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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2021年重庆地面气象台站
元数据变动特征分析①

廖伟, 朱君, 赵美艳, 李奇临, 盖长松

重庆市气象信息与技术保障中心,重庆401147

摘要:利用重庆1935-2021年37个地面气象台站(含2个已撤销站)元数据(LD文件),统计分析元数据主要项变

动特征,结果表明:重庆地面气象台站最早建于1935年,建站年份集中在1957年、1959年;截至2021年,所有台

站共计迁站76次,迁站年份主要是1954年、1961年及2015年,迁站较多的是北碚站和武隆站;元数据主要项总

共变动16997次,平均每站变动459.4次,酉阳站、沙坪坝站、北碚站变动较多,金佛山站、陈家坪站及大足站变

动较少;观测要素和观测仪器的变动占比70%,构成了元数据变动的主要部分;观测要素的变动集中在1957年、

1959年及1980年,变化最多的台站是天城站,其次是北碚站和巫溪站;观测仪器的变动主要发生在1980年、

2004年、2014年、2015年,变动频繁的台站是酉阳站、沙坪坝站、北碚站,八大主要观测要素仪器变动最频繁的是

风向风速仪器,其次是气温,变动最少的是蒸发,仪器变动频繁的年代与新观测规范的实施、台站观测任务的调整

或者自动观测设备启用的年份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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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etadata(LDfile)of37groundmeteorologicalstations(including2cancelledstations)in
Chongqingfrom1935-2021wasusedtostatisticallyanalyzethechangecharacteristicsofmainitems.The
resultsshowedthatChongqingsurfacemeteorologicalstationswerefirstbuiltin1935,mainlyin1957and
1959.By2021,allstationshadbeenrelocated76times,mainlyin1954and1961.BeibeiandWulongare
themostfrequentlyrelocatedstations.Themainitemsofmetadatahavechanged16997timesintotal,

withanaverageof459.4changesperstation.ThereweremorechangesoccurredinYouyang,Shapin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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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Beibei,andfewerchangesoccurredinJinfoshan,ChenjiapingandDazu.Thechangeofobservationele-
mentsandinstrumentsaccountsfor70%,constitutingthemainpartofmetadata.Thechangesofobserva-
tionelementswereconcentratedin1957,1959and1980.Thestation withthe mostchangeswas
Tiancheng,followedbyBeibeiand Wuxi.Thechangesofobservationinstrumentsmainlyoccurredin
1980,2004,2014and2015.ThestationswithfrequentchangeswereYouyang,ShapingbaandBeibei.The
winddirectionandwindspeedinstrumentschangedthemostfrequently,followedbyairtemperature,and
evaporationchangedtheleast.Theyearsoffrequentinstrumentchangesarebasicallyconsistentwiththe
implementationofnewobservationspecifications,theadjustmentofstationobservationtasks,ortheyear
whenautomaticobservationequipmentwasused.
Keywords:Chongqing;metadataofgroundstation;changecharacteristics

气象台站元数据是气象观测记录数据的重要背景信息,是了解气象数据、管理气象数据、应用气象数

据所必需的基础信息[1],其涉及的站址迁移、观测要素的增减、观测仪器的变化、观测时制和观测时次的

变更等内容都对气象资料的均一性和比较性产生影响,能够为气候资料应用、气候预测及其变化研究等领

域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2-7].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台站元数据的收集、存档和利用,

并成为国际间气象数据交换所提供的重要内容之一[1].
近年来,黄晓龙等[8]开展了四川省内气象台站建站至2016年的元数据变动特征分析;刘霄等[9]对四川

省内的地面气象台站元数据文件质量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台站元数据文件整编的工作得失,促进了当地气

象档案工作和气象业务的优化和完善;张智等[10]对宁夏地面气象台站元数据的变化特点及质量进行评估,

对站址迁移、观测仪器变动次数的空间分布等内容进行研究.本文以重庆地区地面气象台站1935-2021年

的元数据为基础,研究其变动特征,拟为重庆本地气候资料处理、应用及研究提供基础信息.

