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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气候资料整编方法介绍

———以美国、加拿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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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气象组织认为３０ａ的长度可以消除气候的年变化，建议各国以３０ａ为标准为政府部门
以及科研工作者提供气候标准值，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世界气象组织成员也规定每隔１０ａ对
气候标准值进行一次更新。上次更新的气候标准值时间是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而２０１０年就要来临，需
要准备整理新的３０ａ气候标准值（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因此，对上次（即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美、加的整编方
法和要素进行了介绍和总结，从而为我国新的气候标准值的整编提供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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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农业、商业、工业和运输业等方面，气候都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气候广泛地影响着我们

的生活，体现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农业耕

作、燃料消耗、建筑设计、建筑物选址、贸易、市场趋

势分析、其它天然资源的利用等等。

世界气象组织认为３０ａ长度已经足够来消除
年变化影响，建议各国以３０ａ为标准［１］，为政府部

门提供气候标准值，结束年份分别为１９３０年，１９６０
年和１９９０年，从而有利于世界气象组织发表全球的
气候标准值。同时，许多世界气象组织成员也规定

每隔１０ａ可以对气候标准值进行一次更新。气候
标准值定义为３０ａ气候要素的平均，可以用来描述
气候以及作为现在气候条件的参考对象。

“气候平均”，“气候均值”或者“气候标准值”

都具有相似的意义。它们都是基于历史观测数据，

针对一定时期和特定地点通过计算得到的。气候标

准值应用较广：可以用于划分区域气候，为包括基本

居住环境、农业、自然植被、能源利用、运输、旅游以

及环境研究等在内的多个领域提供广泛支持。同

时，标准值也被用来提供大众感兴趣的温度和降水

气候值的季节监测以及监控干旱和森林火灾。一些

实时值（如：每天气温）通过与标准值比较可以决定

它们是否偏离平均值以及是否异常。

正是由于“气象标准值”广泛的应用价值以及

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影响的日益焦点化，所以衡量

气候异常作用的“气象标准值”越来越得到重视。

本文分别介绍美国和加拿大前 ３０ａ（１９７１～２０００
年）的整编方法和整编要素，以对我国即将开始的

新３０ａ（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整编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美国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气候标准值整编

美国气候标准值的整编产品主要分为：日、月、

分区和补充气候整编。最主要的整编是月资料的整

编。

１．１　月站点数据整编
月整编中包括月、年平均最大、最小和平均温度

（华氏度Ｆ），月、年的总降水量（ｍｍ），以及各个台
站（７９３７个站）的加热和冷却度日数（基于６５Ｆ）。
月数据由温度、降水、加热度日数、冷却度日数４种
数据的表格组成，站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具体形

式见图１）。



Ｃｉｔｙ：ＡＪＯ（城市）

Ｓｔａｔｅ：ＡＺ（所属州）

Ｌａｔ：３２．２２Ｎ（纬度）

Ｌｏｎｇ：１１２．５２Ｗ（经度）

Ｅｌｅｖ：１８００（海拔）

ＩＤ：０２００８０（台站号）

Ｎｏｒｍａｌ Ｊａｎ Ｆｅｂ Ｍａｒ Ａｐｒ Ｍａｙ Ｊｕｎ Ｊｕｌ Ａｕｇ Ｓｅｐ Ｏｃｔ Ｎｏｖ Ｄｅｃ Ａｎｎｕａｌ

（整编要素１～１２月，及年平均）

Ｍｉｎｉｍｕｎ（最低温度）／°Ｆ ４４．０ ４６．９ ５０．２ ５６．０ ６３．７ ７２．６ ７７．５ ７６．２ ７２．４ ６３．２ ５１．９ ４４．３ ５９．９

Ｍａｘｉｍｕｎ（最高温度）／°Ｆ ６５．０ ６９．６ ７４．１ ８２．０ ８９．５ ９９．６ １０２．２ １００．９ ９７．１ ８６．８ ７４．０ ６５．１ ８３．８

Ｍｅａｎ（平均温度）／°Ｆ ５４．５ ５８．３ ６２．２ ６９．０ ７６．６ ８６．１ ８９．９ ８８．６ ８４．８ ７５．０ ６３．０ ５４．７ ７１．９

Ｐｒｅｃｉｐ．（降水）／ｍｍ １７．０２ １７．０２ １９．３０ ５．８４ ３．８１ １．２７ １９．３ ４１．１５ ２０．８３ １６．００ １２．７ ２２．３５ １９６．６

ＨＤＤ（加热度日数） ３３４ ２０６ １７０ ７０ １４ ０ ０ ０ １８ １２８ ３３３ １２７３

ＣＤＤ（冷却度日数） ９ １７ ８３ １９０ ３７２ ６３４ ７７０ ７３１ ５９２ ３２７ ６５ １４ ３８０４

图１　美国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气候标准值的月资料范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ｃｌｉｍａ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ＵＳＡｉｎ１９７１－２０００

