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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型自动气象站在我国气象事业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随着新型自

动气象站数量的增加，以及运行时间的延长，新型自动气象站在投入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本文结合自动

气象站运行中的普遍性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维修措施。以供相关工作者参考，希望可以给相关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启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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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气象服

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推动气象服务事业快速健康发

展，并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气象服务，我国逐步加大了新

型自动气象站使用力度。经过长时间的运行使用，新型

自动气象站存在的问题逐步显现。为此，结合具体问题，

提出富有针对性的维修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新型自动气象站存在的问题

以下内容针对新型自动气象站运行中存在的普遍

性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以此为问题解决奠定坚实

的基础。

1.1 采集系统故障类型逐步增加

1.1.1 采集单元存在故障

从目前新型自动气象站运行来看，采集单元问题主

要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气象数据信息无

法正常下载到计算机，极易造成正点数据信息丢失，影

响观测质量。常见的雨量、温湿度、风向风速等数据参数

存在缺失或者呈现乱码等。

1.1.2 通道防雷板出现问题

当通道防雷板出现故障时，气象站所观测到的气象

要素值无法成功显现出来。而造成此种问题的原因，多

因防雷板遭遇到雷击后，防雷板被击穿或者通信板被烧

坏等。

1.1.3 采集器死机

采集器死机是常见的采集系统故障。一旦采集器死

机，则直接会影响到数据采集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现实

中，当气象监控软件显示屏上出现大量的“观测失败次

数”字样时，则意味着采集器出现了死机。

1.2 通信网络故障

新型自动气象站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通信网络。目前

常见的通信网络主要包括主通信与备份通信网络两种

类型，多由联通或者电信公司提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因电缆中断，或者恶劣天气导致电缆受损等原因，引起

通信网络故障。此外，网络运营方在升级网络时，未及时

告知给相关业务人员，导致观测数据信息传输异常。对于

此种情况，工作人员可以将计算机网络设置成拨号连接

后，再进行数据传输或者发报工作。

1.3 风向风速故障

若气象台站所采集的数据信息中缺失风向风速数据

时，则意味着气象站台出现了相应的故障。风向风速信息

缺乏多因采集器缺测、电源系统或者通讯系统故障、风传

感器故障等诸多因素造成。

1.4 雨量传感器存在故障

新型自动气象站在运行过程中，极易出现雨量传感

器故障问题。从故障因素来看，多因干簧管和漏斗堵塞导

致，进而导致雨量测量数据缺乏精准性。

1.5 温湿度故障

所谓的温湿度故障，是指温湿度相关信息无法有效

反映出来。首先，当存在虚焊现象时，会导致温湿度无法

显示。其次，当温湿度传感器输出端与地面距离不当时，

会导致电压值满足不了温湿度测量工作。

2 新型自动气象站问题维修措施

以下内容结合新型自动气象站运行中的常见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维修措施。

2.1 采集系统故障维修策略

2.1.1 采集单元故障维修

维修人员应及时检测采集通信软件的各项参数是否

被正确设置，当存在设置失误时，可以对采集器执行复位

操作，以此保障各项参数的精准性。此外，维修人员在发

现采集单元指示灯无法正常闪烁时，则应及时更换采集

单元，以此保障采集单元正常运行。

2.1.2 通道防雷板块故障维修

维修人员可以依托万用表上的电阻档全面检测各个

通道上下联通情况。当通道板上下连接不通畅时或者与

其他通道板出现异常连接时，维修人员应及时找出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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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并及时更换防雷板。

