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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现行的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网（共２４１６个站）包括基准站、基本站和一般站，其中１５９０个一般站（占总站数的

６５．８％）夜间不观测，但是按照《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的规定，在计算日平均气温时，必须通过数学方法给０２时赋一个替代值或

近似值，这种赋值过程无形中会带来计算误差。本文利用１９６１—２００９年陕西１９个国家基本／基准站的定时气温资料，对这种

赋值误差进行定量评估分析，并通过多种方案的比较，提出新的赋值（或称插补）方法。结果表明：（１）传统方法所赋予的０２时

气温替代值比实测值偏高，１９个站平均偏高０．７７℃；（２）台站所处的纬度，以及季节、天气状况所引起的辐射强弱的差异，通过

赋值变量（前一日２０时气温）的传导，较明显地影响着０２时气温的赋值误差；（３）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将传统方法的平均加

权法调整为多因子非对称加权，显著减小了前一日２０时气温的权重，降低了辐射强弱的影响，赋值与实测值更为接近，１９个

站平均偏差近似为零；新的回归方程对月平均气温、年平均气温产生一定的修正作用，年平均气温值可调降０．１～０．４℃，月平

均气温甚至可下降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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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项目（ＧＹＨＹ２０１１０６０３８）、中国气象局气象新技术推广项目（ＣＭＡＴＧ２００８Ｚ１２）和陕西省气象局气象科技创

新基金项目（２０１０Ｍ５９）共同资助

２０１１年３月６日收稿；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７日收修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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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温是表征气候冷暖的热量指标［１］，也是气候

变化研究的最基本要素，其代表性、准确性和比较性

又是评价气候变化研究的关键性指标。为达到上述

“三性”的基本要求，在进行气候变化研究前，需要对

气温资料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评估和均一性检验，

并对缺测记录进行插补订正，然后再进行“由时到

日”、“由日到月”等不同时间尺度的加工统计，以更

好地解析出气候变化的时空尺度特征。根据《地面

气象观测规范》，日平均气温为０２、０８、１４和２０时

（北京时，下同）４个时次气温实测值的算术平均。

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网中，约

有１５９０个站为一般站，每天只进行３次观测（夜间

不观测），导致０２时气温缺测。为获得完整的日平

均气温序列，必须通过数学方法给０２时赋一个替代

值或近似值。关于赋值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

不同的规定，例如１９６０年７月以前，一般直接用０７

时实测值来替代。之后凡是有自记仪器的，用订正

后的自记值来替代；无自记仪器的，用前一日２０时

气温与当日最低气温的平均值来替代［２］。这种较为

简单的赋值方法无形中会带来计算误差，而且这种

赋值误差究竟有多大？对气候变化事实的评估有没

有影响？一直没有引起关注，也没有得到定量评估。

有研究表明［３１１］，计算方法的变化是导致气候

序列不均一的主要因子之一。在我国８２６个国家基

本／基准站中有１６３个站存在从每天３次观测向每

天４次观测的调整变迁，亦即在历史上的某一天０２

时气温由替代值变为实测值，这种变化是否导致气

候序列不均一？也没有被论证。

本文旨在利用陕西省１９个基本／基准站的实测

资料，首先对０２时气温进行屏蔽，用《地面气象观测

规范》规定的赋值方法（简称为传统方法），对０２时

气温进行简单赋值，然后将其与实测值进行比对，定

量评估误差大小，并分析引起误差的物理机制。与

此同时，还进行了多种赋值方法的对比分析，试图摸

索出更加科学有效的赋值方法，以提高赋值精度，提

高气候序列的代表性，减少气候变化评估事实的不

确定性。

１　资料与方法

文章使用了陕西１９个国家基本／基准站长年代

的逐日４次定时观测气温资料（资料年代见表１）、６

个基准站（定边、绥德、洛川、西安、安康、汉中）的逐

日日照时数，以及２００９年６个基准站的每日２４次

观测气温资料。资料全部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均经过了严格的质量控制。

　　首先按照《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的传统方法计算

了０２时气温替代值（犜０２′）：

犜０２′＝ （犜２０＋犜ｍｉｎ）／２ （１）

式中，犜２０为前一日２０时气温，犜ｍｉｎ为当日最低气

温。０２时气温替代值与实测值的差值用Δ犜表示：

Δ犜＝犜０２′－犜０２ （２）

式中，犜０２为０２时气温实测值。

表１　台站名称及资料年代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犪狋犻狅狀狀犪犿犲犪狀犱狋犺犲狋犻犿犲犳狉犪犿犲狅犳犱犪狋犪

