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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许昌市气象局提出。

本文件由许昌市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许昌气象站、许昌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郑州气象站、河南省特种设备检验

技术研究院许昌分院、鄢陵县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与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于伟娟、王晨、邱洋、徐景花、李鹏、李文峰、张晓娟、李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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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气象站应急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定了应急工作流程、规定了应急信息报送和后期处置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许昌市行政区域内气象站的应急保障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7966 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指南

GB/T 33703 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

GB/T 35221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总则

GB/T 3523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自动观测

HN41-Y2C-SJ00-QI-03 国家级自动气象站维修台站级作业指导书

HN41-Y2C-SJ00-QI-12 省级常规气象站维修市级作业指导书

3 术语和定义

GB/T 27966、GB/T 33703、GB/T 35221、GB/T 3523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动气象站

一种能自动地观测、存储和传输地面气象观测数据的设备。

[来源：GB/T 35221-2017,3.3]

3.2

应急预案

面对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环境公害及人为破坏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

[来源：GB/T 27966-2011,3.1]

4 组织机构

成立气象站应急服务小组，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服务保障和安排。

5 应急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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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应急服务小组应建立处置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保证人力、物力、气象服务技术的储备

出现突发事件时，气象站应急服务小组应迅即启动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对本系统内现有人员、设

备、信息等进行资源整合、统一协调，确保发现、报告、调度、指挥、处置等环节的紧密衔接，达到对

突发事件及时应对、有效控制和快速处置。基本原则如下:

a) 快速反应，科学应对；

b) 属地管理，条块结合；

c) 系统联动，资源整合。

6 基本气象站应急工作流程

6.1 应急会商研判

依据部门内部会商分析研判结果，气象站应急服务小组组长应组织召集有关业务员及可能受到突发

事件影响较大或需要提供应急保障服务的县（市、区）气象服务机构，开展应急工作。

6.2 应急预案启动

依据气象站突发事件的类别和紧急程度，应启动应急预案，气象站值班负责人报应急小组组长，做

好应急工作安排，应急情况于启动应急当天下班前报业务管理部门。

6.3 应急预案

6.3.1 雷雨天气应急预案

a) 防雷要求：进入雷雨季节，站内所有人员应时刻关注预报预警服务，了解雷暴强度和时间，

密切关注雷雨天气动向。应断开除值班室、机房外的所有房间电源。雷暴天气时间内，除了

观测场和值班室的仪器设备处于正常外，其余所有房间的用电设备都应处于断开状态（电源

线和信号线拔掉）。以及汛期内值班人员保证 24 h 接听电话，重大恶劣天气发生时应加强夜

间值守；

b) 雷雨天气到来时：雷电来临前应断开总电源，断开多余的用电设备，保障自动站数据的采集

和发送（见图 1）。若遇变压器故障或供电线路故障，参考市电中断应急处理流程；

c) 雷雨天气结束后：检查观测场主采、各分采及串口服务器电源箱有无因雷暴跳闸，如有跳闸，

及时恢复总电源，查看指示灯是否有异常。

图 1 强雷暴天气过程断电流程图

6.3.2 冰雹应急观测步骤

a) 最大冰雹的最大直径：确认观测到冰雹，应测定最大冰雹的最大直径，以毫米（mm）为单位，

取整数

关注预报预警服务，

了解雷暴强度和时

间

断开市电总电源 UPS电源保障值班室

基本业务运行

雷暴结束后，确定电

压无异常后恢复总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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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最大平均重量：当最大冰雹的最大直径大于 10 mm 时，应同时测量冰雹的最大平均重量，以

