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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波段气象探测系统建设技术评估报告》主要介绍了项目建设的背景及项目计划的目标，说明
了项目的完成情况、实施进度和项目实施的组织情况，分析了L波段高空气象探测系统与国内、外探
空系统间的差异，对L波段高空气象探测系统项目的社会效益、工作效益、适用性、可靠性、环保效
益和可持续性等进行了评估。
　　《L波段气象探测系统建设技术评估报告》可供给从事天气、气候、气象探测等工作的人员参考
，同时希望能对今后类似项目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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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为全方位开展L波段高空探测系统培训，2006年中国气象局组织气象探测中心、浙江省
气象局、杭州市气象局编制了《高空气象探测业务培训》多媒体课件，课件涵盖了高空气象探测流程
的各个环节，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高空气象探测业务中正确操作方法和步骤，立体地规范了我国高空气
象探测业务，课件配发各站，普及了业务技术培训。
（2）前期技术骨干培养，后期技术骨干提高。
前文已提到了试验考核期间大气探测试验基地技术骨干的破土而出，在试验期间中国气象局调集一些
有C波段测风701C探测经验第一线的台站业务骨干进入探测基地参与考核，加强试验力量，同时这些
技术骨干得到培养提高，成为L波段高空探测系统台站建设时的技术中坚。
全国高空业务检查员在系统试验考核和建站期间参与大部分工作，在《常规高空气象观测业务规范》
编写后期，又参与修改审查，使这些骨干在实践中得到培养提高。
全国各级高空气象探测业务技术管理人员培训是在系统建设前期进行的，通过培训的业务管理人员形
成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L波段高空探测系统建设骨干网。
L波段高空探测系统随机维护培训，系统建设台站2名、省局1名机务人员参加，解决系统有人维护的
问题。
在系统建设中后期，中国气象局已开始系统维护骨干的技术提高工作，在工厂请系统设计、生产、检
测人员深层次地讲解系统技术原理核心、故障排除思路、设备维护要点等实用内容，系统再在边建设
边运行的环境中基本稳定运行，技术骨干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3）系统地开展技术培训。
2002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在北京南郊观象台和长沙探空站先后共举办了10期L波
段高空气象探测系统业务培训班，对每个L波段探空系统台站技术人员和省局业务管理进行全面培训
，人员共248人次。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机务维修能力，探测中心、上海物管处和厂家还举办了9期雷达维修维护机务员
技术培训班，培训L波段高空气象探测系统维护维修人员共250人次。
经过多方位培训，每个基层台站至少有4人直接参加了中国气象局组织的业务、机务培训。
通过培训，使管理、业务、维护人员掌握探测设备、仪器和配套设备的性能、相应软件、操作维护方
法、特殊情况和故障的判断和处置方法，熟知探测方法、技术规定和规范。
各省（区、市）气象局也分别举办相应的业务人员培训，确保所有探测人员经过考试，获得合格证书
后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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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波段气象探测系统建设技术评估报告》是由气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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