站名 纬度 资料年代 站名 纬度 资料年代

榆林 ３８°１６′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 横山 ３７°５６′Ｎ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１９７５—２００３

定边 ３７°３５′Ｎ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 绥德 ３７°３０′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

吴起 ３６°５５′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 延安 ３６°３６′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

洛川 ３５°４９′Ｎ １９６１—１９６７，１９６９—２００９ 长武 ３５°１２′Ｎ １９７５—２００３

铜川 ３５°０５′Ｎ １９６１—１９９９ 宝鸡 ３４°２１′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

西安 ３４°１８′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５ 武功 ３４°１５′Ｎ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１９７３—２００３

商县 ３３°５２′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 佛坪 ３３°３１′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

镇安 ３３°２６′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 略阳 ３３°１９′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３

汉中 ３３°０４′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９ 石泉 ３３°０３′Ｎ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１９７５—２００３

安康 ３２°４３′Ｎ １９６１－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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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计算了不同时间尺度的差值标准差（犛狓）

和相对差值（犇′）：

犛狓 ＝
１

狀∑
狀

犻＝１

（Δ犜犻－Δ犜）槡
２ （３）

犇′＝狘Δ犜／犜０２狘×１００％ （４）

　　此外，还根据０２时气温与相邻时次气温的相关

程度，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选取当日０８时气温

（犜０８）、前一日２０时气温（犜２０）、当日最低气温（犜ｍｉｎ）

作为自变量，来拟合０２时气温值犜０２″：

犜０２″＝β０＋β１犜０８＋β２犜２０＋β３犜ｍｉｎ （５）

　　由偏回归方程可求出回归系数β犻（犻＝０，１，２，

３）、残差和残差标准差等。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误差统计

表２给出了陕西省１９个站不同季节０２时气温

的替代值犜０２′与实测值犜０２的平均差值、平均差值

标准差及平均相对差值。可以看出，利用３０多万个

初始样本计算得到的０２时气温犜０２′普遍高于实测

值。总体而言，绝对误差以夏季最大，平均差值为

１．１６℃，春季次之（０．９４℃），冬季最小（０．４３℃），但

是相对差值却以冬季最大（３９．３３％），春季次之

表２　０２时气温替代值与实测值的差值（Δ犜）、标准差（犛狓）（单位：℃）及相对差值（犇′）（单位：％）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０２犅犜’狊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Δ犜犫犲狋狑犲犲狀狉犲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狅犫狊犲狉狏犲犱狏犪犾狌犲，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犛狓（狌狀犻狋：℃）犪狀犱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犇′（狌狀犻狋：％）

站名
春 夏 秋 冬

Δ犜 犛狓 犇′ Δ犜 犛狓 犇′ Δ犜 犛狓 犇′ Δ犜 犛狓 犇′

榆林 １．４２ １．５０ ２２．３３ １．５２ １．４３ ８．２７ ０．９４ １．３１ １８．２５ ０．７０ １．３１ ６．９３

横山 １．１０ １．２６ １５．０３ １．２８ １．２３ ６．７０ ０．８１ １．０９ １２．８１ ０．７１ １．１３ ８．４３

定边 ０．８４ １．４８ １１．８７ １．０４ １．３５ ５．６７ ０．２４ １．４５ ３．７６ －０．０８ １．７０ １．０１

绥德 １．０２ １．１９ １１．５４ １．１１ １．１３ ５．５０ ０．９０ １．０７ １２．４０ ０．７６ １．０５ １０．５５

吴起 １．７３ １．５９ ３１．２８ １．７５ １．３８ １０．４９ １．１４ １．３１ ２４．６２ １．１８ １．３９ １３．０５

延安 １．５１ １．３８ １９．２８ １．５８ １．２２ ８．５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４．７６ ０．８６ １．１０ １３．１４

