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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与2007年，现有员工60+人；

▉西安技术服务中心，现有野外售后安装服务工程师30+人；

▉服务领域涉及气象、水文、环保、科研、农业、能源、国防等各行业；

▉公司持续推行现代化管理，已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自主研发的产品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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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手册与观测规范
中国气象局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WMO）

    中国气象局近地层通量观测规范（参与编写）

    基准辐射站观测规范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长期观测规范
共5册（大气（提供资料），土壤（提供资料），水，生物等）

中国林业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FERN) ：
    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LY/T 1707-2007)    
    荒漠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建设规范(LY/T 1753-2008)





 检定周期
风速风向传感器的检定周期一般为2年。

降水温度传感器的检定周期一般为2年。

湿度传感器的检定周期一般为1年
气压传感器的检定周期一般为2年
但有以下情况之一时须提前送检。 
1）自动气象站数据采集器经过维修或更换后。 
2）当发现温度测量值出现异常时



数据采集器的检定
全部数字化的站点不需要检定

带有模拟量采集的站点需要检定

根据厂家的要求。进行检定

也可以到计量检定机构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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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W型起动风速校验仪

  TRU-W型起动风速校验仪由小型风速发

生器、叶轮风速计组成，用于检测杯式风

速传感器起动特性和风速特性。

校验范围 0m/s～10.0m/s

风速分辨率 0.04m/s

最大允许误差 ±0.05m/s

使用环境要求 温度0~40℃； 相对湿度
≤85%

电源 AC220V±10% 50HZ 最大
功率60W 

通讯 支持数字串口通讯，并提
供通讯协议



风速仪的现场检定
标定和校准设备，一个转速和频率的验证

不同于风洞的实验，传感器的自检。



TRU-WS型风速校验仪

工作温度 -20～60℃

工作湿度 10～90%RH

风速检测范围 （0.3-40）m/s

风速分辨率 0.1m/s

最大允许误差 ±（0.2m/s±0.02V）

供电方式 市电\锂电池供电

通讯方式 有线RS232、无线WIFI

待机时间 电池供电满载运行不小于4h

功耗 <10W



TRU-158型便携式恒温槽

调节范围 -22～155℃

温场稳定性 ±0.01℃/5min

温场均匀性 ±0.015℃（液槽）;±0.025℃（干体）

降温时间 800℃ ≤ 50分钟; 0--22℃ ≤ 55分钟

升温时间 -2080℃≤ 40分钟



温度多点标定恒温水槽

可以恒定的维持在-50 ~ +80℃的液态环
境，多用酒精为液态混合物

内置一个标准温度传感器（可以定期去
省气象局国家气象局检定传递）

用于温度传感器（包含土壤温度空气温
度）的多点宽范围的检定



DewCS型露点仪

露点测量范围 -40℃～50℃

测量项目 露点•霜点(℃) 

露点温度最大允许误差 ±0.15℃

样气温度测量范围 -50℃～100℃

取样方式 配有相应抽气泵及采样管

再现性 ±0.1℃

温度测量最大允许误差 ±0.1℃

气体流量 0.5～2.5L/min

应答性 1.5℃/sec

温度(选件) Pt100Ω 4线式

压力(选件) 4-20mA 连接2线式压力传感
器

系统精度 ±0.15℃

干球温度(℃);绝对压力(kPa);相对湿度(%);水分率
（PPMv、PPMw）;绝对湿度  g/m3



TRU-H型便携式湿度发生器

范围 5 ~95% RH

稳定性 ±0.5%

均匀性 ±0.5%

稳定时间 <5分钟从 10% RH到完全稳定

显示分辨率 0.1

电池 1500 mAh

供电电压 24 V DC

环境温度 +5 ~ +40°C



便携式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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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器现场校
准设备

温度
计量核查设备

湿度
计量核查设备

雨量
计量校准设备

气压
计量核查设备

移动载体

移动计量业
务管理软件

风
计量核查设备

        
主
控
单
元

分控
器

野外气象观测移动校准维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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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仪器的现场检定
短时间野外仪器的现场检定只是一个比对过程，因其日的变化达
不到年变化量的范围，所以野外比对只能看到传感器在某一个很
窄的范围内准确度。即便这样，也可以很好的得到仪器的工作状
态

