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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了解地面基础气象资料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资料质量，综合利用国家级和省级气象资料部门存

储的１９５１—２００９年２４７４个国家级地面气象站观测的气温、气压、水汽压、相对湿度、风向、风速、降水量７种要素信

息化基础数据，检测并分析了数据中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国家级和省级气象部门存储的资料中均存在大量与

实际观测数据不符的信息化问题，包括资料的替代问题、要素数据类似缺测问题以及数据录入错误等；还存在国家

级和省级气象部门保存的基准基本站资料不一致现象，包括资料序列长短不同、对外服务时提供自动还是人工观

测数据不一致、更正不同步造成的数据不同等。该文针对上述资料问题给出了详细的检测方法及检测结果。为了

确保数据的正确性，有必要在此次数据质量检测经验的基础上，对所有历史月报数据文件中的所有要素观测值进

行彻底检测与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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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地面基础气象资料是指地面气象台站直接观测

的各要素值，包括各要素定时值、日极值或日累计

值。中国地面历史基础气象资料包括２４００多个由

基准基本气象站（以下简称基准基本站）和一般气象

站（以下简称一般站）组成的国家级地面气象站（以

下简称国家站）建站以来的气温、气压、湿度、风、降

水、蒸发、日照、地温、天气现象、云、能见度等共２０

类观测项目数据［１］。台站直接观测的气温、气压、湿

度、风、降水等要素定时值、日极值或日累计值等地

面基础气象资料，是研究区域乃至全球气候变化与

预测、天气动力分析、数值天气预报模式研究、资料

同化与再分析、公共气象服务的基础，是雷达与卫星

定标、水文设计、农业决策的重要依据。若使长期保

存在纸质报表上的资料发挥作用，首先要实现资料

的信息化。１９７９年开始，各省气象局按照全国地面

气象资料信息化模式的有关规定［２］，将地面历史气

象观测记录月报表中的１９类观测项目（不含雪温）

观测数据以纸带为数据存储载体进行了信息化。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的人工观测数据陆续改为软

盘和磁带作为数据存储载体，同时也将以前归档纸

带上的信息转储到磁带上。一份比较好的信息化历

史基础气象资料首先应与纸质报表一致。但是在对

信息化后的资料处理、应用过程中发现，除了含有纸

质资料中本身存在的观测和抄录错误数据外，还存

在信息化过程中（包括转储过程中）引起的资料错误

和缺失（无数据）现象。只有清楚并解决信息化历史

基础资料中所存在的质量问题，才能保证业务应用、

研究分析以及资料统计与加工的准确性。

质量控制一直是资料工作的重点，国内外针对

地面基础气象资料质量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应用［３２５］

涉及到的质量控制技术主要包括气候学界限值检

查、区域界限值检查、要素间内部一致性检查、时间

一致性检查和空间一致性检查等。上述质量控制技

术可用于观测台站、数据传输部门进行实时质量控

制，也可用于数据处理部门进行非实时质量控制。

２０１２０４２３收到，２０１２０８２９收到再改稿。

资助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２０１０ＣＢ９５１６００），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ＧＹＨＹ２０１１０６０３８），中国气象局基础气象资料业务能力

建设专项“中国气候资料整编”，国家气象信息中心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地面历史气温序列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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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面历史基础气象资料在日常业务中经历了台

站、省级和国家级气象资料部门三级质量控制［５］，历

次气候资料整编过程中曾进行过多次质量检查，但

上述质量控制技术只可解决部分数据问题，有的数

据问题仍得不到检测与解决。例如，任芝花等［６７］进

行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３０年气候资料整编时，通过对月

统计资料的质量控制，发现有部分明显的信息化数

据录入错误或数据替代现象（见表１），但是非明显

的数据替代现象，如某站当年１月的观测数据用前

１年１月数据替代、某站观测数据用同期邻近站数

据替代、信息化时数据遗漏或因录入不符合规定而

造成数据类似缺测现象等，很难通过常规的质量控

制技术检测出。

表１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中国基准基本站地面信息化资料错情
［６］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犫狅狌狋狊狌狉犳犪犮犲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犱犪狋犪犻狀犲狉狉狅狉狅犳犫犪狊犲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犳狉狅犿１９７１狋狅２０００
［６］