洛川 ０．４１ １．０１ ４．９８ ０．７５ ０．９０ ４．０５ ０．１４ ０．８５ １．７４ －０．１７ ０．８７ ３．９７

长武 ０．５３ １．２８ ７．３２ １．０７ １．１５ ６．０２ ０．１８ １．１５ ２．４４ －０．２３ １．３０ ４．８７

铜川 ０．９４ １．４０ １１．３３ １．３６ １．２６ ７．１５ ０．６３ １．１８ ７．５２ ０．４４ １．２５ １１．６１

宝鸡 ０．８０ １．２９ ７．１９ ０．８９ １．１３ ４．００ ０．４３ １．０１ ３．８９ ０．４３ １．０５ ８２．３７

西安 ０．７６ １．３８ ６．４３ ０．９７ １．３３ ４．２１ ０．２８ １．０９ ２．３７ ０．１９ １．１１ ５０．３１

武功 ０．８６ １．２８ ７．８３ １．０６ １．１６ ４．７６ ０．３９ ０．９６ ３．４５ ０．２７ １．０６ ３８．０５

商县 ０．７６ １．２３ ７．１９ １．０２ １．０７ ４．９０ ０．６１ １．０８ ５．５９ ０．４８ １．０６ ２５４．９９

佛坪 ０．６９ １．２７ ７．４６ ０．９９ ０．９７ ５．４３ ０．２６ ０．９０ ２．６４ ０．１７ ０．９３ ９３．７７

镇安 ０．８５ １．３１ ７．８９ １．１４ １．０２ ５．５９ ０．５９ ０．９６ ５．３６ ０．４９ ０．９６ ６９．５４

略阳 ０．９２ １．３６ ７．９２ １．３２ １．２１ ６．４８ ０．７０ １．１０ ６．０９ ０．５０ １．１６ ３１．０１

汉中 ０．７５ １．０７ ５．８７ ０．９０ ０．８９ ３．９６ ０．２９ ０．７７ ２．１８ ０．２６ ０．８４ １１．０９

石泉 １．１０ １．３１ ８．９７ １．３１ １．１０ ５．９８ ０．６６ ０．９７ ５．１３ ０．６６ １．０６ ２８．５１

安康 ０．８４ １．２６ ６．１５ １．０４ １．０５ ４．３６ ０．５０ ０．９０ ３．４６ ０．４６ ０．９４ １４．１１

平均 ０．９４ １．３１ １０．９４ １．１６ １．１６ ５．９０ ０．５６ １．０７ ７．２９ ０．４３ １．１２ ３９．３３

（１０．９４％），夏季最小（５．９０％）。分区域来看，陕北

的相对差值均为春季最大，其中吴起站误差最为显

著（相对差值３１．２８％），而关中和陕南地区相对差

值冬季最大，部分台站相对差值超过了１００％。

总之，广泛存在的正偏差（仅定边、长武、洛川站

冬季为弱的负偏差），说明传统的赋值方法高估了

０２时气温，而且这种误差会最终传递到日平均气温

上。全省平均而言，日平均气温约高估了０．１９℃，

其中冬季高估０．１１℃，夏季高估０．２９℃。

２．２　误差原因初探

２．２．１　纬度和季节因素

为探寻上述误差的原因，用前一日２０时气温

（犜２０）、当日最低气温（犜ｍｉｎ）和当日０８时气温（犜０８）

分别与当日０２时实测气温（犜０２）求差值。平均而

言，０２时气温与前一日２０时气温差值的绝对值最

大（３．９５℃），与当日０８时气温差值最小（０．９８℃），

而且这种规律性在全省１９个站中高度一致（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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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从前一日２０时气温（犜２０）、当日最低气温

