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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湖州区域自动气象站个数逐年增多，气象观测种类也在不断丰富，目前湖州共有一百余个区域

自动气象站，气象观测数据量急剧增加，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自动站观测数据，发挥自动气象站优势对

于气象观测业务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业务需求角度出发，对本辖区内所有自动站数据进行备份、入库

等，开发了自动气象站数据查询系统。查询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按日、月、年时段进行查询，查询要素

包括站名、站号、雨日、降水量、平均气温等18项。此外，用户可以设置阈值进行数据筛选，并可按照

大小值对数据进行排序。自动站数据查询软件的构建有助于帮助市县业务人员对自动站气象数据进行分

析，深入了解各站点的气候特征，对于精细化天气预报、决策服务材料制作都有很大帮助。 
 
关键词 

自动站，数据库，气候统计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 Data Query System 

Xuejing Zhou, Hao Yin, Hua Xiang 
Huzhou Meteorological Bureau, Huzhou Zhejiang 
 
Received: May 26th, 2022; accepted: Aug. 9th, 2022; published: Aug. 17th, 2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s in Huzhou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the types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have been constantly enriched. At present,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s in Huzhou, and the amount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
tion data has increased shar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has 
developed an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 data query system by backing up and storing all auto-
matic station data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The query system can query by day, month and year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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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ding to user needs. The query elements include 18 items, such as station name, station number, 
rainy day, precipitation, average temperature, etc. In addition, users can set thresholds for data 
filtering and sort data by size valu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utomatic station query software 
helps the business personnel to analyze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of the automatic station, deeply 
understand the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tion, and is very helpful for refined weather 
forecast and the production of decision-making servic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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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综合气象观测业务现代化的发展，气象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的气象观测种类不断丰富，区

域自动气象站等现代化探测设备大量投入使用，并逐步取代了原来的人工探测模式，形成区域自动气象

观测网。区域自动气象观测网的建设，不仅降低了人工干预产生的主观误差，提高了气象数据的质量，

更大幅提升了对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的精细化监测、预警和预报能力，使得气象服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不断提高。 
近年来，湖州区域自动气象站个数逐年增多，气象观测种类也在不断丰富，目前湖州共有 205 个区

域自动气象站，气象观测数据量急剧增加。虽然上级管理部门开发了综合管理系统，但是针对本地的功

能不突出。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好本地自动站观测数据，发挥自动气象站优势对于本地气象观测业务发

展至关重要，并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自动站数据系统的开发，张玮[1]优化了区域自动气象站数据流程，杨立苑[2]优化了数据库访问

性能，畅巨峥[3]、梁继晗[4]、刘如意[5]探究了气象数据查询和服务系统，杜文娟[6]、刘延彬[7]和年飞

翔[8]对区域自动站资料共享和备份提出了新的思路，王立俊[9]，谭海波[10]，袁伟[11]开发了区域站气象

数据质控系统。 

2. 业务需求 

目前湖州市气象局已经开发了基于国家气象站相关的数据查询、统计软件，但是针对自动气象站使

用还不够精细，虽能够查询到各站点的气象数据，但是无法按照一定的时段进行统计筛选。因此，建立

自动站资料数据库查询软件对业务工作的有序开展非常有必要，业务人员可以通过本系统提供查询、筛

选等功能完成对各站点逐日、逐月及逐年多种气象要素值的查询、显示，从而有助于了解各站点要素变

化特征，对于精细化天气预报、决策服务材料制作都有很大帮助。同时，多个终端可以同时访问后台数

据库，也可大大提高办公效率。 

3. 实现功能 

3.1. 查询方式 

1) 设置查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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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设置全部、南太湖新区、吴兴、南浔、安吉、长兴以及德清共 7 个选项。选择某一地区后，可

继续在“站点”中选择某一站点，不选则默认查询该区域内所有自动站数据；选择全部，则默认查询所

有站点数据。分区域筛选站点利于市县业务人员进行本区域数据查询。 

2) 设置统计精度 
统计精度中设置按日、月、年 3 种查询方式，用户可根据需求进行选择。 
选择“日”，“开始时间”根据需求自行设置，结束时间不能大于开始时间且不能大于昨天。选择

“月”，则需要依次设置“开始时间”中的年、月，以及“结束时间”中的年、月，结束时间不能大于

开始时间且不能大于昨天。选择“年”，需要设置“开始时间”中的年及“结束时间”中的年，结束时

间不能大于开始时间且不能大于去年。 

用户根据需要查询的区域和起止时间进行设置，然后可点击右上角“查询”按钮进行自动站气象数

据查询，点“重置”按钮则清除所有设置。 

3.2. 查询要素说明 

根据自动站数据库资料，共有 18 种要素供用户查询，具体要素信息见表 1： 
 

Table 1. Query element list 
表 1. 查询要素列表 

 列名 单位 

1 站名 / 

2 站号 / 

3 雨日 天(day) 

