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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观测自动化发展需要,提出如何带领和建设全能、创新、奉献型观测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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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象业务现代化不断发展和全面深化气象改革的决策部署,对观

测员的技术能力要求将越来越高。随之而来,传统的观测模式在不断改变,

老一辈一线观测业务人员都已慢慢的退休或离开观测岗位,年轻的院校毕

业生不断的充实到观测业务岗位上来,为了让他们在工作中不断的磨炼自

己、提高业务能力,就要求各单位领导和业务部门着重培养这些年轻人,

从理论到实践安排好业务学习和工作技能培训计划,让他们担起气象事业

的未来,成为气象观测岗位的主力军,不仅能适应象业务现代化发展需要,

还要在工作中开拓思想,理论联系实际,思想上有建树、有创新,技术上有

成果,成为全能型观测业务人员。 

1 责任心培养 

气象观测是气象工作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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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连续地观察和测定,为天气预报、气象信息、气

候分析、科学研究和气象服务提供重要的依据,所以观测记录必须具有代

表性、准确性和比较性。观测数据是无法弥补的,容不得一丝马虎,这就要

求观测人员必须具有极强的责任心,实事求是,如实记录天气现象和天气

过程,当遇到设备故障,立即自主维修维护,从每一班次、每一分钟做起,

确保数据完整,传输及时有效。 

2 加强业务学习 

上岗前必须要进行严格的系统业务技术培训,经考核取得国家局或省

局认定的地面气象观测业务岗位资格证。通过业务学习让他们真正的掌握

实际工作要用到的气象名词和术语,掌握每一项观测要素、每一分钟数据

的采集和查询方法,为观测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1遵守《地面气象观测规范》。观测员必须熟练掌握《地面气象观测

规范》,严格按规范要求进行观测和记录。尤其是现在仍然需要台站人工

观测(结冰、露、霜、冻土、积雪、雨凇、雾凇、冰雹)的项目,一定要如

实记录,做到不漏测。 

2.2提升对异常记录的处理能力。随着气象观测自动化发展,由于供

电、设备、或其它因素的原因,会造成一些自动判识结果有误,我们经常遇

到的就是视程障碍现象和降水现象判识。由于降雨、降雪等原因会影响能

见度,有时综合判识结果就会出现误判,有雾或轻雾；另外蜘蛛网、树叶或

阈值设定等原因,降水现象仪也会误判降水现象或降水现象盘识不准确,

对于这些异常记录需要观测员在定时观测时次完成修改和上传,夜间正点

记录异常时,应在当日10时前完成修改和上传。 

当已实现自动观测的要素数据记录异常时,就要按2016版《地面气象

观测业务技术规定》,正点前后10分钟接近正点的正常记录、备份自动站

记录、内插记录的顺序进行代替,其中风向、风速异常时,均不能内插,瞬

时风向、风速异常时按缺测处理。当发现日照传感器故障时,要及时开展

人工观测。以上这些都是需要他们必须要掌握而且工作中经常要用到的,

只有通过业务学习,才能真正领会。 

3 熟悉业务软件功能及操作 

3.1做为观测员必须了解业务软件分为地面综合观测主机、天气现象、

视程障碍判别和日照几大模块,让他们发挥计算机操作优势,逐一去研究,

真正深层次的去了解和掌握ISOS软件,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灵活

应对突发状况,同时也能充分开发和利用软件的报警设置功能来设定各观

测设备和要素数据异常时能够自动报警。熟练掌握软件各种功能,利用这

些来查询和导出数据,当发现数据缺测或错误时也能根据这些数据来判断

是设备故障,还是线路故障,以便及时修复。 

3.2掌握业务软件挂接设备的端口、通信参数、软件目录结构和数据、

报文存放路径,一旦发生报文质控失败时,方便找到生成的报文文件,重新

发送,确保数据传输质量。 

3.3熟知各人工观测要素录入规则,在ISOS软件中有些人工观测要素

原值录入即可,但有些人工观测要素(如积雪)就需要扩大10倍输入,所以

观测员在日常观测和编发报文时,要严格遵守《地面气象观测规范》并按

(2016版)《地面气象观测业务技术规定》来操作。而且在编发时一定要认

真检查各项观测数据是否正常,数据上传后要及时查看MDOS平台,确定数

据是否正确、完整。 

4 提高设备维修维护能力 

自动化发展要求观测员不仅懂观测,还要了解自动站各观测设备的基

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各观测设备的安装、维护、故障维修、雨量传感

器校准和数据质量控制等业务知识和技能,以适应观测自动化发展需要,

承担起自动站运维保障工作,才能确保自动站数据采集和上传正常。 

5 创新能力 

要具有奉献精神,不计个人得失、不满足于现状,开拓视野,在日常工

作中发挥个人优势,集团队智慧能,根据工作需要创新和研发运行监测平

台,并拓宽思路和领域,把气象观测数据真正服务于百姓、服务于社会、服

务于各行各业。 

6 结语 

气象自动化发展不仅需要观测设备的更新,更是对我们传统观测模式

的一个挑战,为了更好的完成观测任务,必须按这些方面去培养,从而要建

立一只全能、创新、奉献型观测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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