（犜ｍｉｎ）、当日０８时气温（犜０８）与当日０２时实测气温

（犜０２）的相关系数来看，三者中０２时气温与前一日

２０时气温的相关性最差，而与当日最低气温（犜ｍｉｎ）、

当日０８时气温（犜０８）的相关系数存在地域差异，在

纬度较高的陕北犜０２与犜ｍｉｎ相关性最高，在纬度较低

的陕南犜０２与犜０８相关性最高。这些都表明２０时气

温与０２时气温的关联性较弱，在赋值过程中不足以

占到５０％的权重。

用陕西６个基准站（定边、绥德、洛川、西安泾

河、汉中和安康）２００９年的逐时气温资料来分析气

温的日变化规律，以安康站为例（图１），一天中气温

的最低值通常出现在日出前后（即０６—０８时），冬季

最低气温出现时间偏晚（贴近０８时），夏季偏早（在

０６时前后）。而且气温日较差也在夏季最大，主要

因为夏季太阳高度角大，日照时间长，白天温度较

高，到傍晚２０时虽然太阳辐射减弱，但辐射冷却时

间不长，地面累积热量较高，地面的热量传递给空

气，使２０时气温仍较高，故夏季用前一日２０时气温

与当日最低气温的平均值来替代０２时气温的差值

Δ犜（１．３℃）较冬季（０．９℃）大。

图１　安康站夏季（ａ）、冬季（ｂ）气温日变化图（虚线表示Δ犜）

Ｆｉｇ．１　Ｄａｉｌ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Ａｎｋａ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ｂ）

（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Δ犜）

２．２．２　天气因素

进一步求算６个基准站犜２０与犜０２的差值，以及

差值与前一日日照时数的相关系数（表３），在０．００１

显著性水平下，各站一年四季均显著相关，即当前一

天的日照时数长时，犜２０与犜０２的差值也较大，当前

一日的日照时数短时，相应差值较小。换句话说，当

前一天天气较晴朗时，地球吸收的太阳辐射多，２０

时地面贮存热量仍较高，地面向空气传递的热量致

使２０时的气温在一天中仍相对较高，犜０２并不处在

表３　犜２０与犜０２的差值以及差值与

前１日日照时数的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犇狏犪犾狌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狆狉犲狏犻狅狌狊犜２０犪狀犱

犜０２犪狀犱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狅犳犇狏犪犾狌犲

犪狀犱狋犺犲狆狉犲狏犻狅狌狊犱犪狔狊狌狀狊犺犻狀犲犺狅狌狉狊

站名 差值／℃ 春 夏 秋 冬

定边 ４．４６ ０．４４ ０．５６ ０．３６ ０．１９

绥德 ４．８５ ０．６２ ０．６６ ０．６７ ０．５１

洛川 ３．４８ ０．６５ ０．７０ ０．６６ ０．５３

西安 ３．３７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５６ ０．４６

汉中 ２．９２ ０．７４ ０．７２ ０．６９ ０．６１

安康 ３．３９ ０．７６ ０．７２ ０．７５ ０．６９

１／２（犜２０＋犜ｍｉｎ）的位置，因此用公式（１）计算出的

犜０２′比真实气温要高。分析前一日２０时地温与当

日０２时地温的差值，以及差值与当日０２时气温的

相关性，存在同样规律。

　　综合来看，传统方法的赋值误差大小明显受制

于前一天太阳辐射的强弱变化。台站所处的纬度，

以及季节、天气状况所引起的辐射强弱的影响，基本

上是通过赋值变量之一的前一日２０时气温传导而

来的。

２．３　插值方案的改进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台站既有的观测数据条件，

笔者拟引入前一日２０时气温（犜２０）、当日最低气温

（犜ｍｉｎ）和当日０８时气温（犜０８）三个赋值因子，用逐

步回归分析方法对每个站的０２时气温进行拟合

（式５），并用显著性水平０．０５的犉检验对因子进行

判别。当某因子未通过犉检验时，对应的系数β犻为

零，表示该因子不引入。这样下来，定边、横山、长

武、西安站春季；榆林站夏季；绥德、宝鸡站冬季０８

时气温（犜０８）被剔除。其余站或季的３个自变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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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引入回归方程（表４）。经独立性检验，在０．０５的

