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学 
第 3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1 

 Agricultural Science 

新型自动气象站常见仪器故障及维修维护 
 

陈帮林 

台安县气象局 

DOI:10.12238/as.v3i5.1921 

 

[摘  要] 现如今,我国的经济在快速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随着气象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新型自动气

象站在各级台站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气象站能否正常运行及能否确保采集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水

平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新型自动气象站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时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故障问题出现,这就需要

观测人员在日常测报工作中做好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同时还要熟练掌握观测仪器的故障排

除和处理技术,确保新型自动气象站可以获取完整、连续的观测资料信息,进而为社会大众提供更优质的

气象服务。 

[关键词] 新型自动气象站；仪器故障；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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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自动气象站发展十分迅速,

列入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名录

的产品有128项,设备厂商超过30家。这

些厂家已经研发出用于不同行业的自动

气象站产品,测量要素涵盖了气压、温

度、湿度、雨量、风速、风向、辐射、

能见度和日照等。自动气象站一般分布

在复杂的大气环境下,若其存在设计缺

陷或因遭受自然灾害、恶劣环境对器件

的长期侵蚀,甚至人为损坏等外部影响,

都有可能导致自动气象站可靠性下降甚

至失去功能,无法有效采集准确的气象

数据。因此优化设计,提高系统可靠性、

稳定性和抗灾能力尤为关键。文章基于

自动气象站工作原理和可靠性影响因素,

重点从电源、防雷和集成设计3方面提出

关键技术解决方案,最大程度地提高自

动气象站的可靠性。 

1 新型自动气象站的常见仪器

故障 

1.1采集器故障 

主采集器包括“RUN”及“CF”两种

状态指示灯,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排列。

前者属于系统运行指示灯,采集系统位

于正常运行状态时“RUN”指示灯呈现出

秒闪状态；后者是CF卡的状态指示灯,

若CF卡读写正常则“CF”位于常亮状态,

若“CF”不存在且闲置,则“CF”位于常

灭状态。一旦主采集器无法正常观测气

象要素数据则应当检查主采集器的接口

与业务计算机之间通信是否正常连接。

同时,还应当使用主采集器上的SENST终

端操作命令检查传感器的运行状态,检

查其是否被禁用,进而确保各传感器均

位于开启状态。 

1.2温度传感器故障 

(1)在采集器面板上找到温度传感

器接线端子,检查温度传感器的电缆线

是否有松动的现象；(2)在采集器面板上

将温度传感器接线端子拔下,即将温度

传感器与采集器分离；(3)将数字万用表

调节到短路档,通过测量“＋”和“＊”

两端,测试温度传感器是否为短路状态,

如果是短路状态即为正常状态；(4)将数

字万用表调节到短路档,通过测量“－”

和“G”两端,测试温度传感器是否为短

路状态,如果是短路状态即为正常状态；

(5)用数字万用表的200Ω电阻档,在采

集器断电状态下,通过测量温度传感器

的“＋”和“－”两端；测得的电阻值

应在80～130Ω,电阻值对应的温度在－

50～80℃,再根据实际环境温度判定传

感器是否正常。 

1.3通道防雷板故障 

在新型自动气象站运行中,通道防

雷板发生故障的时候通常表现为所观测

到的气象数据存在异常情况。一般发生

此类状况的原因是通道防雷板被雷电袭

击,导致防雷板被击穿或雷电将采集器

通信板烧毁。在对通道防雷板进行检查

时,可采取万用表上的电阻档对通道板

上下连通情况进行检测,如果上下不连

通或同其他通道板有串通现象,要立即

对通道防雷板进行维修或直接换新。 

1.4电源故障 

电源配置不合理,或者电源充电效

率低,是导致系统突然出现故障的主要

因素。对于采用太阳能作为充电电源的

自动气象站,最常见的现象是太阳能板

充电容量与蓄电池不匹配,导致自动气

象站在安装初期运行正常,一段时间后

故障频发。此时蓄电池很可能已处于过

放电状态,彻底损坏,需要更换。还有部

分站点环境条件恶劣,阴雨天持续时间

超过设计期限(一般为14d),以致直流电

源耗费殆尽,或者太阳能板受到沙尘及

树叶、鸟粪等杂物覆盖,致使其效率明显

降低或已发生损坏；设备常年工作在低

温环境,电池自身放电能力不足；设备长

期工作在高温环境,电池效率快速衰减,

寿命急剧缩短。 

2 日常维护 

2.1雨量传感器 

(1)在采集器面板上找到雨量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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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接线端子,检查雨量传感器电缆线是