要素 错误资料站数及月数 资料年份 错误原因

地面所有要素
４站共４个月全月地面所有要素资料均错

１站１个月从云量开始所有要素资料均错

１９８１，１９８４，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

用其他站或其他月资料替代了本站本月的资料

用其他站或其他月资料替代了本站本月的资料

风速 １０站共８５个月全月风速资料错 １９８０—１９９４ 资料均缩小１０倍录入

小型蒸发 １站１个月全月蒸发资料错 １９９０ 资料均扩大１０倍录入

地温

３站１０个月０ｃｍ地温全月错

３站１４个月极端最高地面温度全月错

１站１个月５～１５ｃｍ地温全月错

１站２个月２０ｃｍ地温全月错

１站８个月４０ｃｍ地温比气候平均值偏高７．５℃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４

１９７１

已取消地温观测，但全月该资料却错用０表示

已取消地温观测，但全月该资料却错用０表示

地温超刻度，将符号位穿错

地温表坏，资料应缺测处理，而信息化资料却全为０

地温表瓷板断裂，资料仅供参考

日照时数

日照百分率

１站１月１ｄ资料错

１站１月２７ｄ资料错

１９７６

１９９３

录入错误

录入错误

极端最高气温 １站１月１ｄ资料错 １９９５ 资料缩小１０倍录入

相对湿度
１站１个月全月相对湿度方式位错

１站１个月１１ｄ相对湿度错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２

录入错误

录入错误

最大冻土深度 ３站３个月共１５ｄ资料错 １９８０，１９８７，１９９２ 录入错或缩小１０倍录入

最大积雪深度 ２站２个月共２ｄ资料错 １９７７，１９８５ 资料扩大１０倍录入

　　２０１０年９—１２月作者首先尝试对建站至２００９

年全国７５６个基准基本站温、压、湿、风和降水观测

数据进行了质量检测与质量分析，以探索数字化过

程引起的地面历史基础气象资料质量问题以及国家

级与省级气象部门对外服务资料的不一致问题及其

解决措施，为基础气象资料建设工作①奠定了技术

基础。

１　资　料

本研究所用的资料包括各要素每日定时值、日

极值或日累计值。数据分别来源于国家级气象资料

部门（以下简称国家级）和省级气象资料部门（以下

简称省级）制作的数据集。

①国家级制作的７５６个基准基本站１９５１—

２００６年温、压、湿、风、降水基础资料数据集和２４７４

个站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温、压、湿、风、降水基础资料数

据集，来源于国家级存档维护的国家站历史信息化

月报数据文件。该信息化文件由省级上报而来，由

国家级负责进行日常质量维护。

②省级制作上报的２４７４个国家站１９５１—２００６

年温、压、湿、风、降水基础资料数据集，来源于省级

存档维护的基准基本站和一般站历史信息化月报数

据文件。该信息化文件由省级信息化或台站上报而

来，由省级负责进行日常质量维护。

另外，２４７４ 个国家站中，国家级只存档了

１９５４—２０００年大部分基准基本站的纸质月报表和

所有站年报表。基准基本站其他年份月报表以及所

有一般站纸质月报表均存放在省级。因此，本研究

仅利用国家级存档的基准基本站纸质月报表、部分

站年报表，核实了软件检测出的基准基本站基础数

据质量问题。部分问题数据由省级人员对照月报数

据文件和月报表进行了核实。

２　数据质量问题的整理及其检测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检测信息化过程中引起的基准基