1 资料和方法

2022年4月,中国气象局组织开展各省市地面气象观测台站元数据汇交整理工作,本文在此基础上,

通过收集、整理、查阅重庆市地面气象观测记录月报表、年报表、地面气象观测数据文件(A文件)、地面分

钟观测数据文件(J文件)、地面气象年报数据文件(Y文件)以及《台站档案》,对重庆市1935-2021年37个

地面气象台站(含2个已撤销站)的元数据(LD文件)进行了汇编整理和统计分析.地面气象台站元数据

(LD文件)内容涉及台站名称(01项)、区站号(02项)、台站级别(03项)、所属机构(04项)、台站位置(05
[55]项)、台站周围障碍物(06项)、观测要素(07项)、观测仪器(08项)、观测时制(09项)、观测时间(10项)、

守班情况(11项)、其他变动事项(12项)、图像文件(13项)、观测记录(14项)、观测规范(15项)、数据来源

(19项)、文件编报人员(20项)[1].
本文着重从站址迁移、观测要素的增减、观测仪器的变化、观测时制和观测时间的变更这几个角度出

发,统计整理37个LD文件各主要项的变动次数,浅析重庆地面气象台站元数据变动特征.

2 元数据变动特征

2.1 总体概况

重庆37个地面气象台站1935-2019年元数据各项内容共变动16997次,平均每站变动459.4次.
如图1所示,变动次数最多的项目是观测仪器(08项)(10196次),占比约60%,其次为观测要素

(07项)(1663次),占比约10%;变动次数最少的项目是文件编报人员(20项)(37次),其次是区站号

(02项)(38次).观测要素(07项)和观测仪器(08项)这2项的变动占比高达70%,构成了地面台站元数

据变动的主要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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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站统计(图2),变动次数排名前三的台站依次为酉阳站(719次)、沙坪坝站(659次)以及北碚站

(644次),此3站的建站时间早、台站级别高是导致变动较多的主要原因.变动少的台站依次为金佛山站

(245次)、陈家坪站(267次)和大足站(352次).

图1 元数据各项变动次数

图2 各台站元数据变动次数

2.2 主要项变动特征

2.2.1 台站位置(05项)

根据表1可知,重庆地区气象台站最早于1935年建站,建站年份集中在1957年(9站)以及1959年

(13站).除了沙坪坝站、城口站、长寿站及陈家坪站外其余33站均有迁站,截至2021年,共计迁站76次.
迁站最多的是北碚站(6次),其次是武隆站(5次).迁站较多年份是1954年(5次)、1961年(5次)、2015年

(4次).
如表2所示,从迁站年代来看,1935-1960年迁站20次,1961-1970年迁站13次,1971-1980年迁

站4次,1981-1990年迁站1次,1991-2000年迁站9次,2001-2010年迁站12次,2011-2021年迁站

17次.五六十年代及近几年迁站频繁,80年代迁站最少.早些年由于建站经验不足导致1954-1960年期间

台站迁站次数比较多,近年来由于城市化加剧,测场环境改变导致2011-2021年迁站次数仅次于建站初

期.从迁站距离来看,迁站小于1000m的有23次,占比最高,达31%,迁站距离在1000~2000m之间

的有8次,2000~5000m有9次,5000~10000m有7次,迁站距离超过10000m的有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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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台站迁站情况整理