2.1.3 采集单元数据显示模块维修

若气象要素信息无法正常显示出来，维修人员可以

尝试着重新启动采集器。若重启后的采集器仍然无法显

示气象要素信息时，维修人员可以尝试着清除芯片内存

中的气象要素信息，并再次重启采集器，进而有效解决

采集器无法显示气象数据信息的问题。

2.1.4 采集器死机故障维修

维修人员可以将程序关掉，重新启动计算机，并开

启气象监控软件。若弹出开启失败相关的信息提醒时，

则意味着观测数据信息无法被显示出来。在现实中，恶

劣天气出现前，采集器就出现了相应的故障，维修人员

可以及时备份计算机中数据，并再次启动自动站，若自

动站无法正常开启，则意味着采集器存在故障。维修人

员可以及时检测采集器电源或者采集器指示灯是否存

在故障。若二者均无故障时，可以及时检查各个接口，并

通过拔插操作，来排查故障原因。若仍未检查出故障原

因，维修人员可以借助相关软件进行再次检测。依托相

关软件，有效打开采集器终端，并录入“U”命令，及时检

查采集器接受命令后的反应；录入“T”命令时，若可以返

回至采集器时间，则意味着采集器与计算机间的线缆无

异常。

一般采集器死机多因采集器数据紊乱引发。因此，

维修人员应及时备份采集器内的数据信息，并执行采集

器重启操作。关掉采集器电源，且指示灯灭掉后，可以再

次插上电源并开启采集器。若采集器指示灯闪烁间隔时

间正常，且监控软件可以及时显示气象要素观测数据

时，则代表故障维修工作完成，采集器可以正常投入使

用。

2.1.5 重视采集器维管工作

由于采集器属于新型自动气象站的核心性器件，设

备维管人员应加强对采集器维护工作的重视。为了防止

采集器受到电磁干扰，应防止将其他物品放置到采集器

上。在日常维管环节，维修人员应及时检查采集器与计

算机间的通讯线，防止设备出现破损。此外，维修人员应

及时检测采集器指示灯闪烁是否正常，若发现异常后，

及时报备维修。为了防止灰尘影响到采集器正常接收信

号，维修人员应定期进行清洁工作，保障采集器的清洁。

2.2 风向风速故障维修

若风向风速信息无法显示时，维修人员可以结合常

见故障原因，制定出相应的维修策略。首先，维修人员可

以输入相关命令，检查采集器上的风向或者风速数据是

否缺失，若相关信息未显示到采集器或者传感器上，则

可以检测电源系统与通信系统的是否正常。其次，维修

人员可以借助万用表，排查风向传感器与地面间的电压

是否正常，若检测数据异常，则意味着传感器存在故障，

则可及时更换配件。

2.3 雨量传感器故障维修

首先，维修人员应及时检查通讯线路是否破损，或

者连接是否正常。当电缆连接松动或者接触不良时，维

修人员应及时更换相关器件。其次，检测用量传感器漏

斗、翻斗内是否被堵塞。若被杂质或者异物堵塞时，要及

时开展清洁工作。最后，采用万用表，及时检查雨量传感

器接线柱，并检测翻斗灵活性，保障雨量传感器正常运

行。

2.4 温湿度传感器的维护

在现实中，温湿度传感器多被安装在百叶箱中。在

温湿度数值时空监测不一致时，维修人员应及时检查百

叶箱，查看百叶箱内是否存在杂物，一旦发现杂物，要及

时清除，保障百叶箱的清洁，。在实际应用环节，严禁将

温湿度传感器放置到百叶箱外。同时，温湿度传感器与

地面间的距离应控制在 1.5 米。

2.5 合理维修气压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往往放置在主采集箱内，以此有效防止

外在条件对气压传感器的损坏。在实际安装环节，极易

因工作人员失误而出现气压传感器故障。因此，在维修

工作中，维修人员应该定期检测气压传感器，防止异物

影响到气压传感器数据信息传输效率与数据传输精准

性等。

3 结束语

总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物

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精准且具有针对性的气象服务

信息，为人们的日常出行安排或者生产生活活动等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而真实有用的气象服务信息却依赖于由

新型气象自动站获取的真实有用的气象数据。但在实际

使用环节，新型自动气象站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常见

的采集器故障、温湿度传感器故障、气压传感器故障等，

极大地降低了气象服务质量。以上内容则结合新型自动

气象站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维修策略，希

望可以给相关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启示，并促进我国气象

事业获得有序、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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