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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teorological monitoring work has ushered in changes,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grou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ical measurement 
and reporting work, so that all sectors of society can obtain more accurat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in real time. However, 
from	the	present	perspectiv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during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	information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y in the meteorological measurement and reporting link.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ground information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in meteorological measurement and reporting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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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气象监测工作随之迎来变革，地面信息化处理技术的不断革新，推动了气象测报工作的各
项发展，让社会各界可以实时获取更加精准的气象信息。但就目前角度而言，地面信息化数据处理技术在气象测报环节具
体运用期间，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论文主要针对地面信息化的数据处理技术，在气象测报工作中的应用进行分
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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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面信息化的处理技术在气象测报环节的全方位运用，

让气象服务工作在水平层面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在具体运用

环节监测数据依然存在各种不同偏差，由此为气象服务工

作造成了不利影响。所以，在气象测报工作环节，要想让获

取的监测数据信息精准程度更高，就需要针对此项技术在应

用环节的各项成果予以合理提升，并大力对其进行推广以及

应用。

2 地面气象测报信息化软件的应用注意事项

2.1 运行环节的各项工作处理

2.1.1 确保数据储存路径的安全
通常情况来说，工作人员每天都需要针对当天所记录

的所有定时数据进行有效浏览。与此同时，针对数据信息展

开科学的维护以及校验。同时，相应参考当天天气的实际状

况，针对遥测环节没有记录的数据信息进行有效输入，然后

再将相应数据储存，最后将自动监测站中的所有初始数据和

B 文件进行有效备份，通过此种操作能够让数据信息，在安

全性层面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2.1.2 每天针对地面数据展开维护工作

每日的数据维护工作其实就是指，每一天针对文件 B

中已经完成储存编报的所有数据展开有效维护，而且在适当

的时间内对其进行核查、校验，从而输入一些文件中没有的

人工记录数据。

2.1.3 重启自动站中的监控软件

自动站的监控软件在自动气象站中，属于计算机和采

集器相互之间的一个接口连接，软件运行时间有一定的规

范，如果超出规定时间可能会导致采集数据的精准性出现偏

差，因此针对自动站监控软件存在的这一特征，有关人员在

每天晚上的八点之后，需要针对自动站监测软件定时对其展

开重启，由此才能让监测数据的精准性得到有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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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操作环节的注意事项
因为技术以及环境层面的问题，地面气象测报软件在

具体操作环节，在专业层面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同程度的问

题，所以有关人员在具体设计操作环节，需要针对有关注意

事项展开科学合理的分析，尽最大能力确保少发生或者不发

生操作失误问题。

2.2.1 地温传感器遭遇积雪覆盖
如果遇到风暴大雪天气，地温传感器极其容易被积雪

所覆盖，此时不需要针对其展开特殊的处理，只要根据正常

工作流程对数据信息进行记载即可，但是在观测记录文件中

需要对积雪问题进行特殊标注。

2.2.2 数据在传输维护环节需要注意的问题
数据在输入环节软件只是单纯的对数据信息进行记录，

并且针对数据信息在格式层面展开错误校验，并没有针对有

关数据信息在错误层面展开全方位的检测。因此，数据在输

入环节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对其进行操作以及记载，才能

够让数据在输入环节的精准性得到有效保证。

2.2.3 降水量记录环节的注意问题
一般情况下来说，观测编报的菜单中有相应的选项，

主要对降水量、气温、气压等进行校对，此现象具备的主要

功能就是，针对编报观测环节中所需要应用的数据记录进行

定时的校验，由此才能够让计算编报环节的数据在精准性层

面得到有效保证，而且校验工作流程对于降水量的具体记录

工作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有些状况下，降水量高低能

够通过人工的方式对其采取一些干预措施，但措施在采取的

同时，极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偏差。因此，在具体降水

环节尤其需要关注，对所记载的数据信息及时进行储存以及

更改 [1]。

3 计算机中 A 文件疑误信息的审核处理

3.1 降水现象与降水量不相符
对于信息化数据在处理环节，一旦发现降水现象与降

水量不相符时，就会有相应的错误预警信息显示，比如“显

示有五到六个小时的降水量，但同时存在有关的降水现象”。

此种状况出现的主要因素是，大部分是因为雨量传感器出现

问题导致计量延迟，为了对此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解决，就

需要有关技术人员针对已经出现的滞后降水量展开累加分

析计算，开展累加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让降水停止在指定时

间到来之前。

3.2 日期信息发生疑误
应用信息化数据的处理技术，针对 A 文件进行检测工

作期间，通常情况下会出现日期信息发生疑误的现象，此时

计算机屏幕上会有“上跨日期与上月文件二者之间不符合”