克（g）为单位，取整数，均记入纪要栏。测量方法是：选拣几个最大和较大的冰雹，用秤直

接称出重量，除以冰雹数目既得冰雹的最大平均重量。或者将所拣冰雹放入量杯中，待冰雹

融化后，算出水的重量，除以冰雹数目就是冰雹的最大平均重量。

c) 编发重要天气报（将测量后的最大冰雹直径录入）:始报标准：气象台站出现冰雹，10 min 内

编发重要天气报；续报标准：同次过程中，冰雹直径增大 10 mm 或以上。

d) ISOS 软件出现冰雹报警信息响应：接到冰雹报警后结合当地天气状况对该天气现象进行确认。

如确认正确，则保持原记录不变并立即开展冰雹应急观测；如确认错误，在 ISOS 软件内进行

该天气现删除或订正，编发更正报：白天时段（08 时～20 时），出现后立即处理完毕；夜间

时段（20 时～次日 08 时），次日 9 时前处理完毕；确认错误并进行处理后应在当日进行元数

据信息填报。

e) 特殊天气维护：出现冰雹等特殊天气前后，须对仪器设备进行巡视维护。完成特殊天气过程

维护后，应在“天元”填报地面气象观测“值班日志”处记录特殊天气维护情况。

f) 纪要栏记载：最大冰雹的最大直径、最大平均重量（直径>10 mm）均记入纪要信息“冰雹记

载”并填报 MDOS 纪要信息。1)

6.3.3 市电中断应急预案

a) 准备工作：每周三站内全体职工应熟悉发电机操作流程，并对发电机进行调试运行，每次运

转时间不少于 30 min，关闭发电机时应先关闭化油器开关，让机器自行熄灭。另查看站内储

备的汽油、机油是否充足，及时补充；

b) 接到停电通知后：按准备工作流程操作，检查发电机状态，确保停电情况下发电机供电正常；

c) 站内市电中断时：询问电管所停电原因，关闭配电箱空开及所有与业务不相关的用电器，确

保 UPS 电源续航时间；提前查看调试好发电机，保证长时间停电时的电源供电。2)来电时不要

急着切换回线路，应等市电稳定后再做切换（见图 2）。

1) 如 XXXX 分本站出现冰雹，最大冰雹的最大直径为 11 mm，冰雹的最大平均重量为 6 g；XX 时 XX 分本站出现冰雹，最大冰雹的直径最

大直径为 6 mm，随降随化。

2) 如停电时长小于5 h，时刻关注高压市电情况，来电后闭合总电源。

3) 使用发电机发电期间，切记拔掉气溶胶空调开关，当市电正常后，确保空调正常运行。

图 2 市电中断流程

询问电管所停电原

因，及预计停电时

长

断开市电总电源 断开值班室不必要

的电脑及用电器

测试发电机，让发

电机运行不少于30

min，确保无故障

时刻关注高压市电

情况，来电后，恢

复总电源

UPS电源和发电机

交替使用

UPS电源供电情况，

在电量为40％时，

启动发电机供电

停电时长大于等于

5 h

停电时长小于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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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后，应注意发电机和 UPS 的配合使用，先用 UPS 工作 2 h，再切换到发电机工作 2 h，保障发

电机停止工作时 UPS 电量充足。3)

e) 站内供电异常：断开市电总开关，关闭值班室不必要的电脑、用电器及站内全部用电器，对

故障问题进行尽快处理和修复，故障解决后确定电压无异时闭合总电源（见图 3）。

图 3 站内供电异常

6.3.4 网络中断应急预案

a) 确定为启用无线网卡，保障自动站数据传输；

b) 确定为站内网络还是站外网络故障。首先 ping 本站内网网关，如不通检查主机网卡、网线、

交换机、路由器工作状态，排除站内网络故障。畅通则说明该电脑可正常访问路由器，站内

网络没有问题；

c) 检查内网光纤收发器工作状态，正常情况下指示灯状态为六灯亮（其中两灯闪亮）；

d) 联系网络服务公司故障后，网络还未恢复，联系市气象局网络管理进行检查维修；

e) 当出现某一网络运行商设备故障造成观测设备数据通信故障，但仍有互联网服务时，气象站

值班人员应先利用现有网络条件，采用手动下载数据，将数据传送到其他台站或者河南省气

象探测数据中心，将数据入到 ISOS 软件 bin\awsnet 文件夹下，上传省级中心站；

f) 恢复网络，记录响应处理过程及结果。（见附录 A）

6.3.5 自动气象站应急预案

a) 如新型站单个要素出现问题，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风向、风速、地温、草温记录异常时，

