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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地面气象观测业务作为气象台站的基础工作，其观测质量是衡量气象观测工作水平的一项

重要指标。为提高呼和浩特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观测质量，呼和浩特市气象局气象技术保障与信息中

心对全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按台站类型分类，对呼和浩特市所属旗县区站管辖自动站的传输时效、数据

质量等方面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报告，以期为更好地服务气象观测装备运行管理和维护工作提供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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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天气预报精

准度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气象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综合气象观测业务的主要作

用是做好各类气象灾害天气的预报、预警工作。为

更加有效地应对气象灾害给社会公众日常生产生活

造成的影响，需要利用各种现代化技术手段做好综

合气象观测业务工作，并将气象观测数据信息及时

传递到社会公众手中，使公众能够在气象灾害来临

前做好相关预防措施，使得气象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有效降低或尽可能地避免。
地面气象 观 测 是 综 合 气 象 观 测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它是对地球表面一定范围内的气象状况及其变

化过程进行系统的、连续地观察和测定，为天气、气

候、气候变化、人工影响天气、生态气象等业务、科学

研究和服务提供重要的依据。装备运行状态监控就

是对气象综合观测系统装备的运行状态开展监测、
分析和评估，对探测技术装备的发展和技术变革提

供可靠的支持服务。技术装备保障信息管理就是要

不断提高各级技术装备保障业务技术手段和保障信

息化管理水平，确保地面综合观测系统运行的连续、
稳定和高质量运行。
１　呼和浩特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概况

地面气象观测业务是气象业务的基础，其观测

质量对天气预报的精准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并对人

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气象综合观测业务

系统包括天基气象观测业务系统、空基气象观测业

务系统、地基气象观测业务系统和气象观测运行监

控／技术保障等。其中地基 气 象 观 测 业 务 系 统 又 包

括地面气象观测系统、地基遥感探测系统、地基气候

观测系统、地基移动观测系统、大气边界层探测系统

和中高层大气探测系统等。笔者主要介绍了呼和浩

特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运行状况分析。
１．１　呼和浩特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站点类型

呼和浩特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按站点类型可以

分为国家站、国家天气站、区域站、交通站、自动土壤

水分站、大气成分站。目前每周统计分析报告里监

控分析站点包含国家站、国家天气站、区域站。
１．２　运行监控职责

台站级监控人员职责：按监控反馈信息对所辖

台站气象设备运行和数据质量异常情况进行核查，
应急响应或进入特别工作状态。及时向上级业务部

门反馈设备故障、维修进展和数据质量等情况，开展

大气成分观测的台站还需填报大气成分人工采样及

样品寄送等信息。
市级监控人员职责：实时监控市级气象设备运

行状态，发现设备故障或运行异常，及时通知台站开

展维修保障工作。负责监督、检查平台中各类设备

故障信息、停机信息、维护信息等填报的时效性、规

范性与完整性，跟踪维护维修进展，适时上报设备运

行及故障情况。依据市局观测业务实际情况，适时

开展监控信息发布工作。
２　呼和浩特市气象观测装备运行状况分析数据来源

呼和浩特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运行状况分析报

告基于“综合气象观测业务运行信息化平台（天元）”
和“气象 资 料 业 务 系 统（ＭＤＯＳ）操 作 平 台”业 务 数

据，对全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传输时效、数据质量等

方面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具体包括：资料传输时

效统计、数据质量情况统计。
３　装备运行状况统计分析过程

３．１　呼和浩特市地面气象观测数据质量统计分析

呼和浩特市地面气象观测数据质量统计分析基

于“气象 资 料 业 务 系 统（ＭＤＯＳ）操 作 平 台”业 务 数

据，如图１所示。通过路径———质量与 处 理 情 况 下

数据质量情况统计，通过查询条件选择台站类别、开
始时间、结束时间。分旗县区站对本市数据可用率、
错误率、可疑率、缺测率进行筛选。

全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运行状况分析报告中分

台站类别、分旗县区站详细排名显示，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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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ＭＤＯＳ数据质量情况统计查询界面