本站温、压、湿、风、降水历史基础气象资料质量问

①气预函［１９号］．关于开展基础气象资料发展与改革专项工作的通知．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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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检测国家级与省级存档而对外服务资料的不一

致问题。假设提前知道基础资料中数据问题的种类

及其表现形式，那么有针对性地检测与解决数据中

的质量问题效果会更佳。

国家级和省级保存的基准基本站信息化历史基

础资料均经过业务质量审核，并且在日常的数据处

理与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数据问题均会对其进行

维护修改。但历史基础数据从未进行过系统的质量

检测，因此数据问题修改得不彻底，而且国家级和省

级数据问题修改不同步，必然导致国家级和省级一

方数据正确、一方数据错误的现象存在。在质量检

测前，依据以前质量控制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数据的

种类（如表１）以及国家级和省级保存的基准基本站

历史基础资料的对比结果，整理出基准基本站温、

压、湿、风、降水历史基础气象资料质量问题的种类，

并分别给出如下检测方法。

①不同信息化月报文件中，存在数据替代现象。

该现象表现为用其他站资料或本站其他月资料替代

本站本月观测资料。

检测方法：利用２４７４个国家站１９５１—２００９年

温、压、湿、风、降水基础数据集，通过软件输出各要

素本站本月本日各定时值、日极值与本站其他日或

其他站日相应值完全相同的记录，通过归纳后，人工

核查报表，并进一步核查是否整月所有观测要素数

据被替代。

②要素资料中，部分要素整月无数据现象。该

现象表现为某要素实际上可能有观测数据，但是由

于信息化错误或遗漏，造成整月无数据现象。在数

据服务时，表现为类似缺测现象。

检测方法：当有信息化月报数据文件时（如国家

级保存了基准基本站文件），若文件中某要素表现为

整月无数据现象时，则软件输出该信息，人工对照报

表进行核实。当检测时无信息化数据文件，则利用

２４７４个国家站１９５１—２００９年温、压、湿、风、降水基

础数据集，假设温、压、湿、风、降水观测项目应同时

存在的情况下，当某个月台站有气温记录，筛查压、

湿、风或降水要素却整月无记录现象，另外当某个月

台站有其他要素记录，筛查气温要素整月无记录现

象，软件结合两者统计筛查，最后人工对照报表进行

核实。

③人工测风资料信息化错误现象。该现象表现

为风速数据未按规定扩大１０倍录入；风向实际上为

８方位观测，却按１６方位方式录入。

检测方法：由于多数情况下人工定时观测风速

的分辨率为１ｍ·ｓ－１，而信息化文件要求风速扩大

１０倍录入，因此风速数据个位一般为０，通过软件输

出个位数非０的风速数据，核查报表后，确定数据正

确与否；另外，人工测风向普遍为１６方位，但也曾出

现过风向只为８方位观测的情况，因此对于８方位

观测却用１６方位表达的数据信息需要更正。通过

软件输出整月风向用１６方位方式表达，却未出现８

方位之外的风向信息，人工核查后确定是否正确。

④省级与国家级保存的相应站资料不一致现

象。该现象表现为国家级和省级保存的资料中，同

要素同观测时次的数据却不同，缘自日常数据维护

不同或数据来源不同。

检测方法：利用２００７年省级上报的１９５１—

２００６年７３１个基准基本站数据集及国家级保存的

相应站信息化文件，通过软件输出１９５１—２００６年省

级和国家级保存的基准基本站７种要素资料中不一

致的数据，进行人工查阅报表来进一步核对。

３　检测结果

３．１　资料替代问题

对１９５１—２００９年２４７４个站信息化资料的质量

检测发现，８３７对月报数据文件中整月所有要素数

据完全相同，另外５８对月报文件中部分要素整月数

据相同、或连续某几天各要素或部分要素数据相同

现象。上述相同现象缘自一个文件中的数据是用其

他文件中的数据替代的结果，被替代文件的时空分

布见图１。由图１可见，替代现象主要出现在我国

东部地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替代现象较多。

　　８３７个月报数据文件替代现象通过征询省级资

料部门后发现，７０３个月报文件替代现象是因为迁

站或台站任务变更造成的，替代的目的是为了资料

序列的连续应用和完整性。但作为档案资料这种替

代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只需记录迁站、台站任务变更

等元数据信息即可，在后期的数据处理与服务时可

考虑通过插补技术保证资料序列的连续性和完整

性。另外，１３４个月信息化数据文件被错误地用其

他站或本站其他月资料替代，其中一种替代是本站

资料缺测而人为地用邻近站资料替代，另一种是明

显的信息化错误。５８对月报文件中部分要素整月

数据、或连续某几天各要素或部分要素数据替代现