否松动。(2)在采集器面板上把雨量传感

器接线端子拔下,即将雨量传感器与采

集器分离。(3)将雨量传感器的外筒打开,

首先检查雨量筒外罩内部和双翻斗是否

有树枝、昆虫等异物阻碍翻斗正常翻动,

然后清洗干净；其次检测干簧管通断,

雨量传感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温度

的变化,容易造成干簧管向下弯曲,卡住

计数翻斗,使雨量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

将数字万用表的两支表笔分别接雨量筒

红黑两个接线柱,缓慢拨动翻斗,每翻动

1次,数字万用表响动1声,为正常,否则

判定传感器干簧管出现故障,更换雨量

筒干簧管。若更换干簧管仍无雨量数据,

则更换雨量传感器。 

2.2温湿度传感器故障 

当发现温湿度数据异常,应检查各

个接线处焊接情况,避免出现虚焊；如果

湿度数据异常,应选择万用表对传感器

的供电情况进行测量,并根据实际湿度

数值判断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信号是否正

常；如果测量通道故障,可以将直流电压

(0～1V)加载到采集器通道内,检查加载

电压对应的湿度数据是否同测量通道内

的湿度值保持一致。除此之外,还要查看

接线处是否出现虚接、屏蔽线的连接情

况等。如果没有显示地温数据,则可能是

分采、总线或电源故障,需逐一检查；如

果单个地温异常或没有数据显示,则可

通过替代法,将该传感器选择好的温度

传感器代替,如果没有数据显示,则说明

传感器正常,可能是采集器通道故障,需

要进行处理维修。 

2.3集成设计方案 

系统集成是通过结构化的布线系统

和网络技术,将各个分离的设备、功能和

信息等集成到相互关联、统一和协调的

系统之中,使资源达到充分共享,实现集

中、高效、便利的管理模式。自动气象

站集成设计时采用自顶向下的原则,将

总体目标逐级分解,首先明确整站功能

及系统性能指标,其次明确电源模块、传

感器模块、数据采集模块和远程通信模

块等功能单元接口,之后再依据现场条

件进行各分项设计。在总体目标分解时,

需要重点考虑以下方面：确定整站需采

集的参数项目,采集的准确度和采集频

度的要求；确定数据定时自报和事件自

报的间隔以及事件自报需满足的条件；

确定系统远程数据传输方式；考虑数据

畅通率和误码率指标,提出传输响应时

间要求；根据站点重要性和传输可靠性

要求,选择合适的通信信道和通信设备,

确定是否需要配备双信道或者冗余信

道；确定是否需要数据现场存储,规定记

录密度和存储容量要求,以及存储数据

的读取方式；确定整站是否有自维护功

能,如定时工况报告、低电压报警、断电

保护以及自动复位等功能,当运行参数

发生变化时是否自动发送参数到远程中

心站；确定系统的工作环境,是否能在雷

电、暴雨、停电等条件下正常工作；整

体功耗计算,提出太阳能板及蓄电池配

置方案,满足现场设备长期可靠运行,有

足够的容量裕度,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浪费；考虑系统的扩展性,设计合理的硬

件布局,在新增测量对象或者新增通信

方式时能使现场的改动最小；为了保证

系统建设的规范,遥测站点的布局、走

线、机箱外观设计等应有统一的要求。

自动气象站设备常见的安装结构有筒式

和箱式两种。筒式结构通常采用法拉第

原理,具有很好的防雷效果,整体效果美

观,多用在野外环境中；箱式结构较简单,

适用于站房环境或一体化机柜式安装环

境。建议尽可能采用一体化的安装结构,

可以有效提高野外环境下的防护效果。 

2.4风向风速传感器的日常维护 

应定期对风向风速传感器进行维护,

经常查看风杯、风向标体是否可以灵活、

平稳的转动；在复杂天气过后应及时检

查风向标,查看其指针方向是否指向北

方。同时,还得定期将聚积在转动部件和

静止部件之间的污垢清除干净。 

3 结语 

随着气象现代化改革要求的不断加

大以及地面观测智能化进展的加快,自

动气象站得到了全面的应用和推广,同

时对观测数据的准确性的要求更高,因

此更容易出现故障。数字万用表由于其

含有安培计、电压表、欧姆计等功能,

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出区域自动气象站的

故障问题。文章总结的利用数字万用表

排查区域自动气象站故障的经验可供台

站业务人员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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