图２　天元系统呼和浩特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传输时效统计查询界面

　　表１　区域自动站观测数据质量 ＭＤＯＳ质控旗县区统计

排名 县区
考核

总个数

可用

数据

可用率

（％）
可疑率

（％）
错误率

（％）
缺测率

（％）

１ 赛罕区 ＊＊＊ ＊＊＊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１ 和林 ＊＊＊ ＊＊＊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３ 托县 ＊＊＊ ＊＊＊ ９９．９９３　 ０　 ０．００７　 ０
４ 武川 ＊＊＊ ＊＊＊ ９９．９８４　 ０　 ０．０１６　 ０
５ 呼和浩特气象站 ＊＊＊ ＊＊＊ ９９．７７９　 ０　 ０　 ０．２２１
６ 清水河 ＊＊＊ ＊＊＊ ９８．７７６　 ０　 ０　 １．２２４
７ 土左旗 ＊＊＊ ＊＊＊ ９７．１６８　 ０　 ０　 ２．８３２

　　注：汛期开始时间＊＊＊＊月＊日，单雨量站开始统计。
表２ 区域站资料接收时效统计

排名 县区 站数 应发站次
及时报 缺报

站次 百分率 站次 百分率

１ 和林 ＊＊＊ ＊＊＊ ＊＊＊ １００　 ０　 ０
１ 武川 ＊＊＊ ＊＊＊ ＊＊＊ １００　 ０　 ０
１ 托县 ＊＊＊ ＊＊＊ ＊＊＊ １００　 ０　 ０
１ 赛罕区 ＊＊＊ ＊＊＊ ＊＊＊ １００　 ０　 ０
５ 呼和浩特气象站 ＊＊＊ ＊＊＊ ＊＊＊ ９９．９２　 ３　 ０．０８
６ 土左旗 ＊＊＊ ＊＊＊ ＊＊＊ ９７．７７　 ６０　 ２．２３
７ 清水河 ＊＊＊ ＊＊＊ ＊＊＊ ９０．３７　 １７８　 ９．６３

呼和浩特 ＊＊＊ ＊＊＊ ＊＊＊ ９８．５２　 ２４１　 １．４８

３．２　呼和浩特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传输时效统计

分析

呼和浩特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传输时效统计基

于“综合气象观测业务运行信息化平台（天元）”业务

数据，如图２所示。通过平台路径—装备运行 监 控

下地面气象观测序列图，通过查询条件选择组织机

构、日期、台站类别、时次、考核级别，对全市地面气

象观测装备传输时效进行统计分析。
全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运行状况分析报告中分

台站类别、分旗县区站详细排名显示，见表２。
３．３　统计过程注意事项

“综合气象观测业务运行信息化平台（天元）”业
务数据，当前 时 次 数 据 异 常 或 数 据 未 到，系 统 会 在

４０ｍｉｎ内进行补录，超过４０ｍｉｎ后将在第７２ｈ进

行补录。故无法实时查看７２ｈ内数据更正情况，所
以传输时效统计需在统计时段３ｄ后统计。

呼和浩特市气象局分析报告中突出通报站点按

超出装备维修时间，各类观测装备维修时限（单 位：
ｈ）：国家站自动气象站维修时间超过１２ｈ；区域自动

气象站维修时间超过３６ｈ；按照中国局要求，国家天

气站和国家自动气象站同等对待，维修时效３６ｈ。
４　结束语

全市地面气象观测装备运行状况分析报告此项

业务工作在呼和浩特市气象局已开展４年多，最初

是旬报，后期改版为周报，累计制作分析报告近３００
期。该报告为开展气象技术装备保障、装备运行管

理和维护、装备运行效能评估等提供支持服务，确保

地面观测系统运行的连续、稳定和高质量运行。
运行状况监控只是一种手段，（下转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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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局部供水管网的爆管，造成了大面积的塌方，导致