象，也是由于资料缺测用邻近站数据替代或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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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０９年被替代的信息化数据文件时间（ａ）和空间（ｂ）分布

（图ｂ中圆点表示台站位置，数字表示所属省份的站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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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ｔｓ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ｇｕｒ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ａｔａｆｉｌｅｓ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Ｆｉｇ．１ｂ）

信息化错误造成的。

３．２　各要素整月无数据现象

该项检测综合利用了国家级和省级制作的

１９５１—２００９年温、压、湿、风、降水基础资料数据集，

利用了国家级归档保存的基准基本站信息化月报数

据文件和基准基本站１９５４—２０００年月报表。

国家级和省级保存的基准基本站、一般站各要

素整月无数据情况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见，各要

素整月无数据现象普遍集中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

前，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般站湿度资料（包括水汽压

和相对湿度）整月无数据现象比较高，由于国家级无

月报表，原因有待基础资料建设工作完成后查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中，省级保存的风速资

料无数据现象比国家级保存的资料严重，主要原因

为有９个台站共８９８个站月的风向、风速均有观测

数据，省级可能在由纸带向磁带进行信息转储时，造

成风数据丢失而产生类似缺测现象。国家级保存的

基准基本站信息化文件中，降水资料整月无数据现

象比省级保存的资料明显严重。造成上述各要素整

月无数据的原因包括下列３种情况：①台站早期无

该要素观测任务或观测仪器故障；②观测仪器质量

较差，按规定可不信息化；③信息化时遗漏或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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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５１—２００９年各要素整月无数据站月数历年变化情况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ｗｈｏｌｅｍｏｎｔｈｄａｔａｍｉｓｓｉｎｇｏｆ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ｉ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ａｐ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ｌｉｔｙ，ｗｉｎｄ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０９

错误。本次检测主要检查信息化遗漏或信息化错误

造成的整月无数据现象。

　　国家级保存的基准基本站月报数据文件中，各

要素整月无数据现象统计与核查结果见表２。由表

２可见，各要素共检测到１２８５９个站月无数据现象，

根据国家级存档的月报表情况，实际仅对其中６２７９

个站月核对了纸质报表，共核查到１７４９个站月数据

应补录或更正。其中１２７６个站月气压由空盒气压

表观测，８５９个站月风速采用风力等级或轻便风速

表观测，按规定均可不信息化。

由图２及表２可见，国家级保存基准基本站信

息化文件中，降水信息化问题比较明显，共１４３３个

站月数据需要补录或更正。其中除了５个站月有明

显的降水现象而未信息化外，剩余１４２８个站月整月

日降水量实际均为０或微量（小于０．０５ｍｍ），而信

息化月报数据文件中均作了缺测处理。可能省级在

日常数据维护中，对信息化数据文件做了更正，因此

降水信息化问题较轻。

３．３　人工测风问题

３．３．１　风速检测结果

经核查报表，国家级和省级保存的基准基本站

数据中，共发现１０个站月整月风速资料录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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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国家级存储的１９５１—２００９年７５６个基准基本站资料各要素