显著性水平，经过逐步筛选最后得到的回归方程均

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１９个站四个季节的回归误

差均近似为零。

此外，为了使回归效果达到最佳（即残差最小），

保留了常数项，且不强制常数项为零。从１９个站的

拟合效果来看，０２时气温的线性拟合值（犜０２″）与实

测值（犜０２）的平均残差为０或者近似为０。１９站均

调低了前一日２０时气温（犜２０）的权重系数（β２）。在

０８时气温（犜０８）未被引入的二元回归方程中最低气

温的权重（β３）显著调增了，不再是传统方法中各占

５０％。而在引入了０８时气温（犜０８）的三元回归方程

中β１、β２ 和β３ 也不是等同的，站与站之间也存在差

异性，例如在镇安、石泉、安康等陕南地区，０８时气

温的权重是明显加大的（表４）。这与２．２．１节的相

关性分析结果也是一致的。总之，对０２时不观测且

无自记仪器的台站，可以用以上３个变量采取逐步

回归的方法进行插补。

表４　逐步回归方程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犜犪犫犾犲４　犚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狅犳犲狏犲狉狔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狅犳狊狋犲狆狑犻狊犲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犲狇狌犪狋犻狅狀

站名
春 夏 秋 冬

β０ β１ β２ β３ β０ β１ β２ β３ β０ β１ β２ β３ β０ β１ β２ β３

榆林 ０．５５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７３ ０．１９ ０ ０．２７ ０．７５ ０．５７ ０．０８ ０．２９ ０．６１ ０．２６ ０．０９ ０．４０ ０．５３

定边 ０．２４ ０ ０．３８ ０．６０ ０．２７ ０．１０ ０．３０ ０．６０ ０．５４ ０．１０ ０．３７ ０．５２ ０．５９ ０．１６ ０．４０ ０．４５

吴旗 ０．５６ ０．０７ ０．２６ ０．６６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２１ ０．６６ ０．３５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７２

横山 ０．２１ ０ ０．３６ ０．６３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２８ ０．６１ ０．２７ ０．１９ ０．３３ ０．４６ ０．２３ ０．０９ ０．３９ ０．５３

绥德 ０．２２ ０．１１ ０．３５ ０．５２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３０ ０．５７ ０．３１ ０．１９ ０．３２ ０．４７ ０．２８ ０ ０．３６ ０．６４

延安 ０．３５ ０．０７ ０．２８ ０．６４ ０．２２ ０．０７ ０．２３ ０．７０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２８ ０．３７ ０．１５ ０．０７ ０．３７ ０．５８

长武 ０．１９ ０ ０．４２ ０．５４ ０．５３ ０．０６ ０．２９ ０．６３ ０．５６ ０．２０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３５ ０．１２ ０．３８ ０．４８

洛川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４６ ０．３９ ０．６９ ０．０７ ０．３７ ０．５２ ０．１７ ０．２３ ０．４４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２１ ０．５１ ０．２６

铜川 ０．３５ －０．０７ ０．３３ ０．７２ １．１９ －０．０７ ０．２４ ０．８０ ０．５２ ０．１６ ０．２６ ０．５６ ０．５１ ０．０５ ０．３２ ０．６６

宝鸡 ０．４１ ０．０９ ０．３１ ０．５７ －０．０９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５３ ０．３３ ０．２９ ０．３０ ０．４１ ０．４２ ０ ０．３２ ０．６９

武功 ０．５７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６３ －０．５１ ０．１２ ０．２７ ０．６４ ０．５４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８ ０．４８ ０．０８ ０．３４ ０．５９

西安 ０．３８ ０ ０．３５ ０．６３ －１．００ ０．０５ ０．３２ ０．６９ ０．４２ ０．１５ ０．３６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１６ ０．３２ ０．５１

略阳 ０．６２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４７ ０．７６ ０．２５ ０．２７ ０．４３ ０．２９ ０．３３ ０．１９ ０．４７ ０．４４ ０．３２ ０．２５ ０．４０

