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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自动气象站观测仪器运行故障及维修维护

李� 琳� 孙海恒*� 韩� 莹� 马� 林

辽宁省气象装备保障中心� 辽宁� 沈阳� 110166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自动气象站的运行时间、数量以及精确度都在提高。但是自动气象站还存在

很多问题，导致自动气象站运行效率降低、精准度达不到预期效果，增加了项目成本。本文从新型自动气象站的常

见仪器故障及维修维护出发，阐述了采集器与传感器等常见仪器故障，提出了新型自动气象站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方

法，仅供相关人士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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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动气象站自投入使用之后，在硬件和软件结构、数据处理和存储信息方面的效果都优于以往的设备，促使气象台

站监测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增强了测报人员观测地面常规要素的能力和对灾害性天气观测的准确度。在看到技术进步

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自动气象站的使用还存在一定问题，为了改善气象观测效果，本文对常见故障进行了分析，探究问题

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以保证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采取及时有效措施，确保新型自动气象站可以正常运行。

1��新型自动气象站特征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科学技术在自动气象站的应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更多先进的技术投入到气象

观测站的工作中，推动了新型自动气象站的发展。新型自动气象站通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对温度、湿度、风速、

风向和气压等主要气象要素进行监控>�@。新型气象站对雨量、湿度和气压方面监测上都更精准，无论是性能还是运行

机能方面都有了很大突破。而且新型气象站在运行过程中效能的增加会提高各个零部件的使用寿命，减少维护和更换

成本，降低了气象服务工作的成本，使气象服务水平更加精准有效。

2��新型自动气象站的常见仪器故障

�����温湿度传感器故障

在实际的气象观测过程中，若温度观测数据较差，则应当采用硬件测试的方法对传感器进行直接测量，并比对测

量电阻值与实际温度，若在正常值以上，则应当对传感器进行更换。若在观测过程中出现温度观测数据缺测、间断性

异常或不稳定等现象，则应当检查接线端子是否出现锈蚀、虚接等现象，电缆线是否出现鼠咬或破损等现象以及屏蔽

线接地是否与规范相符等，一旦发现上述现象必须立即对传感器进行更换，要确保各连接线牢固相接>�@。当湿度观测

数据超差或未发生明显变化时，则应当先使用万用表对传感器的供电电压进行检测，判断其是否位于正常范围之内，

再与实际湿度相结合，对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信号进行检查，若电压显示异常则应更换新的传感器。

�����风向风速传感器故障

如果风向传感器的指北针发生偏移，会使观测到的风向数据与实际值之间有偏差存在，需要观测人员第一时间发

现问题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风向传感器的轴承在转动中会因磨损而使转动阻力增加，降低了转动的灵活性水平，

同时还会增加启动风速，会使观测到的静风天气频率增加，且观测到的风速数据明显偏小。因传感器和采集器之间的

连接线缆在使用较长的时间后，会使观测到的风向风速数据出现异常，此时可以通过替代法，用好的风传感器替代异

常传感器，判断风传感器是否出现异常。

�����采集器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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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型气象站在实际运行中故障主要出现在主采集器、分采集器�个方面。主采集器出现的问题主要有�种，一

是采集器的输入参数不正确，采集器的操作较为复杂，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操作，如果工作人员出现操作失误造成输

入参数不正确，就会导致主采集器无法正常运转，不仅会影响正常工作进度，还会导致设备使用效能降低>�@。二是主

采集器和计算机接口出现松动问题。主采集器作为检测的主要组成设备，里面记载了大量数据，所以对主采集器的维

护非常重要，但是实际工作中，工作往往只注重对主采集器设备的维护，至于主采集器和各计算机之间的连接却很容

易被忽略，一旦出现松动情况，就会导致信息无法正常运输。分采集器出现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地温分采集器上。这个

设备中的传感器很容易出现故障，而传感器失灵会影响气象信息无法正常采集，那么天气监测的数据精确度会降低，

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3��新型自动气象站的日常维护

�����防雷板的日常维护措施

对于气象站来说，要想确保有效降低雷击给数据采集系统带来的影响，就必须要加大对通道防雷板的维护，通过

制定工作章程约束工作人员行为，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防雷板能够实现安全、稳定、高效运行。首先