台站名 建站年份 迁站次数/次 迁站年份

城口 1958 0
开州 1956 2 2001年;2021年

云阳 1957 3 1958年;1974年;2002年

巫溪 1956 2 1958年;1973年

奉节 1952 4 1954年;1957年;1980年;2003年

巫山 1959 3 1961年;2003年;2015年

潼南 1959 2 1995年;2018年

垫江 1957 2 2002年;2017年

梁平 1951 2 1953年;1995年

天城 1954 2 1961年;1966年

万州 1959 1 1962年

忠县 1959 3 1961年;1969年;1997年

石柱 1957 1 2007年

大足 1957 1 2019年

荣昌 1959 3 1961年;1964年;2008年

永川 1957 4 1963年;2000年;2007年;2010年

万盛 1963 1 2015年

铜梁 1959 1 2013年

北碚 1935 6 1942年;1946年;1954年(迁2次);1955年;1960年

合川 1959 1 2015年

渝北 1959 2 1967年;2003年

璧山 1959 1 2007年

陈家坪 1965 0
沙坪坝 1943 0
江津 1955 3 1982年;1995年;2000年

巴南 1959 2 1991年;2011年

南川 1957 2 1961年;2013年

长寿 1959 0
涪陵 1952 1 2013年

丰都 1959 2 2001年;2020年

武隆 1957 5 1959年(迁2次);1966年;1993年;2016年

黔江 1959 2 1974年;2015年

彭水 1945 3 1947年;1954年;1994年

綦江 1957 3 1960年;1963年;2011年

金佛山 1953 1 1956年

酉阳 1937 4 1945年;1949年;1954年;2012年

秀山 1957 1 2016年

表2 按年代统计台站迁站距离出现次数

年代
0<距离≤
1000/m

1000<距离≤
2000/m

2000<距离≤
5000/m

5000<距离≤
10000/m

距离>
10000/m

不明距离/m

1935-1960年 8 2 1 3 3 3
1961-1970年 3 2 1 1 3 3
1971-1980年 2 0 0 0 2 0
1981-1990年 1 0 0 0 0 0
1991-2000年 4 1 0 0 1 3
2001-2010年 4 2 4 0 0 2
2011-2021年 1 1 3 3 0 9

2.2.2 观测要素(07项)的增减

07项总共变动1663次,是仅次于观测仪器变动的第二大项.变动集中在1957年(179次)、1959年

(258次)及1980年(174次).50年代变化较多的原因是台站大都在这几年建站,而1980年变化较多则是因

为新观测规范[12]的实施,各台站观测任务调整,导致变化次数较多.
变化最多的台站是天城站(77次),其次是北碚站(71次)和巫溪站(68次).天城站由于早些年多次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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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重新建站(1961年1月1日由万县气象站迁至沙河子上坪姜家堡,1962年6月30日该站撤销;

1966年1月1日万县气象站重新建立,由于姜家堡原站址滑坡,故迁至万县安乐公社上坪大队第八生产

队,1968年12月31日撤销;1971年7月1日重新恢复万县气象站并开展工作至今),导致多个年份(1962年

7月1日—1965年12月31日及1969年1月1日-1971年6月30日)未进行气象观测,而07项需详细编

报各要素实际观测的起止时间,所以天城站变动最为频繁.
2.2.3 观测仪器(08项)的变化

由图1得知,08项总共变动10196次,是元数据所有内容中占比最高的一项.过半的比重直观地体现

了观测仪器的变化在整个元数据整编中的重要性.变化次数如此之大,究其原因可从此项的编报要求说起.
该项主要为编报定时器测和自动观测项目的观测仪器设备,一旦设备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国别或厂家以

及仪器距地或平台高度、平台距观测场地面高度这几个要素中其中任何一项发生变动,都必须逐条罗列,
分别编报,详尽体现各要素在各年代时间段使用的观测仪器信息.

仪器变动最频繁的台站是酉阳站(487次),其次是沙坪坝站(407次)、北碚站(405次),变动次数最少

的是金佛山站(121次),陈家坪站(167次)和巫溪站(184次)次之.
如图3所示,仪器变动主要发生在1980年(370次)、2004年(366次)、2014年(399次)、2015年(424次).

变动集中在这些年的主要原因是1980年因新地面气象观测规范[12]的实施,台站观测任务有了新的调整,仪器

因此也有了相应的变动;2004年自动气象站大规模建设,台站很多要素开始实施自动观测,启用了一批新的

自动观测仪器设备;2014年及2015年变动较多则是由于很多设备升级换代,更换了新的厂家和型号.

图3 仪器变动逐年统计分布图

08项主要涉及气压、气温、湿度、风、降水量、蒸发、日照、地温等观测要素仪器的变动.如表3所示,
这8要素仪器总共变动4984次,变动最为频繁的是风向风速仪器(1069次),其次是气温仪器(992次),
变动最少的是蒸发仪器(194次),其次是日照(248次).

