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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气候与气候变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大气成分观测预报预警服务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ＴＣ５４０／ＳＣ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京津冀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中心、长三角环境气象预报

预警中心、上甸子区域大气本底站、临安区域大气本底站、龙凤山区域大气本底站、中央民族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伟立、马志强、蒲维维、高伟、马千里、于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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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气中存在的痕量反应性气体，如ＳＯ２、ＮＯ犡、ＣＯ和Ｏ３ 等，是一类重要的大气成分，它们参与大气

化学反应，促进二次气溶胶和酸雨形成，影响大气氧化能力，与人体健康、气候与环境变化等问题紧密

关联。

为规范反应性气体在线观测数据的质量控制，保证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特制定本

标准。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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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成分观测数据质量控制方法　反应性气体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气成分观测中反应性气体在线观测数据质量控制方法，包括数据收集、数据检查与

标记、观测数据订正、质量控制综合分析与标识。

本标准适用于观测站点反应性气体（ＳＯ２、ＮＯ犡、ＣＯ、Ｏ３ 等）在线观测数据的质量控制，其他反应性

气体可参考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ＱＸ／Ｔ１１８—２０１０　地面气象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反应性气体　狉犲犪犮狋犻狏犲犵犪狊

大气中化学反应活性较强的、能发生较快的大气化学反应并转化为其他成分的气体。

［ＱＸ／Ｔ１２４—２０１１，定义３．３］

３．２　

质量控制　狇狌犪犾犻狋狔犮狅狀狋狉狅犾

观测记录达到所要求质量的操作技术和活动。

［ＱＸ／Ｔ６６—２００７，定义３．１］

３．３　

元数据　犿犲狋犪犱犪狋犪

关于数据的数据。

［ＱＸ／Ｔ３９—２００５，定义３．３］

４　数据收集

４．１　基本要求

４．１．１　数据应包括观测数据和元数据。应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收集观测数据和元数据。

４．１．２　观测数据应包括观测时间、观测要素数据、数据单位等。

４．１．３　元数据应包括观测站点信息、现场和实验室记录信息、仪器信息、观测过程质量控制信息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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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元数据

４．２．１　站点信息

　　包括站点名称、站号、经度纬度、海拔、站点类型、地形特征、周边污染源情况、站点历史沿革等。

４．２．２　现场和实验室记录信息

包括仪器维护、测试、标定等过程信息。

４．２．３　仪器信息

包括仪器名称、型号、系列号、仪器状态（流量、内部温度、内部压力等）等。

４．２．４　观测过程质量控制信息

４．２．４．１　零／跨检查信息

　　包括零／跨检查起止时间、跨对应的标准浓度等。

注：零检查信息是指利用零空气获得分析仪器的响应信息；跨检查信息是指在零空气中加入一定量的标准气所获得

的分析仪器的响应信息。

４．２．４．２　多点校准信息

包括多点（不少于５个点）校准起止时间、操作者、校准数据及回归结果等。

４．２．４．３　标准气信息

包括标准气瓶号、生产厂家、浓度、压力、不确定度、更换时间、使用情况、标准量值传递（溯源）信

息等。

４．２．４．４　标准仪器信息

包括仪器系列号、响应系数、仪器流量、内部温度、内部压力、标准量值传递（溯源）信息等。

５　数据检查与标记

５．１　数据格式与时间序列检查

５．１．１　应对观测数据的结构以及每条数据记录的长度进行检查。

５．１．２　应按照观测频次检查数据缺失情况，补齐缺失时间、剔除重复记录等，缺测值用－９９９．９替代。

５．２　数据标记

应根据第４章中的信息内容对数据进行标记。标记符号见表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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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规范性数据标记符号