工作人员必须要严格按照流程对防雷板进行巡检，精确记录巡检内容并存档，方便专业人员通过数据记录发现设备可

能隐藏的问题；另外工作人员要及时去除设备上的生锈的地方，防雷板长期暴露使用，很容易生锈，工作人员在巡检

时发现设备生锈一定要及时处理，确保防雷板的性能不被影响。加大对防雷板接地地阻的检查力度，确保地阻能够维

持在规定范围内。综合来说，巡检工作对于降低防雷板造成的不良影响能够起到很大作用，气象站要通过制定工作规

章，规范工作人员的巡检工作，做好日常维护工作可以有效提高防雷板的稳定性，确保防雷板在发生极端恶劣天气时

也能正常工作，保证气象站数据采集的时效性和精确度，以及采集工作能够正常进行。

�����观测仪器

平时注意不要在采集器上放置其他物品。温湿度传感器放置在百叶箱内，所以每月要用湿毛巾或毛刷清理百叶箱

顶、内部及缝隙间的灰尘、杂草树叶等，避免影响温湿度数据准确性；如果台站有条件，应该定期对传感器进行校准，

微调“ＤＲＹ”、“ＷＥＴ”电位差计来校准高湿点和低湿点；清洁或校准维护均要在百叶箱内进行，不能将温湿度传

感器移出百叶箱，传感器感应部位与地面之间始终要保持���ｍ左右的距离，不能将具有腐蚀性的物质或有机物质放置在

传感器附近。地表传感器的一半是埋入土中一半裸露地面的，要压实埋土部分，不能出现空隙，定期清洁地表部分，清

除周围杂草等。经常巡视风传感器线缆、风叶等，查看有无损坏，及时对受损物件及元器件进行更换。

�����风向风速传感器日常维护

在对风向风速传感器进行定期巡检的过程中，需对其的灵活性水平进行观察，可以选择在�～�级风出现时进行观

察判断，一旦发现异常情况需及时更换或者是直接清洗。为了避免风向风速传感器电缆出现破损，需对其进行定期检

查，主要查看插头插座是否拧紧，发现异常情况并修复紧固>�@。在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后需检查风传感器是

否受损，在发现异常情况后需重新更换或修复。若台站使用的是倾倒式风杆，需做好风杆拉索牢固性的检查，并结合

实际每两年或者三年更换一次，以确保风杆紧固的安全性水平。

�����降水量传感器日常维护

定期对雨量筒内部的阻塞物进行清理，并做好过滤网的清洁工作。在对雨量筒进行清理的过程中需要将外罩拧

下，并将雨量通信线断开，之后则取下传感器，对漏斗、翻斗、滤网分别进行清理。禁止对雨量传感器翻斗内壁直接

进行触摸，防止沾染油污，进而对其的感应产生影响，如漏斗堵塞时，可以使用铁丝将堵塞物清理干净。由于冬季降

水较少，可以将承水口盖子盖上，若是因大风天气影响，出现沙尘天气或者是周围没有落叶，持续时间较短的降水不

会导致漏斗堵塞，若是出现固态降水，需及时进行检查。

�����采集器的日常维护

采集器是新型自动气象站的核心部件，做好采集器的日常维护工作十分重要。定期检查采集器指示灯是否处于正

常运行状态；对采集器机箱内杂质、灰尘等定期进行清理，检查采集器机箱内底部的进线孔密封情况；每周重新启动

采集器和业务计算机，保证观测仪器的有效性水平；定期对采集器接口与不同传感器、计算机间的连接情况，保证连

接的有效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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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业务人员整体素质和水平

随着自动化观测的应用，测报人员工作强度和工作量都相应地减少，但对业务人员的技能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不仅要具备观测专业知识，还要掌握现代观测仪器设备的构造和基本工作原理，熟悉计算机操作。所以业务人员

要充分利用时间进行有效的学习，提升自身业务能力，严格遵守地面气象观测业务工作制度和章程，能在出现故障问

题时进行简单的判断排除及处理，及时恢复正常运行，确保自动站正常工作，提高地面气象观测工作质量。

结束语

自动气象站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都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由于自动气象

站的技术还存在漏洞，所以气象站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防雷板故障、采集器故障等问题，工作人员需要做好气象站

日常维护工作，保证观测设备的正常使用。气象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务必要加强对大型自动气象站中各种可能发生事故的

重视，通过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不断提高气象站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为人们更好的生活和生产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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