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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通过一个实例o阐述我国高空资料质量控制的主要方法及建立高空气候资料数据集的工

作流程!主要技术问题的处理和系统设计思想o对于我国高空气候资料现代化业务建设o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o最后讨论了高空气候资料数据集的技术特征q

关键词}质量控制与数据集 高空资料 气候

引 言

高空气象历史资料是我国主要的气候资料类型之一o近 xs年来o已被广泛应用在我

国气候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中o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q为了满足四化建设和科技兴国的需

要o建立以气候研究为目的我国高空气候历史资料库o把资料的利用从繁琐!枯躁的资料

预处理中解脱出来o已显得十分迫切q

全国高空气象资料自 t|x|年起每 ts年整编一次q最近 vs年kt|yt∗ t||sl的整编统

计结果o在印刷出版后已保存在磁带上o但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可以共享的气候资料

库q

作者利用我国 vs个站高空历史资料o与英国哈得莱k� ¤§̄ ¼̈l中心 ⁄q°q�q≤ ∏̄ ∏̄°

先生合作o建立起来的高空气候历史资料数据集o通过该中心近几年在季风和气候研究中

的应用o业已证明o不仅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靠性o其数据集结构!设计思想和对一些技

术问题的处理o在高空资料管理!应用和现代化业务建设中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q

t 原始信息化资料的组成

选用的我国 vs个站高空原始信息化资料由 x部分构成}≠ 全国高空压!温!湿卡片信

息化资料kt|xs∗ t|z|l~� 增补的全国部分台站高空压!温!湿软盘信息化资料kt|xs∗

t|z|l~≈ 全国高空测风卡片信息化资料kt|xs∗ t|z|l~…全国高空压!温!湿!风天气报告

磁带资料kt|{s∗ t|{zl~  全国高空压!温!湿!风天气报告磁带资料kt|{{∗ t||slq

u 质量控制

原始资料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各项气候统计成果的可靠性和正确性o因而质量控制成

Ξ t|||2st2ut收到ot|||2sw2tw收到修改稿q



为高空资料数据集建立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环节q根据上述资料的质量状况o质量

控制采取以下步骤}增补资料因完成信息化后未作检查o确定为统计前质量控制的重点o

边检查边纠错~所有的资料在统计前的质量检查中o凡错误或可疑的数据一律不参加气候

统计q

质量检查的内容和方法≈t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化格式检查 高空信息化资料是有格式资料o通过对资料中各种控制符号的识

别o重点检查资料的数据结构和信息化规定o以确保数据格式正确q

旬合计值检查 以要素为单位o重新计算各旬合计值o通过与资料中原有的各旬合计

值的比较o初步检查资料中有无明显的错误q

气候极值检查 各标准等压面的高度!温度的气候极值范围见表 to露点温度的气候

极值范围为p twsε ∗ n vxε o风向的范围为 sβ∗ vysβo风速的气候极值范围为 s∗ txs

°Ù¶o凡超出气候极值范围的要素值o都认为是错误记录q

表 1  各等压面高度!温度气候极值范围表

规定层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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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层等压面高度逻辑关系检查 当上下两个相邻等压面的高度不满足关系式

