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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合气象观测是构建先进现代气象业务体系的基础。近年来,自动气象站的功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得到了不断的

完善和提高,而观测质量的高低首先是由设备性能决定的。观测台站业务人员的责任也发生了变化,其首要任务是保证自动化

设备的正常运行,各级装备保障和业务管理人员需对自动气象站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故障进行分析、判断和处理,保证自

动站的稳定运行率和数据可用率,借以提升综合业务指数。本文包括的故障分析、维修方法、具体步骤等为重点,一般性原理

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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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类自动站故障类型分析与处理 

1.1 雨量传感器故障及处理方法(以翻斗式雨量传感器

为例) 

日常维护：定期检查翻斗通道中是否有碎片、小虫、细

叶等,入口和出口处是否有堵塞物。除去污物并清洁滤网。如

有必要,漏斗表面可以用中性洗涤剂清洗,但清洗后严禁用

手触碰翻斗内部。 

故障处理范例(1)：滞后降水判断 

某区域站,当出现大的降水过程之后,采集软件显示多

次出现大约每小时有 0.1 毫米滞后降水,可以判定为雨量筒

内过滤网被柳絮等细小毛物堵住,使雨水存在筒中,不能及

时下流造成这种断续、分散性下流。 

故障处理范例(2)：无降水数据 

某次降水过程,仅某站无降水数据,可以判定除雨量传

感器堵塞外,可能为干簧管损坏、雨量电缆线接头和端子处

有松动、接触不良或雨量线意外断裂。应立即带上相应工具

和设备前往维护。 

故障处理范例(3)：雨量超差 

处理方法：用模拟标准器对采集器进行校准,确认采集

器通道是否正常；用量杯量取 10ml 水缓慢注入雨量筒承水

器,查看是否显示值为 15.6mm 降水量；直接用手翻动计数翻

斗(即下翻斗),用万用表电阻导通档直接量取输出信号,导

通次数与翻动次数是否一致,否则更换干簧管。 

1.2 温度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以 HMP45D 温湿度传感器

为例) 

Vadisala 生产的 HMP45D 型温湿度传感器可靠性较高,

温度一般不容易损坏。 

故障处理范例(1)：温度示值与人工观测值偏差较大 

当出现温度值与人工观测值偏差较大时,首先清理或更

换传感器头部的过滤罩,保证罩内外通气良好；如测量值偏

差较大,只能更换传感器内的温度测量板。 

故障处理范例(2)：温度示值为 0或者负值 

如果发现,温度示值为 0 或者负值,首先检测温度传感

器连接线是否虚接或松动。若连接正常,可测量铂电阻温度

传感器的四根输出线之间的电阻值,HMP45D型传感器使用的

PT100 铂电阻测温元件,即 0℃时电阻为 100Ω,80℃对应

130.9℃,-50℃对应 80.31Ω,若测量值明显超出电阻范围则

可以判定传感器故障。 

故障处理范例(3)：更换传感器后,数据仍不正常 

若换上备份传感器后,数据仍不正常,而且检查电缆接

线正确,则可判定为采集器故障,此时需将采集器拿到厂家

检修或更换采集器。 

1.3 湿度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以 HMP45D 温湿度传感器

为例) 

HMP45D 湿度传感器输出为 0～1V 直流电压输出,对应相

对湿度为 0～100%。湿度传感器长期处在高湿环境中容易失

效,若放到低湿环境中退湿可继续使用；如不能恢复正常,

则湿度测量元件已损坏,需要更换。 

另外,要定期检查传感器头部保护罩内的白色滤纸,发

现污损后要及时处理(蒸馏水洗净,自然晾干)或更换。 

检测方法：可在采集器湿度传感器输入端断开传感器后

直接用稳定恒压恒流源输入模拟湿度传感器 0～1V 直流电

源电压,即可检查采集器湿度测量是否正常。(注意：输入电

压不能超过所模拟传感器输出的极限值,以免损坏采集器。) 

1.4 气压传感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以 PTB220 气压传

感器为例) 

PTB220 型气压传感器可靠性高,性能稳定,气压表通过

RS232 通信口直接连接到采集器,无需定期及预防性维护措

施。为保证±0.2 百帕的精度,建议每年对照良好的便携标

准仪器检查一次。 

故障处理范例1：出现突然无数据或者为0异常数据情况 

首先查看传感器与采集器两端的 RS232 连接线是否松

动；是否被人为的意外误接。可直接用计算机串口连接传感

器,来检查传感器是否损坏。 

如果没有回传数据则传感器有故障,如果回传数据为乱

码则注意通信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的设置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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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葡萄在我省市多个地区都有种植,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大部分地区的葡萄种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本文

