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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丛书：生态系统气象辐射监测质量控制方法》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叙述陆地生态系统大气长期
监测质量管理的目标、任务和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其次，从数据产生过程的关键环节着手，详细描
述了监测系统的顶层设计、技术条件和仪器，监测系统的运行、维护以及传感器的定期更换标定等；
归纳了数据管理系统，提出了相应要素的数据质量控制方法，对CERN生态系统的气象辐射观
测QC/QA作阐述：最后，根据CERN长期观测数据质量控制的经验，归纳总结数据检验和质量评估方
法，并制定了相关的数据规范。

　　《丛书：生态系统气象辐射监测质量控制方法》可供气象辐射、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等行业部门
、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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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4气象辐射监测质量控制的目的与任务 贯彻执行CERN观测规范，保证CERN监测
指标任务的完成，确保长期观测的规范性、可靠性、可比性和完整性，为长期生态学研究和国家决策
提供数据支持和相关信息服务。
大气环境监测要素是能够标示大气环境状况的基本物理量和基本天气现象，包括常规的气象要素、太
阳辐射以及大气成分的变化。
 准确性——观测结果真实记录反映观测站点实际气象状况，即测量值与真实值的符合程度； 可比性
——不同地方的大气环境观测站在同一时间观测的同一要素值，或者同一观测站点在不同时间观测的
同一要素能够进行比较，从而能够分别表示出气象要素的地区分布特征和随着时间变化的规律； 完整
性——对数据产生背景和方法的详细描述； 代表性——观测记录不仅要反映监测站点的气象状况，还
应该能够代表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平均气象状况。
 1.5气象辐射监测质量控制的要求 观测记录质量控制的目的是确定正确的记录，找出缺测记录、错误
记录、可疑记录，并对这些记录作出标识或使用尽可能准确的值来代替。
通过数据质量控制，使数据具有更好的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
观测数据质量控制分实时控制和非实时控制。
实时控制就是对自动观测系统采集的数据进行检查，保证记录数据的准确性；非实时控制是对观测数
据及统计值进行检测，进一步保证资料的质量。
 实时控制包括采样值的质量控制和瞬时值的质量控制；非实时质量控制是对观测记录进行包括气候学
界限值检查、逻辑检查、气候极值检查、内部一致性检查、时间一致性检查。
 1.6术语和定义料 （1）质量控制 观测记录达到所要求质量的操作技术和活动。
 （2）气候学界限值 从气候学的角度不可能出现的气象要素的临界值。
 （3）气候极值 在固定地点的气象台站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最大（小）值或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出现概率
很小的气象记录。
 （4）地面气象观测资料 反映距离地球陆地面一定范围内的气象状况及其变化过程的观测数据。
在本书中涉及昀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包括：天气现象、气压、空气温度和湿度、风向和风速、降水、日
照、蒸发、土壤热通量、地表温度、浅层和深层地温、雪深、冻土。
 （5）地面气象辐射观测资料 地面观测中用于表征到达地球表面以及从地球表面发射的各种辐射量数
据。
在本书中涉及的地面气象辐射观测资料包括：总辐射、反射辐射、净辐射、紫外辐射（0.29～0.4μm
）、光合有效辐射（0.4～0.7μm）。
 （6）数据定义 数据是指科学实验、检验、统计等所获得的和用于科学研究、技术设计、查证、决策
等的数值。
数据具有数值属性、物理属性。
在数据处理上数据又具有集合性、隶属性、稳定性、方便性、重复性、共同性、指向性以及运算规则
及运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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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丛书:生态系统气象辐射监测质量控制方法》可供气象辐射、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等行业部门、科研
院所和大专院校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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