１３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发生；２０１０年１１月郑州西环

路立交桥大口 径 供 水 管 道 发 生 爆 管，水 流 蔓 延５００
多ｍ，水深５０多ｃｍ，影响到周边区域８０多万居民

的用水。爆管造成的危害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２．１　直接危害

大量的自来水外溢到路面，给行人和区域之内

的居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影响了交通的正常

运行，并且，造 成 了 水 资 源 的 大 量 浪 费 和 损 失。再

者，水流极有可能淹入仓库、电缆井、居民区以及地

下室等地方，造成财产损失和其他的负面影响。
２．２　间接危害

大量的自来水外溢到路面，极有可能造成路面

地基的破坏，造成塌方的更大事故的发生，进而发生

人员伤亡的事故。停水造成了医院或工厂等重要生

产单位的工作职能不能正常运行，间接导致了各种

损失的造成。
３　大口径管道安全运行及爆管预警和抢修对策

大口径爆管事故的发生，除了人为因素施工挖

断之外，一般是一个长期连续而动态的过程，是管道

日积月累受到了压力变化和水流变化的内部冲击和

外部环境发生改变而管道外壁受到挤压和变形的结

果，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因此，在供水管网安全

运行及爆管预警和抢修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流程，
防患于未然，将事故扼杀在萌芽之中，即使发生爆管

事故，也将事故的应急抢修流程进行科学化及时化

升级改进，将损失限定在最小范围之内，是城市供水

安全保障的必要前提。
３．１　ＧＩＳ系统的构建与完善

目前的城市供水管网管理系统，实现了供水管

网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的计算机录入、修改；对管线

及各种设施进行属性查询、空间定位以及定性、定量

的统计、分析；对各类图形（包括管线的横断面图和

纵断面图）及统计分析报表显 示 和 输 出。ＧＩＳ应 用

于供水系 统 所 产 生 的 功 效 还 远 不 止 于 此。因 此，
ＧＩＳ在供水系统中的应用，就不能 仅 仅 作 为 一 个 图

形库和数据库只是停留在管网日常管理的水平上，
还应该 利 用 ＧＩＳ分 析、模 拟 与 预 测 的 强 大 功 能，与

专业理论、方法相结合，进行深度开发，为管网规划

设计、建设施工、各种运行状态下的优化调度以及事

故抢修等提供决策支持。
在ＧＩＳ更多功能的利用开发方面，应当结合城

市供水的实际需求，根据既有的统计数据资料等客

观科学合理的历史信息，构建数学模型，对管网的运

行动态进行模拟。在具 体 的 实 施 过 程 中，利 用ＧＩＳ
的数字高程模型，将管网的压力、流量和速度等关键

的动态数据以即时的动态模拟形式通过三维的图形

直观地展现出来，并进行实际的数据监测对比，对模

型进行修正以提升精度。在此基础上，合理设置测

压点、开关阀门和排气阀等必要的设施装置，进行压

力水量等关键数据的预警。
３．２　加快管网设施的更新改造升级

从各大城市历年的大口径供水管道爆管统计数

据来看，爆管多发生在旧城区的旧管网区域。因此，
对旧管网进行改造升级是减少大口径爆管事故发生

的关键之所在。并且，根据笔者的前述分析，应当在

管材上更多的选择离心球墨铸铁管或钢管，严格按

照国家规范标准进行材料的选择采购、施工安装，做
到材料过关、施工过关和后续的维护保养过关。同

时，在运输过程中、仓库存储过程中，严格按照各个

设施装备的自有特性和材料属性进行科学合理的存

放运输，从采购、入库、出库、安装施工和后续的维护

保养以及智能 化 ＧＩＳ的 动 态 监 测 每 一 个 环 节 都 要

做到规范化和标准化，不在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
确保城市供水供水管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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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１６页）　如何切实提高地面气象观测业务

质量：①需气象台站严格履行气象自动站气象观测

管理制度，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对目标任务进行层层

分解，以确保地面自动气象站观测数据质量。②在

实际的地面气象观测工作中，为了不断提升地面气

象观测数据质量，需要观测人员做好观测仪器设备、
电源系统、通信系统、网络设备等的巡视检查，确保

其可以正常运行，同时还要在春季检查观测仪器设

备的防雷保护效果等，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解

决，以确保地面气象观测工作可以顺利开展。③不

断提高观测人员的综合观测业务能力。随着综合气

象观测业务不断引入各类新型观测仪器设备及先进

的观测技术，观测人员的工作方式及工作侧重点均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化气象观

测业务的需求，提升观测人员综合观测业务能力尤

为重要。④要加强自动站仪器设备的基本维护维修

技能，对日常经常遇到的故障问题应做好第一时间

的正确判断和排除，使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得到提

升，建立健全故障应急处理预案，进而保障气象自动

站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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