　　气候资料的均一性检验是保证气候资料统计值
具有良好代表性的重要手段［２－３］。严格意义上的

３０ａ气候标准值应该是排除任何非均一性的，同时
数据是完整无缺的（无缺测数据）。而有些非气候

性的原因能造成资料的非均一性，如台站／传感器迁
移、仪器影响、观测时间变化、周围环境影响等，如果

一个台站上述原因中有一个发生变化将作为非均一

性台站，而这些非均一性台站要进行调整。

非均一性的调整中包括台站观测时间偏差的调

整（保证各台站的数据具有可比性）［４］，因为如果某

台站历史上具有观测时间的调整将对台站序列的变

化造成人为的不均一性，所以要把观测时间都调整

为从午夜—午夜；台站观测由于更换仪器、台站迁移

等引起的非均一性，通过利用台站周围的台站平均

资料序列与参考台站进行比较，得到更换仪器前后

的偏差值，这个偏差值加到未更换仪器之前的序列

上。

台站数据通过质量控制后，仍有缺测的，要利用

周围２０个台站，通过与该台站的相关作为权重来计
算该台站资料。温度考虑的周围站点可以少一点，

而降水考虑到空间分布，尽量周围站点都利用

到［５－７］，月台站资料的整编流程如图２。
在具体计算过程中，最高、最低温度和降水量通

过相应月份３０ａ的平均求得，月平均温度通过相应
的最高和最低温度的平均求得，年温度平均是统计

整编后的１２个月值的平均［８－１０］。年降水是统计整

编后的１２个月值的总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降水

是固态降水（雪、冰雹、冻雨等）其降水量是固态降

水的液态等价值，如果降水量＜０．１２７ｍｍ计为零。
以前利用 Ｔｈｏｍ方法，通过平均温度和标准偏

差估计每月的度日数。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的度日数整
编采用２种不同的新方法，对于不是国家基准站的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使
用通过每日数据的样条拟合均值和标准差修订过后

的 Ｔｈｏｍ公式。对于基准站，度日数直接通过日平
均温度数据计算得到［１１－１５］。

图２　月整编流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ｅｐｓａｂｏｕｔｍｏｎ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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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日站点数据整编
日站点整编数据包括最高、最低温度，加热、冷

却度日数，降水量。同时还包括这些要素的月、季、

年整编值，以及月、年的降水概率分布和降水５分位
数。

日整编数据是从月值的统计拟合曲线中得到，

并没有用到日数据。这样日整编数据就反映了季节

间的均匀变化趋势，降水的整编可以用来计算一段

时间内的平均累计量。在整编过程中，为什么用月

整编数据的３次样条拟合代替日数据的平均？主要
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日观测数据的简单平均有较

大的日变化，这样每年的日温度曲线将比较粗糙或

出现锯齿变化情况，造成某天的日温度数据可能比

前几天的数据忽然变暖或变冷很多。而３次样条拟
合的数据就很好地克服了这一点。其次，整编需要

完整和均一性的数据，这就需要台站的地理位置、仪

器、观测方式等都始终保持不变，很少台站能做到这

一点，导致台站日数据很少能具有均一性。而对于

处理日数据的缺测数据，以及日数据的不均一性要

比处理相应的月数据困难得多。日整编流程如图

３。
日整编数据的具体计算采用样条拟合法。最

高、最低、平均温度，加热、冷却度日数和降水量的日

整编通过月整编数据的插值得到，这里的差值方法

采用３次样条插值［１６］。这样保证每个月日温度平

均、日降水总和、度日数和都与月整编数据相同。为

了避免１２月３１日和１月１日之间的不连续性，整
编时间进行前后延伸为２４个月，从前一年的７月到
后一年的６月，２月２９日的数据假定与２月２８日的
相同。每个要素插值出来后，要进行奇异值的剔除，

从而保证各要素间要满足的函数关系以及在气候上

的合理性。例如：满足公式Ｔ－６５＋Ｈ－Ｃ＝０，这
里Ｔ为平均温度，Ｈ为加热度日数，Ｃ为冷却度日
数。在做度日数差值平均时，如果出现不能表示为

整数的情况，用表示从０到１之间的区域。例如
１５，表示度日数在１５～１６之间［１１－１２］。

历史的气候数据一般符合一定的统计分布，例

如：３０ａ６月的温度数据，大部分数据接近平均值，
比均值低和高的数据都占少部分，这种分布叫做高

斯分布。而对于降水来说，由于零界限的限制，不符

合高斯分布。在气候特别干燥的区域，这种分布形

式将倾向左边，大部分数据将为０，这种分布型叫做
Ｇａｍｍａ分布。降水的概率分布和分位数比较符合

Ｇａｍｍａ分布［１７－１８］。

在计算降水概率分布和分位数时，概率分布一

共划分１５个等级（０．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５，０．１０，０．２０，
０．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９０，０．９５，
０．９９，０．９９５）。如果４４．９６ｍｍ的降水量对应着０．
２０的概率分布，说明平均来讲１０ａ内有２ａ降水量
≤４４．９６ｍｍ，也可以说１０ａ内有８ａ降水量＞４４．９６
ｍｍ。降水分位数划分为５个等级，分别为：１（０％～
２０％）；２（２０％～４０％）；３（４０％ ～６０％）；４（６０％ ～
８０％）；５（８０％ ～１００％）。每个分位数对应一个降
水量的区间，如果降水量处在２的区间内，说明相对
偏干。同时，分位数还设有０级和６级，分别用来表
示未来降水的最低、最高超过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的最
低、最高的情况。