的文字显示。数据信息一旦发生错误，对于地面测报的整体

工作在顺利开展层面会造成一系列不利影响，有关工作人员

针对跨越的连续降水起止日期或者上跨连续降水量时间进

行有效筛选，而此环节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错误现象。为了有

效避免此种错误状况发生，就需要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拥有

强烈的责任心，认真严谨地开展各项预审工作，工作人员对

于上个月的 A 文件、连续降水量、上跨日期等进行精准核对，

确保所有数据的真实性以及精准性，最大程度地避免出现 

偏差 [2]。

3.3 台站中参数疑似误差的信息处理
台站针对地面测报环节展开信息化的数据处理环节，

极其容易发生的状况是，台站中的参数信息有可能发生疑似

误差，一般情况下电脑屏幕中会有“文件的首部参数和台站

中的参数表格不相符合”的文字显示。在遇到此种状况时，

需要管理人员针对文件出现的时间以及日期进行有效核查，

然后应用专业化的软件，针对文件内部的所有数据信息展开

有效的检测。这种状况出现的主要诱因，大部分都是因为在

月末针对冻土在进行观测环节，所有数据信息资料从 B 文

件转化到 A 文件中，在第 2 个月所有的台站参数没有针对

冻土在观测层面展开有效铺设，由此导致计算机屏幕上会有

相应的错误信息预警提示。所以，工作人员将 B 文件转化

到 A 文件前期，必须对所有的数据信息进行认真核查，同

时对所有装置进行有效确认，避免在下个月时再次发生报错

或者漏测的状况。

3.4 正点文件记录的测量缺失
地面气象观测工作环节，如若是因为设备发生故障，

抑或是系统在兼容性层面发生偏差，就会导致某一段时间内

系统无法进行实时有效的反应，也没有办法合理捕获当前的

所有监测数据信息，加之正点数据要求严谨无误，不可以发

生缺失，所以工作人员可以选取正点前后 10 分钟左右的数

据信息对其进行取代，能够最大程度地防止正点数据发生缺

失遗漏的状况。

如若数据缺失的时间区间相对较长，又无法找到科学

数据对其进行取代时，就只能应用平均数值来取代缺失时间

段内的所有数据，比如在某天上午十点钟数据发生测量缺

失的状况，就可以应用此时间段内人工监测所获取的数据信

息，对缺失的数据信息进行取代。但是，如若在此时间内没

有人工对其进行平行化的观测，就需要应用最近五天内的观

测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取其中的差值，然后将最终确定的数

值来取代正点观测环节所缺失的数据信息 [3]。

4 计算机中 J 文件疑误信息的审核处理

4.1 分钟数据发生异常跳变
应用数据信息处理技术针对 J 文件进行审核期间，一

般情况下容易发生分钟数据异常的现象，比如在某时刻所监

测到的气压数值在记载之后，与此时间前后一分钟的数值相

差 20hPA，因为此种数据误差差值相对较大，由此就需要将

此时的气压数值当作不正常的状况对其进行记录以及解决。

工作人员需要按照地面气象监测环节中的有关标准，使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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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前后几分钟所观测的数据信息进行有效核查，然后通过

内插的计算方式来取代此时间内出现偏差的气压数值。

4.2 分钟数据监测缺失
应用信息化的数据处理技术，针对台站中的 J 文件数

据信息展开审核工作期间，电脑屏幕上极其容易出现“某日

正点监测数据信息和相应A文件中的重点数据信息不符合”

的错误信息提示，而此种问题出现的主要因素包含两种：

第一，由于雷击等一些外界因素，导致有关气象要素

的采集器受到损伤，从而对数据收集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最

终致使观测数据在记录环节出现误差现象。

第二，对传感器进行有效更换或者校对环节出现失误

操作，从而导致观测数据发生监测缺失的现象。

对此种类型的疑似误差信息在具体解决环节，工作人

员必须与地面观测工作的所有标准进行有机结合，“一旦自

动气象站中，每个小时正点数据和此时正点分钟数据不相符

合时，并明确正点分钟数据发生了偏差，就需要应用正点数

值对其进行取代”，采取此种处理方式，能够有效解决分钟

数据出现的检测缺失问题 [4]。

5 结语

综上所述，气象测报在气象监测环节属于一项至关重

要的工作，为了让气象测报环节所获取的数据在精准性层面

得到有效保证，让监测数据信息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应用到

气象各项服务工作中，就需要全方位提升技术人员的专业水

平，让其可以科学、实时的解决监测环节发生的各种突发问

题，从而持续提升监测数据的精准性、合理性、完整性，让

气象测报工作的效率以及质量得到全面提高，最终让气象监

测工作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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