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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湖南省气象局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手册》(2019版，以下简称质量手册或手册)，对邵阳市

气象局及下属县局的观测质量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进行调研整改，贯彻落实湖南省气象局的质量方针，实

现质量目标，提高全市气象观测的技术保障服务质量，用以证明本局有稳定地提供满足用户需要和符合

法律法规要求观测的能力，通过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应用，包括质量管理体系改进、应对风险

和机遇措施实施、自我完善等，从而达到履行合规义务的能力，使得用户及相关方满意，以提升邵阳市

气象局气象观测业务质量管理的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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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unan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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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 Management System Quality Manual" (2019 edi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Quality Ma-
nual or Manual) to investigate and correct the problems in the observ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of 
the Shaoyang Meteorological Bureau and its subordinate county bureaus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quality policy of Hunan Meteorological Bureau, achieve the quality target and improve the city’s 
technical guarantee service quality for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to prove that the Bureau has 
the ability to provide observation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a stable manner. Through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meteorological ob-
serv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to deal with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self-improvement, etc., 
the ability to fulfill compliance obligations is achieved, so that users and related parties are satisfied, 
thereby enhancing the performance level of business quality management of the Shaoyang Meteo-
rological Bureau. 

 
Keywords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ve Applic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强国”战略部

署、推进供给侧改革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提高气象观测质量管理水平[1]，用改革创新的方法构

建质量管理体系，以信息化手段支撑体系运行，提高质量管理的效率和效益[2]。中国气象局在 2017、2018
和 2019 年全国气象局长会议工作报告中，均提到要全面推进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工作，要求相关

部门通过引入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建设我国气象观测领域的质量管理体系。 

2. 主要目标 

按照手册要求，结合现有邵阳市及各县观测业务及管理架构现状和气象观测工作特点，对手册贯彻

执行同时对手册内容进行分解整合。探索建立运用国际先进质量管理标准和方法，建立自动综合观测业

务下的质量管理体系，推动气象工作高质量的发展[3]。以业务流程梳理为主线，覆盖气象综合观测全业

务领域，积极建立气象观测质量管理内审员队伍，健全职责清晰，协调有序，统一标准，观测规范，有

效考核和持续改进工作机制，优化完善标准，规范和规章制度，确保气象综合观测业务及时，准确，可

靠，高效开展业务预报服务，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高质量的观测数据和产品，为国家战略和气

象现代化服务[4]。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问题主要体现为未基于过程方法——流程无法跟踪，进度无法监督、质量无法考核、过程无法监管、

绩效无法评估。 

3.1. 组织管理 

市县级气象局领导及管理人员对观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了解不够清晰，在体系文件颁布以来，未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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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系文件组织学习，甚至体系文件没有打印出来；市县级气象局未结合观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制定相

关职责；市县级气象局未对体系质量目标进行分解；市县级气象局未对实现质量目标的过程进行风险识

别和制定应对措施。 

3.2. 制度实施 

日常气象观测业务制度未按体系文件执行，部分单位现用的工作记录与体系文件不一致，部分单位

未按要求对外部供方开展绩效评价，如未对区域站维护维修外包进行绩效评价，质量未受控。 

3.3. 体系文件运行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问题有部分台站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不力，造成气象探测环境破坏，个别台

站存在瞒报现象或气象探测环境不符合要求；气象观测基础设施方面主要有观测设备安装不规范，强电

线和信号线未分开铺设等；装备保障方面有天元系统中，观测设备故障维修单中没有省级、市级技术支

持或现场维修活动记录；故障单中故障现象、故障原因分析、维修小结及换件记录不完整、设备信息未

按业务规范及时更新等；数据传输、质控及存储方面有部分台站未按业务规范要求备份新型站观测数据

文件；安全生产方面主要表现在部分台站县局发电机房、UPS 未按要求定期维护，无维护记录。 

4. 分解创新应用建设内容 

通过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总体业务过程关系图(见图 1)，市县级任务主要包括：发布本单位体系

文件；向上级反馈“留废改立”清单；制定本单位年度质量目标；开展本单位审核；识别和评价本单

位风险；开展本单位用户满意度和外供方评价；评价本单位体系运行情况，承担辖区内气象综合观测

系统建设；承担气象综合观测业务运行的监控和质量控制工作，提高综合观测数据质量和数据汇集水

平；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编制气象灾害防御战略规划；负责重大气象灾害的灾前预评估、灾

中跟踪分析评估和灾后恢复效果评估等工作；负责气象灾害应急资源管理，完善联动作用机制[3]；承

担辖区内大气综合探测技术、装备、信息网络等方面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工作；承担辖区内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工作。 
 

 
Figure 1. The overall business process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th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图 1. 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总体业务过程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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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力资源的管理 

市县级气象局的人力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本单位人力资源的管理，包括员工的教育、培训或

经历、技能、经验，并从以下方面进行控制：掌握从事影响观测业务质量活动的人员所必需的能力；提

供必要的培训、或采取公开招聘、外聘专家等其他措施，以确保人员具有这些必要的能力；确保对气象

观测质量管理体系负责监视、纠正的人员受到培训；确保所有相关人员认识到所从事活动与气象观测质

量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努力为实现观测质量目标做出贡献；确保所有影响观测业务质量所有人员能够掌