标记信息 标记符号 备注

停电（ＰｏｗｅｒＦａｉｌ） ＰＦ 因停电导致数据缺失或失真

预热（ＷａｒｍｉｎｇＵｐ） ＷＵ 仪器开机预热阶段数据

调试（ＴＥＳＴ） ＴＳ 仪器调试或在线维护阶段数据

零检查（ＺｅｒｏＣｈｅｃｋ） ＺＣ 进行仪器零检查期间的数据

跨检查（ＳｐａｎＣｈｅｃｋ） ＳＣ 进行仪器跨检查期间的数据

多点校准（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ｓ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Ｃ 进行多点校准期间的数据

异常数据（ＣｒａｚｙＤａｔａ） ＣＤ 明显不合理的数据，及已知的非正常采样数据

背景循环（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Ｃｙｃｌｅ） ＢＣ 某类仪器设定的循环检查或自调整程序

平衡ａ（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ｇ） ＳＴ 不同气路间切换到气路稳定期间数据

可疑数据（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ＱＤ
数据变化异常，可能是正常的数据也可能是不正常数

据，需要进一步综合其他条件进行判断

缺测数据（ＬｏｓｔＤａｔａ） ＬＤ 补齐缺测时间，缺测数据以－９９９．９替代

仪器故障数据（ＦａｉｌｕｒｅＤａｔａ） ＦＤ 仪器故障或仪器参数出现报警，但仍有记录的数据

受污染数据（ＰｏｌｌｕｔｅｄＤａｔａ） ＰＤ 观测过程出现污染且影响到正常观测的数据

　　
ａ 平衡是指因重启、仪器预热、管路切换等恢复到正常观测前某段特定时间的过程。

６　观测数据订正

６．１　一般要求

６．１．１　应基于多点校准的结果对观测数据进行订正，零／跨检查结果用来辅助观测数据订正。

６．１．２　根据零／跨检查结果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确定不同数据订正方法所适用的时间区间等。

６．２　基于观测过程校准信息的数据订正

具体订正方法参见附录Ａ。

６．３　基于标准量值传递结果的数据订正

应根据更高一级标准溯源或量值传递结果对６．２中得到的数据进行二次订正。

６．４　数据订正说明文档

应编制数据订正说明文件详细描述数据订正过程，包括订正参数的选择及所应用的时间区间、订正

历史版本、量值溯源情况、订正人员信息、备注等。

７　质量控制综合分析与标识

７．１．１　对５．２中标记为ＣＤ和Ｑ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辨别其正确与否。

７．１．２　按ＱＸ／Ｔ１１８—２０１０中３．２．９的规定给出数据质量控制标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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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基于观测过程校准信息的数据订正方法

犃．１　临近值调整法

对于短期（如小于１月）数据的订正，可采用发生时间最接近的一次多点校准方程或采用零／跨检查

结果对特定时间段内的数据进行订正。

犃．２　算术平均法

对于仪器响应相对稳定（如响应漂移变化量小于２％）时，可采用此方法。分别对特定时间段内的

多次多点校准方程的斜率和截距求算术平均值，重新构造一个新的校准方程进行数据订正。

犃．３　内插法

对于仪器响应没有受到人为干扰和改变时，可采用内插法获得不同时间对应的多点校准方程进行

数据订正。将不同时间的零检查结果、多点校准方程斜率与时间作图，进行曲线拟合。首先将零检查值

与时间拟合，根据拟合方程求得各个时刻的零值，将观测值减去相应零值得到新的时间系列值。其次，

将多点校准方程的斜率与时间拟合，根据拟合方程求得各个时刻的斜率订正值，将新的时间系列值乘以

相应的斜率订正值，完成数据订正。

犃．４　区间区别法

当仪器因客观原因出现停机、重要零部件损坏、零／跨调整等导致仪器响应出现不连续变化时，采用

区间区别法进行数据订正。时间区间可参考４．２．４结果来划分和确定。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内根据仪器

响应的漂移情况可采用上述方法（临近值调整法、算术平均法、内插法）之一进行数据订正。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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