发传感器

降水传感器校准选在没有降水过程的时间即

可。蒸发传感器的校准时间应选在早晚蒸发量小
的时段，避开正点和发报时间，如０８：００—０８：３０
或１７：００—１７：３０。
校准过程中异常数据的处理

校准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难免出现影
响极值的情况，修改校准值的情况不尽相同，要
防止因错误修改和遗漏修改造成“异常记录”。

若因天气变化、电源故障、传感器故障、线
路问题等延长校准时间，影响正点数据，只能用
人工站资料代替。校准过程顺利的情况下，风向、
风速、气压、蒸发、温度、湿度等校准工作可在
正点后２～３ｍｉｎ开始，下一个正点前５～１０ｍｉｎ
结束，在正点前完成校准，恢复传感器的正常观
测，也就不影响正点时的资料，各上传数据正常。
但是，由于特定的校准模拟环境，有些要素产生
相应的极值（如极大值、极小值）以及出现时间，
所以，要在正点的上传资料中将它们按缺测处理。

校准湿度时温度数据可以直接上传，但温湿
度传感器是一个整体，湿度校准时，必然影响温
度的正常测量，因此，湿度和温度均按缺测处理
（包括对应的极值）。

校准蒸发传感器不影响雨量，但雨量参与蒸
发量的计算，校准雨量传感器会影响蒸发的正常
测量，因此删除小时雨量的同时蒸发也按缺测处
理。

因为自动站型号不同使得浅层、深层地温有
的可以合在一起整批校准，有的则必须分批校准。
整批校准时，所有地温数据按缺测处理；分批校
准时，正点应把相应各层地温数据、极值及产生
时间按缺测处理。地温传感器校准期间，正点要
修改记录。
结语

自动气象站各气象要素最佳校准时段的选择
不仅对自动站校准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以后台
站观测员和装备保障人员更换或维修自动站各要
素传感器的时间选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
动站校准是近几年才开始的，校准经验不足，许
多工作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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