室内计量检定是对传感器全量程的一个检定，所以室内计量检定
在传感器使用达到一定年限后是有必要的，中国气象局的业务台

站是每年一次，科研机构没有统一标准，厂家的建议是3年一次
。

另外数据采集器也是需要对其进行定期检定的，在数据采集器使
用一定年限后元器件的老化会引起一定量的测量误差。

是否建立一个标校站？选择最高精度的传感器



现场雨雪量计的检定

使用标准的量筒，

或者标准质量的砝码，

无法实现不同雨强的检定。



雨雪量计维护
蓝色桶内加入三分之一的防冻液（-40度，根据地区不
同可选择不同规格），加入200毫升的防冻机油（-40度
，根据地区不同可选择不同规格）

维护：冬天每个季度要进行防冻液和防冻机油的更换，
如降雪量比较大时要缩短更换的时间



风挡的作用
减少风的扰动

几种安装方法



常规维护内容
辐射传感器表面的清洁与水平检查，每次巡视
必做

空气温湿度滤网的清洁，冰冻圈每1年以上，

雨雪量计内部容器是否已满

   每次巡视必做

雪特性仪器的清洁

仪器支架的稳固性

太阳能板的表面清洁



雪深的检定

直尺测量法



空气温湿度的现场对比验证
可以采用对比法，在同一

   个环境下，一个百叶箱内

温度的对比验证很可靠

湿度在现场还难以检定

如果是纯温度传感器，

   可以采用水浴平行对比



土壤水分的标定
一个耗时的过程

采用烘干法获得真实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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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H+LE+G



红外气体分析仪的野外标定

携带标准水汽发生器及标准浓度标准气

现场操作，或者在现场的室内实验室

       中科院野外协调观测现场标定



研究极长波表及副基准总表

4个高级表组成的最高精度净辐射
通榆能量平衡净辐射

阿里能量平衡净辐射

温江能量平衡净辐射

曲麻莱能量平衡净辐射

理塘能量平衡净辐射

CNR4是2级表(2个cmp3+2个cg3)好于NRLITE/Q7-1
WRO/WMO标准：

     短波:副基准（SMP21，CMP11），一级表(SMP6B)，二级表(SMP3/CMP3)
     长波:研究级（SGR4/CGR4），普通级别(CGR3)



总辐射表的校准
《地面基准辐射站观测规范》
总辐射表的校准程序的核心是成分和法，即水平面上的总辐照度
等于其上的直接辐照度与散射辐照度之和。该方法被公认为是解
决总辐射表在所处的气候状况下的最佳校准方法。该方法的简要
步骤如下：

（1）需要型号相同的总辐射表。

（2）一台仪器用作总辐射表，另一台安装在一旁被遮荫作为散
射辐射表。必须注意，要保证遮光片所遮蔽的面积应与测量直接
辐射的腔体辐射表（或工作直接辐射表）的视场角相匹配。

（3）在晴天时用两台总辐射表轮流观测总辐射和散射辐射。

（4）根据仪器交换前后各数日的观测数据建立起的一系列联立
等式，计算两个总辐射表的灵敏度。



地球辐射表的校准
地面基准辐射站观测规范》
目前校准地球辐射表的方法，大多数均采用将斯梯芬-
玻尔兹曼定律用于黑体校准源的方法来完成。因此，
为了减少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校准方法所造成的整体

不确定度，目前采用Philipona等提出的方法，在世界
辐射中心或其它授权中心进行地球辐射表的直接校准
。虽然迄今仍无一个公认的绝对校准方法，上述方法
通过改变地球辐射表体温和罩温以及辐射黑体的温度
，可以达到减少测量不确定度的目的。取相对于地球

辐射表最终使用地点年均温度变化的3种温度，在这种
方式下，每台仪器都是相对于特定辐射状况校准的。

为了维持地球辐射表测量结果的溯源性，制定了下列
工作程序：







HFP01-SC自标定土壤热通量传感器系统
HFP01SC 自标定热通量板是一种革命性的探头，
提供测量精度和质量更高的保证。在线标定 (Van 
den Bos-Hoeksema 方法)自动修正由于探头和介
质间热导率的不完好匹配、温度依存度和不好的
探头稳定性造成的误差。同时，通过检查测量的
整个过程即便在粗略的实验中亦能提供出色的质
量保证。

技术性能参数

灵敏度:             50 µV/ W.m-2
电阻 (额定):      2 W
温度范围:         -30——70℃

预期精度:         ±3%
薄层加热器性能

电阻 (额定):            100 W
电压 输入/输出:       9——15 VDC/ 0——2VDC
标定持续时间:          ± 4 分钟 1.5 W
平均电量消耗:          0.05 W



HMP155A平行比对



WindObserve二维风平行比对









请批评指正
  谢 谢！
yao@truw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