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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型自动气象站可以自动观测和处理气象数据，并且在

满足现代气象发展的需求的基础上，它在防灾减灾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它具有操作简单，精度高，处理速度快的优点，
在天气预报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过去，气象观测主要
基于人工观测，而人工观测受到人为因素的严重影响，因此
需要大量的气象工作者进行 24 小时观测，工作效率低下，降
低了数据采集和天气预报的准确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促进了气象站中新型自动化仪器和设备技术水平的提高。
这些先进仪器设备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气象数据的准确性和效
率，减轻了气象人员的工作压力，有利于气象观测工作的顺
利开展。

区域自动气象站是根据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预警，大中
城市、特殊地区和专属经济区的气象服务需要，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增强气象监测手段和提高气象服务能力而建设的
除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外的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它承担
地面气象要素的时空加密观测任务，提供区域性高时空分辨
率的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局部环境和区域气候等观测数据，
是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的重要补充。因此，做好区域自动气象
站的维护维修，确保观测数据的完整性也是至关重要 [1-2]。

1. 故障分析和排查
1.1 故障情况描述
F7628 站 2019 年 3 月 21 日建站并开始试运行，试运行

期间状态都良好，但在 2019 年 11 月 13 日起，偶尔会出现气
温突然异常偏高或偏低的情况（如图 1）。

图 1  气温异常情况（按最低温度排序）

1.2 故障分析排查
当 11 月 21 日第 2 次出现异常时，我们前去处理，首先

想到可能是传感器线接触不良，检查了所有接线端子包括接
地，结果都是拧紧的，说明不是传感器线接触不良的问题，
就更换了气温传感器。但 11 月 27 日再次出现这个问题，只
好更换采集器模块，更换采集器模块后 2020 年 1 月 15 日再
次出现异常，说明问题依然没解决。

2. 故障处理
2.1 气温传感器的原理
HYA-T3 高精度铂电阻气温传感器利用铂电阻阻值随

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的特性来测量温度。0℃时的电阻值
为 100Ω，气温每升高或降低 1℃，电阻阻值增大或减小约
0.385Ω 。为消除线阻和接触电阻影响，达到高精度测量要
求，气温传感器采用四线制方式测量铂电阻阻值的变化 [3]（如
图 2）。

图 2  气温传感器四线制示意图

2.2 引起故障的可能原因
根据气温传感器的原理，引起此故障的原因可能有：
（1）参数配置错误；
检查参数配置，若错误则修改配置参数。
（2）气温电缆连接不良；
检查电缆是否有断路或接触不良等故障，如有则修复或

更换气温电缆。
（3）气温传感器故障；
测量气温传感器接线，测量 1、2 两端或 3、4 两端，电

阻值近似 0。测量 1、3 或 2、4 两端电阻值，应为 100Ω 左右，
阻值大于 125Ω 或小于 80Ω 都说明传感器有故障。若气温传
感器故障则更换气温传感器。

（4）采集器气温通道故障；
温度通道是指从气温传感器接线至采集器之间的所有硬

件，包含接线端子、防雷板、采集器插头等连接部分，若采
集器故障则更换气采集器。

（5）系统接地不良或外部电磁干扰。
如果所有的接地线、屏蔽线都重新连接确保接触良好，

若故障未排除，则可能是由于外部电磁干扰。
通过几次的排查，故障仍未排除，以上原因就剩下“外

部电磁干扰”没尝试了。
2.3 处理故障的具体措施
为了解决“外部电磁干扰”问题，我们采用了外部用不

锈钢冲孔板包裹并做好接地的方法处理（如图 3）。事实证明，
该方法对屏
蔽“外部电
磁 干 扰 ”
有 很 好 的
效果，但因
为外部遮挡
面积过大，
影响通风，
正午前后的
气温会比周
边站点偏高
3 ～ 4 ℃，
且 影 响 外

观；后来改进采用孔径 25mm 的钢丝编织网在防辐射罩内部
包裹的方法，该方法也可以起到屏蔽“外部电磁干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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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强对流天气的预报都不够全面；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地形

复杂，对强对流数值预报准确性的影响无法清除；预报业务

人员认识到数值模式对强对流天气存在有偏差却无法对数值

模式进行改进。所以，需要加强对强对流天气演变规律的认识，

全面掌握初始状态，循序渐进的做好数值模式改进工作。

3. 天气雷达在强对流天气观测预报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常用 k 波段雷达探测各种不产生降水的云；

用 X 波段雷达、C 波段雷达和 S 波段雷达探测降水；用高灵

敏度的超高频雷达和甚高频雷达探测晴空流场；用 C 波段多

普勒天气雷达有效监测和预报阵风锋、下击暴流、热带气旋、

风切变等系统，有效监测台风、暴雨等大范围强降水天气，

对 150 千米半径范围内的降水及风场进行较准确估测；用 S

波段多普勒天气雷达可监视半径为 460 千米范围内的台风、

暴雨、飑线、冰雹、龙卷等大范围强降水天气，可有效监测

和识别 230 千米距离的雹云、龙卷等中小尺度强对流天气现

象；用反射率因子产品直观反映降水强度、降水回波变化特

征以及动态变化趋势，清晰识别积云、层云、积层混合云系、

锋面、飑线等；利用强回波比例判断雷暴天气过程的出现；

借助基本反射率产品估算降雨、冰雹、风暴结构、边界层位

置等；借助组合反射率产品在极短时间内对强中心回波位置

进行准确判定和准确定位强对流回波的位置；利用谱宽数据

中包含的湍流、风切变、速度样本质量变化时的平均径向速

度信息，对密度不连续面的边界位置进行确定、判断径向量

的有效性水平和估算湍流大小，来指导强对流天气临近预报

的开展；用垂直累积液态含水量（VIL）判断强对流风暴强度；

从径向分量上获取风矢量等，反射率因子产品的广泛应用，

为强对流临近天气预报提供了科学的、有价值的指导依据；

多普勒天气雷达在提取反射率因子信息的同时，还能提取云

雨中雷达径向运动速度和谱宽方面的信息，所以，天气雷达

作为监测预警强对流天气的有效手段，在强对流天气观测预

报中得以广泛应用。

4. 结语

强对流是历时短、天气剧烈、破坏性强的灾害性天气，

加强对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各类强对流天气形成物理过

程的理论研究工作，提高锡林郭勒盟气象局强对流天气的观

测预报水平，让气象雷达产品在强对流天气观测预报中发挥

更大作用，是锡林郭勒盟气象人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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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会影响外观和通风，但正午前后的气温还是会比周边站
点偏高 1 ～ 2℃，经分析可能是因为编织网导热引起；最后，
增装了一个百叶箱把做好屏蔽的防辐射罩放在百叶箱里面（如
图 4），这样把“气温异常”问题彻底决解。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该故障的排查处理，得到关于气温异常问题，有

以下经验跟各位同仁讨论，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1）引起气温异常的原因可能有：参数配置错误；气温

电缆连接不良；气温传感器故障；采集器气温通道故障；系
统接地不良或外部电磁干扰。

（2）排查气温异常，可按照引起故障原因，逐项排查。
（3）外部电磁干扰问题，可采用外部屏蔽的方法得以解

决，但要注意不要影响到仪器本身的正常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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