握质量体系运行的要求，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建立教育，培训，技能，经验和健康相关的员工记录，作

为选派人员和确定培训需求为主。 

4.2. 组织知识的管理 

市县级气象局的技术管理部门/人员可以组织实施，以确定部门如何获取更多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

并进行学习知识更新。相关知识是从其经验中获得的特定知识，形成共享信息被用于该组织。通过培训

和体系建设过程参与，提升市县工作人员对观测质量体系的管理意识和业务能力，打造出一批既熟悉业

务又会管理的优秀人才，提高全员对观测质量体系知识的深度认知[5]。 

4.3. 基础设施和运行环境管理 

按照《HN43-G-P05 基础设施和运行环境管理程序》，保障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过程正常运行，

确定、提供和维护所需的基础设施以及开展观测业务及服务所需的过程运行环境。市县级气象局的技

术保障部门负责执行中国局下发的有关观测业务基础设施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必要时，组织制定各自

有关的基础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中国局、省、市、县的制订的制度，进行管理并妥善维护，

同时建立和保留相关业务类基础设施管理维护的记录。办公类的基础设施：由省局办公室和各相关直

属单位、市县级气象局的办公设施设备管理部门负责制定相关的办公设施、车辆、相关信息系统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按照制订的制度进行管理并妥善维护，同时建立和保留相关办公类基础设施管理维护

的记录。 

4.4. 市县级业务过程分解 

市县级气象局负责组织本区域、相应权限范围内的气象观测系统业务装备的采购、管理和调拨，制

定相关作业指导书和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储备供应包括有关设备报废、仓储物资管理、储备库设

施环境管理等内容，执行《HN43-Y-P05 储备供应管理程序》等文件的规定；协助省装备中心、省信息中

心在本区域内的国家级、省级的气象观测设备和信息网络设备的现场维护、维修等业务管理的配合工作，

必要时，建立相关证据；市县级气象局负责组织本区域、本职责范围内的气象观测装备的运行监控和评

估工作，依据相关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类规范性文件，组织实施和建立相关证据；市县级气象局的装备

计量检定管理的范围：雷达定标、国家级自动站检定、区域气象站现场核查等业务项目组成，市县级气

象局组织本区域、本权限范围内气象观测装备的报废管理，必要时，报省局主管部门核准，并组织实施

和建立相关证据[6]；各市(州)气象局负责组织本区域、本权限范围内的装备业务的质量考核通报工作，

并组织实施和建立相关考核通报证据；市县级气象局对本过程实施控制。依据外部供方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的性质分为物资采购和服务采购；市、县气象局采购部门应当按照省气象局的要求，根据外部供应商

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能力，确定并执行外部供应商的评价、选择、性能监测和重新评价标准，市县级气

象局组织每年(必要时，适时)对外部供方进行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并对外部供方采取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

效性进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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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数据业务质量管理 

市县级气象局所属台站/观测岗负责按照识别的各级业务操作类规范性文件，组织本区域、本权限范

围内每天的观测数据信息的采集、获取，并组织实施和建立相关数据信息采集、获取的证据和值班记录；

市县级气象局所属台站/观测岗负责对每日的元数据、数据进行自检，对人工采集的观测数据代表性、完

整性、全面性、比较性等数据特性在录入系统前，应进行核对检验，并建立相关证据；市县级气象局所

属台站/观测岗在观测数据获取、提供过程中，对设备状态、数据传输、数据质控采取系统数据标识管理，

以实现可追溯；市县级气象局信息网络技术保障岗位负责做好机房运行状态的维护，技保人员每天检查

MDOS 系统和相关数据，检查服务器、网络连接情况，确保 MDOS 系统数据质控系统稳定运行；以质量

体系建设为契机，优化省市县三级装备保障业务分工，邵阳市初步建成“三小时装备保障圈”，依托质

量管理体系联络员制度，对基层台站实行精准调控，让故障抢修时间由小时级向分钟级转变。 

5. 结语 

通过对体系分解创新应用，达到观测数据在采集、传输、质控、设备保障、产品制作等环节，能够

满足预报、服务对时效的要求，并具备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延续性的水平；在充分利用一切观测

资源的基础上，更集中合理地运行现代管理与技术，充分发挥多种观测协同、人员集约应用的积极效应，

以提高观测业务的工作效益和效率，按照质量为本的原则，确保供电、网络、数据采集、传输、装备维

护等环节的业务稳定运行。优化业务流程，降低风险，提高管理效能；梳理风险，提出风险防控建议，

增强观测数据可溯性，结合外部用户进行沟通和反馈机制[7]，依据 PDCA (即策划、实施、检查、改进)
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可以通过不断研究发现这些问题并改进业务活动流程中关键环节的管理和提升信息

技术发展水平，最终得到提高观测数据服务质量，增强有效供给。经过一年多来手册的业务应用，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湖南省各类气象观测站总故障频次下降 25.5%，极大推动了气象观测业务质量

的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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