表3 八要素观测仪器变动次数及变动集中年份统计

变动次数/次 变动集中年份(变动次数)

气压仪器 747 1980年(29),2002年(28),1964年(23)
气温仪器 992 1961年(88),2002年(52),1959年(40)
湿度仪器 300 2002年(21),2014年(19),2015年(17)
风仪器 1069 1963年(72),1969年(60),1965年(56)
降水量仪器 719 1960年(35),2002年(31),1980年(26)
蒸发仪器 194 1980年(40),1959年(15),1952年/1957年(9)
日照仪器 248 2019年(35),1961年(18),2014年(14)
地温仪器 715 1980年(44),1962年/1963年/2004年(30),1965年(28)

  观测仪器变动频繁的年代大都跟新观测规范[11-13]的实施、台站观测任务的调整或者自动观测设备启用

的年份基本吻合.其中变动次数最多的风速仪器在20世纪60年代变动最为频繁,因为在此期间所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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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重型维尔德测风器及EL型电接风向风速计安装高度多次调整;气温仪器变动次数排名第二,该项

1961年变动最多的原因在于该年起实施新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11](1961年版),气温仪器距地高度由

2.0m变成了1.5m,与此相关的百叶箱、干湿球温度表、周转及日转温度计等仪器安装高度都做了相应的

变更;降水量仪器同样也是因为1960年雨量器安装高度从2.0m改为0.7m导致变动最多;日照仪器自

2019年1月1日起启用自动观测,实施人工与自动平行观测,1-4月以人工观测资料为正式记录,5月以

后以自动观测资料为正式记录,所以日照仪器在2019年变动最为频繁.
2.2.4 观测时制(09项)和观测时间(10项)的变更

这2项变动主要集中在1960年(41次)和2002年(22次),由于1960年8月前后观测时制由地方平均

太阳时改为了北京时,观测时次也做了相应的变更,而2002年大多数台站启用自动观测,台站观测次数因

此改变,导致这两年变动次数最多.具体变动特征为:1935年1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观测时制为标

准时,定时观测次数为24次、16次、8次和6次;1954年1月1日至1960年7月31日观测时制为地方平

均太阳时,定时观测次数为4次(01时,07时,13时,19时)、3次(07时,13时,19时);1960年8月1日

至今观测时制为北京时,定时观测次数为4次(02时,08时,14时,20时)、3次(08时,14时,20时),
2002年启用自动观测以后,台站观测次数增加编报自动观测.

3 结论与讨论

1)重庆地面气象台站1935-2021年元数据主要项总共变动16997次,平均每站变动459.4次.变动

次数排名前三的台站是酉阳站、沙坪坝站、北碚站,金佛山站、陈家坪站及大足站变动较少.37个地面台站

最早1935年建站,建站年份集中在1957年及1959年.截至2021年,台站迁站共计76次,迁站最多的是

北碚站,其次是武隆站,迁站较多年份是1954年、1961年、2015年.早些年建站经验不足,近年来城市化

加剧、测场环境改变是导致这几年迁站较为频繁的主要原因.
2)观测要素的变动集中在1957年、1959年及1980年.20世纪50年代因为台站集中建站,1980年由

于新观测规范的实施,各台站观测任务调整,导致观测要素变动较多.变动最多的台站是天城站,其次是北

碚站和巫溪站;观测时制和观测时间的变更主要集中在1960年和2002年.
3)气象数据具有时间、空间、地域以及种类和要素多样等特点,针对地面气象观测台站元数据进行特

征分析是分析、检验、订正气候资料序列的科学依据.
总体来说,台站元数据是了解、管理、应用气象资料重要的基础信息,元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与台站日

常填报的备注、纪要等信息息息相关,因此为保证元数据的系统性、连续性和完整性,离不开台站及时、规

范、准确地填报.元数据及时地追加与完善,能够进一步提高元数据的时效性和可用率,发挥其对气象数据

研究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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