从葡萄栽培技术和管理技术两方面入手,分析葡萄增产、提质的方式方法,为我国葡萄种植水平提高尽微薄之力。 

[关键词] 葡萄；栽培技术；管理技术 

 

引言 

葡萄在各地均有栽培,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当前,大部

分地区的葡萄种植尚存在技术问题,果品质量差、再加上农

民过度追求产量,导致葡萄整体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差,减少

了农民种植葡萄的经济效益。 

1 葡萄园地选择和管理 

1.1 正确选择园址是决定葡萄栽培成败的关键因子 

葡萄园土壤的营养结构、水分含量、根系生长空间等基础

保障直接关系到葡萄生长, 适合葡萄生长的是土质疏松,富

含有机质的沙壤土。因此,应选择灌溉便利,排水良好的地带。 

1.2 土壤深翻管理 

首先深翻可以改良土壤,深翻结合施肥促进土壤团粒结

构,提高土壤含水量,增强土壤微生物含量与活动,提高土壤

的肥力。其次,深翻会切断部分老根,促进萌发生活力更强的

新根,增加根的密度,增强吸收土壤养分的能力。并且能够使

植株枝蔓生长健壮,有利于花芽的形成和产量的提高。 

1.3 中耕和除草 

中耕是葡萄生长期经常性的土壤耕作,多在 5-9 月进行,

中耕深度在 5 厘米左右,中耕可以保持土壤疏松,改善土壤

透气性,有利于根系和土壤微生物的活动。除草是一项重要

的田间管理工作,仅在土壤表层进行。 

1.4 正确使用肥料 

葡萄栽培过程中的施肥需要根据葡萄在不同生长阶段的

需要进行,采用穴施、沟施、冲施等多样化施肥方式,尽量采

用分子较小的肥料进行使用,充分提高葡萄植株对于肥料的

利用率,缓解葡萄根腐病的发生和病况,使葡萄植株健康生

长。基肥一般在秋后施入较好,此时正是根系生长高峰,伤根

又容易愈合,促使发新根。首先是秸秆还田,秸秆经过粉碎后

参与有机肥堆肥、腐熟后可以作为基肥进行利用,也可以直接

撒入葡萄园做覆盖使用,经过秸秆还田的葡萄园土壤湿度得

到有效提升,肥力增加,土壤板结情况有效下降,有利于葡萄

的新一年生长。其次是生草肥田,草经过光合作用可以将水 

 

故障处理范例 2：当气压测量数据偏差较大 

要检查静压管及连通管路是否堵塞,如静压管被机箱压

住等。在气压畅通的情况下,气压测量数据仍然偏差较大,

需要重新校准气压传感器。 

故障处理范例 3：无气压测量数据 

当传感器及连接线完好而采集器端没有气压测量数据

时,可能是采集器串口损坏,雷击会造成串口的损坏,此时需

将采集器拿到厂家检修或更换采集器。 

1.5 风传感器故障及处理方法 

恶劣天气,如：冰雹、雷电、大风等可能损坏风传感器。

风传感器本身就是轴承传动传感器,长时间工作可能会因轴

承磨损引起测量误差。此时传感器需做更换处理。 

故障处理范例 1：风向值出现明显错误 

风向值出现明显错误时,则在确定风向传感器电缆连接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直流档直接测量传感器的直流

输出信号,风向测量的是风向传感器的直流 输出电压应为

0～2.5V 之间,对应的角度为 0～360º。具体操作：将风向传

感器从风横臂上取下来,用短线直接连接到万用表上,转动

风向标的角度,若数值明显不正常,表明传感器损坏；若此时

数值正常,则连接到采集器上时显示的风向有误,则可判定

为采集器故障。 

故障处理范例 2：风速值出现明显错误 

风速传感器输出频率信号 0～1221Hz, 好用数字频率

仪或者可以测量频率的万用表测量,若在电缆线没有故障且

有风速的实时情况下频率输出测量值为 0,则表示传感器损

坏；若用仪器检测风速传感器输出频率数值正常,连接到采

集器时系统显示风速有误,则可判定为采集器故障。 

在地面气象观测中,只有正确判断自动气象站设备在运

行过程中其存在的问题,科学合理的解决,才能保证自动站

的稳定运行率和数据可用率,借以提升综合业务指数。 终

为气象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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