汉中 ０．５６ ０．２０ ０．３１ ０．４５ ０．６１ ０．１１ ０．２７ ０．６０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３ ０．２７ ０．２０ ０．１２ ０．３７ ０．５０

佛坪 ０．５３ ０．２３ ０．２９ ０．４４ １．０７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７５ ０．４６ ０．２６ ０．３０ ０．４１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３５ ０．４３

商县 ０．３５ ０．２７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６７ ０．２８ ０．２６ ０．５０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２８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２１ ０．３５ ０．４４

镇安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２７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４１ ０．２０ ０．３８ ０．３５ ０．５９ ０．２９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５２ ０．３４ ０．１３

石泉 ０．７３ ０．４４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３７ ０．３０ ０．１８ ０．５１ ０．２９ ０．６２ ０．２４ ０．１２ ０．２２ ０．３２ ０．３０ ０．３８

安康 ０．６６ ０．４７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０７ ０．３０ ０．２２ ０．４９ ０．１８ ０．５９ ０．２７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３８ ０．３４ ０．３０

２．４　新插值方法对气温序列的修正效果

如上所述，新方案综合考虑了纬度、季节等因

素，对于插值误差的修正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同时，

用插补后的资料重新计算日平均气温，势必会进一

步对月平均气温、年平均气温，甚至更长尺度气温变

化趋势产生修正作用。据对原始气象记录报表的查

证，１９个台站中有５个台站在相应的历史时段曾用

式（１）所示的传统方法对０２时气温进行了插补（见

表５），但是利用表４的回归方程对上述５个站的０２

时气温重新赋值，发现年平均气温值降低了０．１～

０．４℃，月平均气温甚至可下降０．５℃，如石泉站

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９６９年８月、１９７２年８月和横山１９６８

年６月。由图２可见，两条序列之间的差异呈周期

性变化，这与２．１及２．２节分析讨论是一致的，即传

统方法导致春、夏季气温明显偏高。

表５　台站资料时段及原始与新的年平均气温

犜犪犫犾犲５　犛狋犪狋犻狅狀狀犪犿犲犪狀犱狋犺犲狋犻犿犲犳狉犪犿犲

狅犳犱犪狋犪，狋犺犲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犪狀犱狀犲狑狔犲犪狉犾狔

犪狏犲狉犪犵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站名 资料时段
年平均气温／℃

原始 新

定边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日—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７．８ ７．７

横山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８．４ ８．１

长武 １９６０年８月１日—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９．２ ９．１

武功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２．９ １２．７

石泉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１９７３年８月３１日 １４．７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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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原始与新的月平均气温差值序列

（ａ）石泉、定边、长武，（ｂ）武功、横山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ｎｅｗ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ｏｒ

（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ｉｑｕａｎ，Ｄｉｎｇｂｉａｎ，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ｗｕ，（ｂ）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ｕｇｏｎｇａｎｄＨｅｎｇｓｈａｎ

３　小　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对于每天只进行３次观测（夜间不观测）的

一般站，现行《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中传统方法所赋

予的０２时气温的替代值比实测值偏高，陕西全省

１９个站平均偏高０．７７℃。同时可能导致日平均气

温高估０．１９℃，其中冬季高估０．１１℃，夏季高估

０．２９℃。

（２）传统方法的赋值误差大小明显受制于前一

天太阳辐射的强弱变化。台站所处的纬度，以及季

节、天气状况所引起的辐射强弱的变化，基本上是通

过赋值变量之一的前一日２０时气温传导而来的。

（３）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将传统方法的平均

加权法调整为多因子非对称加权，显著减小了前一

日２０时气温的权重，降低了辐射强弱的影响，赋值

与实测值更为接近，１９个站平均偏差近似为零。在

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新的回归方程均具有显著的统

计学意义，并对月平均气温、年平均气温产生一定的

修正作用，年平均气温值可调降０．１～０．４℃，月平

均气温甚至可下降０．５℃。

致谢：本文得到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周自江老师的悉心

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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