整月无数据核查结果（单位：站月）

犜犪犫犾犲２　犞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狑犺狅犾犲犿狅狀狋犺犱犪狋犪犿犻狊狊犻狀犵狅犳６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狅犫狊犲狉狏犲犱

犫狔７５６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狌狉犳犪犮犲犫犪狊犲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犳狉狅犿犖犕犐犆犱狌狉犻狀犵１９５１—２００９（狌狀犻狋：犿狅狀狋犺）

要素

整月无数据

现象发生的

时间

整月无数

据量

已核查

报表量

原因及相应站月数

信息化遗

漏或错误

有观测数据，按

规定可不信息化

无观测任务

或缺测

气温 １９５１—１９６５年 ２０ ２０ ８ ０ １２

气压 １９５１—１９８４年 ７５２５ ３６１３ ２２ １２７６ ２３１５

水汽压 １９５１—１９６９年 ４６５ １６０ １４２ ０ １８

相对湿度 １９５１—１９６９年 ３１４ １５４ １３９ ０ １５

风向风速 １９５１—１９９７年 ３０６２ ８８１ ６ ８５９ １６

降水 １９５１—２００６年 １４７３ １４５１ １４３３ ０ １８

合计 １２８５９ ６２７９ １７４９ ２１３５ ２３９５

其中，新疆５个站月、西藏和海南各１个站月整月风

速比观测值缩小了１０倍。而福建出现３个站月整

月风速大于１０．０ｍ·ｓ－１时，应在末位补０，错将０

补在高位，如应为１１０，错为０１１。

３．３．２　风向８方位检测结果

　　国家级保存的基准基本站风向资料中，整月风

向记录只属于规定的８方位却用１６方位方式表达

的有１９７９个站月，主要集中在１９７０年之前。对照

报表只核查了其中的１５１１个站月，核查结果表明均

属于８方位观测，因此应更正信息化文件中的数据

记录方式。１５１１个站月风向８方位观测资料中，有

３００个站月省级资料记录正确。

３．４　省级与国家级保存的相应站资料不一致现象

　　从省级存储的基准基本站资料与国家级存储的

相应站资料对比结果来看，除存在上述一方整月无

数据而另一方数据存在外，还有以下３类不一致现

象。

①国家级存储基准基本站资料与省级上报资料

在时间跨度上的差异。

总体来讲，国家级存储的基准基本站资料在时

间跨度上短于省级存储的数据。将省级上报的７３１

个站１９５１—２００６年的数据与国家级存储的同站数

据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国家级比省级缺少２８２９８个

站月。共有１３３站国家级存储的资料时间长度短于

省级资料，其分布如图３所示，主要集中在华中、华

南地区。

造成国家级保存的基准基本站资料少的原因主

要是由于台站任务变更造成的。由于２００７年之前，

按规定国家级资料部门只收集归档基准基本站观测

资料，当某个站由过去的基准基本站变为一般站时，

资料不再上传，而当某站由一般站升为基准基本站

时，才开始上传升级后的观测资料。

　　②国家级资料与省级上报资料在观测数据源上

的差异。

自动气象站业务运行或试运行以来，国家级和

省级对外服务存在提供自动观测资料还是人工观测

资料的差异。从国家级和省级分别制作的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７３１个基准基本站基础数据集中可见，有

１７３个站因为人工和自动观测数据来源上的差异，

使得国家级存储的业务数据和省级数据出现不同。

其中，９个站差异小于６个月，１３６个站差异为１２个

月，１个站差异为２４个月。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只有

２００２年未出现观测数据源的差异，出现差异站月数

较多的年份为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

③其他不一致。

除了发现①、②整月数据不一致现象外，还发现

部分零散的数据不一致现象，主要因为原数据录入

时发生错误，但省级或国家级仅一方做了修正。对

比结果如表３所示，７３１个基准基本站资料中有

２９２２６３个（组）数据不同，通过报表核查了其中约

５２％的数据。从核查结果看，省级、国家级正确比例

基本各半。

　　上述地面历史基础气象资料质量问题检测结果

分析表明，利用常规的质量控制方法很难检查出资

料替代、要素整月无数据、观测数据源不同造成的国

家级与省级资料不一致等问题。例如，某站２００２年

１月的气温数据用该站２００１年１月的观测数据替

代，或用同期邻近站观测数据替代现象，气候极值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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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空间一致性检查等常规质量控制技术一般很难