Ηπ t� Ηπ u时o则认为上!下等压面的高度中至少有一个错误o其中 Ηπ u!Ηπ t分别为上!下

层等压面的实际高度k下同lq

当等压面的风向风速中有一个缺测o或者等压面 {xs «°¤及其以下各层出现风向为

s风速不为 so或者风速为 s风向不为 s情况时o则认为该风向风速中有错误q

露点温度与温度相互关系检查 当同一等压面的露点温度kΤ δl和温度kΤ l之间不满

足关系式 Τ δ [ Τ 时o则认为温度!露点温度中有错误q

静力学检查 等压面厚度计算公式≈u 为}

Η Π
u

Π
t
� t{wuuqz ≅

Τ
uzv

≅ ª̄
Πt

Πu

n t{wuuqz ≅
Τ
uzv

≅ sqvz{ ≅
Ε ρ

Π
≅ ª̄

Πt

Πu

∃Η � kΗ π u p Η π tl p Η πu
π
t

xyvv期         周尚河等}全国高空资料质量控制和建库方法的研究           



式中 Πu!Πt分别为上!下两个相邻等压面的标准气压值k«°¤loΗ Π
u

Πt
为上下层等压面厚度

计算值k° loΤ 为气层平均温度k�loΠ 为气层平均气压k«°¤loΕ ρ为温度在 Τ 时的饱和水

汽压k«°¤lo∃Η 为上下层等压面实际厚度与计算厚度之差k° lq

用上面给出的公式计算出上下层等压面厚度 Η π
u

π
t
及厚度差 ∃Η o当 ∃Η 绝对值大于

vs ° 时o则认为上下层等压面的高度!温度和露点温度中至少有一个错误q

风切变检查 风切变计算公式≈t 为}

Σδ � kςΕΒ p ςΕΑl
u n kςΝΒ p ςΝΑl

u

式中 ςΕΑ!ςΝΑ!ςΕΒ!ςΝΒ分别为上!下两个相邻等压面的东风分量和北风分量o当计算出的

风切变绝对值大于 us °Ù¶时o则认为上!下层的风向风速中至少有一个错误q

v 气候统计

气候统计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气候研究的需要o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加工处理o向高空气

候资料数据集提供建库用的统计成果资料q从参加气候统计的等压面中选出 tu层o即地

面!{xs!zss!xss!vss!uss!txs!tss!xs!vs!us!ts «°¤等q

ktl统计项目

气候统计分为两大部分o即历年值统计和累年值统计q

历年值统计}历年值统计项目共有 y项o即等压面的月平均高度!温度!露点温度!稳

定度和平面合成风向!风速q累年值统计}参加累年值统计的要素共有 x个o即等压面的月

平均高度!温度!露点温度!东风分量!北风分量~累年值统计项目共有 y项o即累年月平

均!累年月最高!累年月最低!累年月中位值!累年月标准差和该月参加累年统计的年数q

kul关于 t|{s年以前等压面风计算问题

在我国 t|{s年以前的高空历史资料中o高空压!温!湿和高空风自有史以来一直分开

存放o其主要原因是它们不是在同一类型观测高度上的资料o前者为等压面上资料o观测

高度是可变的o后者观测高度是固定的q为了从规定高度上的风向风速中计算出其间的标

准等压面的风向风速o计算的方法一般有两种o即内插法和向量合成法o本文采用向量合

成计算法≈v o计算出的等压面上的东风分量!北风分量和风速o经检查误差较小q

w 数据集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

中国高空气候资料数据集是由两个基本数据集o即历年值基本数据集和累年值基本

数据集组成q与以往其他气候资料库不同o它是一个成果气候资料库o它的逻辑结构和物

理结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将直接关系到我国高空成果资料的管理和使用q

ktl数据集的逻辑结构

数据集的逻辑结构是指可以用图形来表示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o它独立于数据的存

储介质o是数据存取!处理和调用的基础q

历年值基本数据集的逻辑结构是根据数据项之间的关连和累年值统计的需要o设计

yyv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tt卷



为树形层次结构k见图 tlo从根部往下分为 y层o依次是台站!月!时次!年!等压面!要素

历年值统计项o其中/年0放在第 w层o与正常次序有所不同o因为累年值统计是在历年值

基础上完成的o这样设计使后面将要进行的累年统计容易一些q

累年值基本数据集的逻辑结构是根据数据项之间的关连o设计为树形层次结构k见图

ulo从根部往下分为 y级o依次是台站!月份!时次!等压面!要素项!要素累年值统计项q

   图 t 历年值基本数据集的逻辑结构    图 u 累年值基本数据集的逻辑结构

kul数据集的物理结构

数据集的物理结构o即数据的存储结构o用来描述数据在物理存储介质上的组织方

式q

历年值基本数据集的物理结构是历年值基本数据集物理记录的概念o把 t个站 t个

月 t个时次所有的要素历年统计值定义为 t个历年值记录o其结构如下}

  °²±·« ¼ ¤̈µ¥̄²¦® ¶·¤·¬²±

  ¶∏µ© ·¬°  ̈ s  × t × §t � tu ≥t §t ©t ≤ tt ≤ tu ≤ tv ≤ tw ≤ tx

  {xs «u � ut × u × §u � uu ≥u §u ©u ≤ ut ≤ uu ≤ uv ≤ uw ≤ ux

  zss «v � vt × v × §v � vu ≥v §v ©v ≤ vt ≤ vu ≤ vv ≤ vw ≤ vx

   