4 降水量 毫米(mm) 

5 平均气温 摄氏度(℃) 

6 最高气温 摄氏度(℃) 

7 最低气温 摄氏度(℃) 

8 极大风 米/秒(m/s) 

9 极大风向 / 

10 极大风出现时间 / 

11 平均气压 百帕(hPa) 

12 平均能见度 米(m) 

13 最低能见度 米(m) 

14 最低能见度出现时间 / 

15 平均露点温度 摄氏度(℃) 

16 平均湿度 % 

17 最高湿度 % 

18 最低湿度 % 

 
要素详细说明如下：站名显示自动气象站站名以及站号，可以帮助用户快速了解到所查站点。站号

显示自动气象站站号。雨日为日雨量达到 0.1 毫米则记为一个雨日，单位为天，统计的是查询时段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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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雨日。降水量统计用户查询时段出现的累计降水量，单位为毫米。平均气温统计用户查询时段 4 个时

次(02、08、14、20 时)的平均气温，单位为摄氏度。最高气温统计用户查询时段内最高气温值。最低气

温统计用户查询时段内最低气温值。极大风即极大风速，是指给定时段内的瞬时风速的最大值。极大风

向用角度来表示，即把圆周分成 360˚，北风是 0˚，东风是 90˚，南风是 180˚，西风是 270˚。极大风出现

时间统计用户查询时段极大风出现的时间。平均气压统计用户查询时段 4 个时次(02、08、14、20 时)的
平均气压，单位为百帕。平均能见度统计用户查询时段 4 个时次(02、08、14、20 时)的平均能见度，单

位为米。最低能见度统计用户查询时段出现的能见度最低值，单位为米。最低能见度出现时间统计用户

查询时段能见度最低值出现的时间。平均露点温度统计用户查询时段 4 个时次(02、08、14、20 时)的平

均露点温度，单位为摄氏度。平均湿度统计用户查询时段 4 个时次(02、08、14、20 时)的平均相对湿度，

单位为%。最高湿度统计用户查询时段相对湿度最大值。最低湿度统计用户查询时段相对湿度最小值。 
此外，在要素栏点击右键则可以自行选择需要显示的要素站点信息，不进行选择则默认展示所有要

素气象数据信息。 

3.3. 筛选和排序 

1) 筛选 
在要素下方设置了筛选框，用户可根据需求进行条件筛选。站名、站号处需要用户手动输入站点或

站号信息，系统自动进行筛选，并在下面显示筛选过后的站点。其它要素则需要用户手动在要素名称下

方方框中输入阈值进行筛选。以雨日为例，用户在方框内输入阈值“10”，再点击方框右侧“Y”，出

现下拉菜单，用户可选择“等于”、“不等于”、“小于”、“小于等于”、“大于”或者“大于等于”

该阈值进行数据筛选；选择“不过滤”则取消该要素阈值筛选。 

同时，系统还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多条件筛选。如选择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6 日有所站点同时

满足“雨日小于等于 30 天”和“降水量大于等于 200 毫米”的气象数据，结果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ilter interface 
图 1. 筛选界面 

 
用户通过自定阈值进行单一条件或多条件进行筛选，可实现根据不同要素信息对自动站数据进行统

计。 
2) 排序 
用户根据区域、时间筛选出自动站气象数据之后，可点击要素名称右侧“上下箭头按钮”可对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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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按照该要素进行排序。 
点击一下，则按照从小到大顺序排序；再次点击，则按照从大到小顺序排序；第三次点击，则取消

排序。选定一要素进行排序后，需取消该要素排序，方可进行下一要素排序。 

3.4. 打印及导出 

点击“打印及导出”按钮，可根据用户需求选择“打印当前页”进行直接打印，或选择“导出当前

页”导出成 Excel 表格。 

3.5. 数据定时备份 

内置数据备份模块，无需用户操作，每日可定时进行数据库数据备份。 

4. 小结 

利用该系统首次实现对湖州地区自动站气象数据按时段进行查询、筛选以及排序功能，并应用于市

县预报员对自动站气象数据的分析以及决策材料的制作，达到预期设计效果，但本系统目前仅支持用户

对自动站气象数据进行查询、筛选及排序，并不支持对特定站点进行相关文字版本的气候分析，下一步

系统升级中，计划根据自动站建站以来情况，自动进行统计分析，如分析某一时段该自动站各要素与常

年的比较，是否存在气候异常等情况，通过文字的形式描述出来。此外，后续还将根据业务需求建立增

加小时数据库，进一步完善查询功能。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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