检测发现。此外，资料工作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只有切实了解基础资料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才能有

针对性地制定有效的检测方法。

图３　国家级与省级存储基准基本站资料时间跨度差异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ｐ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ＭＩＣ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ｄａｔ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表３　１９５１—２００６年７３１个基准基本站不一致数据核查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犞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犖犕犐犆犪狀犱狆狉狅狏犻狀犮犻犪犾

犱犪狋犪狅犫狊犲狉狏犲犱犫狔７３１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犫犪狊犲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犳狉狅犿１９５１狋狅２００６

要素 不一致总数 核查数 省级正确率／％ 国家级正确率／％ 均不正确率／％

气温 １５６７２ １２６３３ ３７．６ ６２．３ ０．１

气压 ２２０５３ １６３８７ ４４．９ ５５．０ ０．１

水汽压 １０９９６３ １４０８２ ３６．１ ６３．６ ０．３

相对湿度 ３４８３８ １６８３５ ４３．６ ５６．２ ０．２

风向 ５３７６２ ４７８６９ ６４．８ ３５．１ ０．１

风速 ３５８０９ ２６８９４ ２１．３ ７８．１ ０．６

降水量 ２０１６６ １８２９９ ２７．３ ７２．５ ０．２

合计 ２９２２６３ １５２９９９ ４３．３３ ５６．４５ ０．２２

４　结论与展望

通过温、压、湿、风、降水基础资料数据质量检

测，发现国家级和省级存储的资料中均存在大量与

实际观测数据不符的信息化问题，包括：①１９５１—

２００９年２４７４个国家站中存在８３７个月数据替代现

象；②国家级存储的１９５１—２００９年７５６个基准基本

站资料中，１７４９个站月要素资料信息化遗漏、１０个

站月风速资料错误、１９７９个站月风向表达方式不准

确；③国家级和省级存储的７３１个基准基本站资料，

有１３３站国家级资料的时间长度短于省级、１７３站

存在人工和自动观测数据来源上的差异、因数据维

护不同步造成国家级和省级存储的数据中约２９万

不同。上述资料问题通过常规的质量控制技术很难

发现，只有针对特殊问题采用特殊的检测手段方可

达到目的。

检测出的问题数据量比较大，但是占整个资料

量的比例并不高。如按照每个站平均观测时间５０

年计算，２４７４个站中，约０．６‰的数据存在整月资料

被替代现象；国家级存储的７５６个基准基本站降水

资料中，约３．４‰的整月实有观测数据在信息化文

件中表现为类似缺测现象。

本次检测只是针对月报信息化文件２０类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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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的气温、气压、水汽压、相对湿度、风向、风速、

降水量数据开展的工作，仅通过基准基本站月报表

进行了部分数据问题核实。有必要在本次数据质量

分析与检测经验的基础上，对所有历史月报数据文

件中的所有要素观测值进行彻底检测与更正。广泛

发动省级资料主管部门的力量，利用其存档月报数

据文件和纸质报表，对发现的所有问题数据进行核

查与更正。在核查与更正工作完成后，国家级和省

级统一保存一套完整、一致的历史基础数据，同时制

定有效的数据更正机制，确保今后国家级和省级在

数据存储与对外服务中资料的一致性。

致　谢：由于国家级无一般站月报表，因此在检测出的一般

站数据替代问题时，通过电询省级资料审核人员方得到核

实。在此，特别感谢各省级审核人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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