,

  ts «tu � tut× tu × §tu � tuu ≥tu §tu ©tu ≤ tut ≤ tuu ≤ tuv ≤ tuw ≤ tux

这是一个准二维表o横向为各个要素历年值统计项和质检码o纵项为标准等压面q表

中 °²±·«!¼ ¤̈µ!¥̄²¦®!¶·¤·¬²±分别表示资料的月!年!台站的区号和站号o¶∏µ©!{xs, ts

分别为地面实际气压值和各等压面标准气压值o·¬°¨表示资料的观测时间o表中 s无意

义o相当于空格o«¬!× ¬!× §¬!≥¬!§¬!©¬分别表示等压面的高度!温度!露点温度!稳定度!合

成风向和风速o¬从 t到 tu分别对应 tu个等压面k下同lo� ¬to� ¬u分别表示等压面温度

和风每月缺测的天数o≤¬to≤¬uo≤¬vo≤¬wo≤¬x分别表示等压面的高度!温度!露点温度!风

向!风速的质检码q

累年值基本数据集的物理结构即累年值基本数据集物理记录的概念o是把 t个站 t

个月 t个时次所有的要素累年统计值定义为 t个累年值记录o其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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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²± °²±·«·¬°¨

  ¶∏µ©� � ° ¤̈± «¬ª«̈ ¶·t²º ¶̈·° §̈¬¤± §̈ √¬¤·¬²± ¼ ¤̈µ¶

× ×

× ⁄

∂ ∞

∂ �

  {xs � �

× ×

× ⁄

∂ ∞

∂ �

 

,

  ts � �

× ×

× ⁄

∂ ∞

∂ �

这是一个准二维表o横向为累年值统计项o纵项为各等压面参加累年值统计的要素

项q表中 ¶·¤·¬²±!°²±·«!·¬°¨分别表示资料的台站号!月份和观测时间o° ¤̈±!«¬ª«̈ ¶·!

²̄º ¶̈·!° §̈¬¤±!§̈ √¬¤·¬²±分别表示各等压面各要素累年月平均值!累年月最高值!累年月

最低值!累年月中位值和累年月标准差o¼ ¤̈µ¶表示该月参加累年统计的年数o� � !× × !

× ⁄!∂ ∞!∂ �分别表示各等压面的高度!温度!露点温度!东风分量和北风分量等q

x 数据集建立的工作流程

高空资料数据集建立的工作流程如图 v所示o它由历年值统计!累年值统计和数据检

索等 v个基本部分组成q

ktl数据集的建立 在进入上面工作流程前o须根据数据集的逻辑结构!物理结构和

信息量的大小o预先在硬盘上建立两个相互独立!可以直接存取的基本数据集o其主要作

用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历年值和累年值统计过程中o为各项统计结果自动装

入基本数据集提供存储空间~二是实现气候统计和数据集建立两项工作几乎在同一时刻

完成q

kul数据检索 在数据集建成后o通过对用户检索要求分析和技术处理o实现对历年

值和累年值基本数据集中任一数据的检索q数据检索分为历年值检索和累年值检索q

历年值检索 在一次检索过程中o可以检索到 t个站或全部站某年某月某时次所有

的要素历年统计值q检索要求输入的格式为}

≠ ≠ ≠ ≠ � � × 或者 ≠ ≠ ≠ ≠ � � × ��¬¬¬

累年值检索 在一次检索过程中o可以检索到某站某月某时次某等压面所有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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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 工作流程逻辑结构图

累年统计值q检索要求输入的格式为}

��¬¬¬� � × ����

在上述格式中o≠ ≠ ≠ ≠ !� � !× !��¬¬¬和����分别表示资料的年!月!观测时间!台站

号和等压面的标准气压q

y 使用与讨论

高空气候资料数据集具有以下主要技术特征}

ktl由于在统计前o已根据气候研究的需要o对参加统计的等压面和统计项目进行了

必要的选择o因此数据集内各项统计结果针对性比较强o可以直接使用~

kul为了保证各项统计结果的可靠性和唯一性o在统计前已用多种检查方法对参加统

计的资料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质量检查o在历年值统计过程中o在各类资料统一数据格式的

基础上统一了统计程序o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基本上达到预期的效果~

kvl数据集具有检索功能q数据集内各项统计资料时间序列长o地理布局比较合理~

kwl建立了一条比较合理的数据集建立的工作流程q针对不同来源!不同载体的原始

信息化资料分散!资料状况差异较大等特点o在数据集建立过程中o通过采取分散与集中

相结合的工作方式o不仅简化了工作过程o提高了工作效率o而且大大地降低了工作难度

和工作强度o可操作性强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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