正点时次的记录按照正点前 10 min 内（51 min～00 min）,接近正点的正常记录、正点后 10 min

内（0 min～10 min）接近正点的正常记录、备份站记录、内插记录（内插可以跨日界）的优

先顺序进行代替；其中风向、风速异常时，均不能内插，瞬时风向、瞬时风速异常时按缺测

处理。日常工作中站内应保持备份机与主机同时运行并备份。

b) 如新型站全部要素出现问题，则用备份气象站代替；日常工作中站内应保持备份机与主机同

时运行并备份。

c) 因自然灾害出现新型站和备份站同时故障，宜采用距本站最近的多要素区域站数据代替：首

先确定代替站点，组织其他台站代替受毁台站上传数据，其次本站值班人员从 MDOS 平台读取

备份站基本气象数据（气温、风向、风速、气压、降水、湿度））手工录入到 ISOS 软件，并

上传省级中心站。白天每小时上传 1 次数据；夜间无降水时，第 2 天 06 时前补传夜间每 1h

数据，夜间有降水时。每小时上传 1次数据，直到本站修复，月底报表做好备注。

d) 如出现 a)、b)情况由当班员处理，如出现 c)情况，立即向应急小组负责人报告，由值班员和

接班员共同处理，其他人协助处理。

6.3.6 其他情况应急预案

断开市电总电源 UPS电源保障值班

室基本业务运行

对故障问题及时

处理修复

故障解决后，确定

电压无异常后恢

复总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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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重大天气过程前、后仪器设备的检修、维护工作，确保各类仪器设备运行

正常。其他非人为原因导致无法到达气象站点修复损坏观测设备，应由区域站保障人员按照

《HN41-Y2C-SJ00-QI-03国家级自动气象站维修台站级作业指导书》和《HN41-Y2C-SJ00-QI-12省级常规

气象站维修市级作业指导书》向市级气象主管机构进行报备，后续恢复按照省级业务管理部门意见进行

处置。

6.3.7 气象站应急保障服务工作结束一周内，及时召开过程总结会。

7 应急信息报送

气象站应急保障服务工作结束后，值班职员在实施应急预案结束后24h内将本站工作总结存档并报

送至业务管理部门。

8 后期处置

应急保障服务工作结束后，排查内部设施受损情况，依据受损情况，实施应急后恢复。气象站应继

续按照职责做好实时监测、加密观测、跟踪服务气象工作，在实行应急保障服务工作期间所进行的现场

监测资料、主要服务材料等应当全部整理归档。并定期组织开展气象突发事件应急培训与演练，提高应

急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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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网络中断应急处理流程

流程描述：

1、启用无线网卡，详

细方法自行学习。

2、内网网关畅通则说

明该电脑可正常访问

内网路由。

3.1、注意区分内网所

用光纤收发器，正常情

况下指示灯状态为六

灯亮（其中两灯闪亮）。

3.2、出现故障联系网

络管理员。

4.1、主要检查业务电

脑网线是否松动、IP地

址是否正确等。

4.2、站外故障主要为

市局或移动、联通公司

故障。

5、恢复网络。

内网中断

1 启用无线网卡，确保数据正常上传

2 Ping本站网关

是否畅通

3.1 检查光纤收发

器指示灯是否正常

3.2 站内故障，检查站内网

络，或联系台站网络管理员

4.1 站内网络正常，检

查业务电脑设置等

4.2 站外网络故障，联系

市局网络管理员

5 网络恢复

6 记录相应处理过程及结果

流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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