图３　日整编流程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ｅｐｓａｂｏｕｔｄａｙｎｏｒｍａｌ

１．３　分区数据整编
分区数据的制作能够为水文、农业和能源方面

的专家提供方便，他们可能更想得到一个区域平均

的数据，而不是一个站点上的数据。这次分区整编

数据包括：月平均温度、月降水量、月加热日数和冷

却日数，以及各变量相应的标准差。

在分区数据整编中，区域包括美国大陆、阿拉斯

加、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由于夏威夷岛复

杂多变的地形以及台站位置分布不符合均一性的要

求，在分区数据中不包括夏威夷。分区时要尽可能

在一个州或者邻近州，要保证分区内气候上的均一

性，有复杂地形的区域（例如落基山区域）尽可能划

分到一个区。这次整编过程中，一共划分出了３６０
个地理单位（也叫气候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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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计算整编过程中，要利用分区里面的所有台
站数据，尽管可能每一年、每一月的台站数都不相

同。其中温度的月值整编结果，通过计算给定月份

各个年的平均得到，温度的年值整编结果，通过计算

各月整编结果的平均得到。降水量的整编与温度相

同，只是降水年值整编结果是１２月值的总和。
１．４　补充整编

补充整编包括一些对农业和其它应用部门有意

义的整编统计。这些统计包括：结冰日期概率分布、

生长度日数、每月降水日数、降雪极值、月降水概

率、除去极值日的温度和降水统计、还包括月整编中

的温度、降水和降雪极值。对应出版的月整编主要

有２个辅助整编：降水概率和每年固定基数间的度
日数。

降水概率是在一个给定时间范围内，降水量超

过某个限制的概率。例如：年降水概率为０．１，表示
每１０ａ超过降水量限制的年次数有一次，或者每３０
ａ超过降水量限制的年次数有３次。本次整编中设
定３个概率：０．１，０．５，０．９。包括月和年的降水概率
分布。

对于度日数的整编，本次整编年的加热度日数

的基数分别是：６５，６０，５７，５５，５０，４５，４０°Ｆ，冷却度
日数的基数分别是：７０，６５，６０，５７，５５，５０，４５°Ｆ；月
的加热度日数的基数分别是：７０，６５，６０，５７，５５，５０，
４５，４３，４０，３５，３２，３０°Ｆ，冷却度日数的基数分别是：
８０，７５，７０，６５，６０，５７，５５，５０，４５，４３，４０，３２°Ｆ。（其
中华氏度和摄氏度换算为Ｃ＝５÷９×（Ｆ－３２））

补充整编里还包括冻结和结冰的一些信息。冻

结和结冰数据主要是每站的冻结、结冰概率表。该

表包括：最开始和最后出现冻结的日期（时间周期

从８月１日到７月３１日）、温度连续超过某个固定
值的持续时间（日数）、从８月１日到７月３１日一年
过程中超过某个固定值的概率，春秋季节发生冻结

的时间和概率，温度基数取３个值（３６，３２，２８°Ｆ），
概率分布也取３个值（１０％，５０％，９０％）［１９－２０］。
１．５　整编要素统计和整编产品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美国气候标准值整编的要素一
共２４个，整编类型一共４个。日整编要素最少，只
有６项，包括４个主要整编项目：平均气温、平均加
热／冷却度日数、平均降水，以及最高、最低气温。分
区整编有８项，为４个主要整编项目以及每个项目
相应的标准差整编。月整编一共有１７个整编要素，
其中包含了４个主要整编项目以及各自的极值、最

高最低值、中值和标准差。补充整编的要素最多，达

到１８个，除相应的标准差、温度中值、降水５分位、
冻结日期的概率分布外，包含了其它所有整编要素。

最后一共形成１３种数据产品，其中８个产品中
都有月整编结果，年和日的整编产品相对较少，年整

编产品有２个，而日整编产品只有一个（１９７１～２０００
日台站整编），另外，还包括了一些补充信息的整编

产品（例如：各州气候志概要、霜和结冰数据整编

等）。具体产品如表１所示。

表１　形成的主要数据集产品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ｍａ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产品 数据集描述

ＣＬＩＭ８１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月台站整编

ＣＬＩＭ８４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日台站整编

ＣＬＩＭ８５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月分区和标准差整编

ＣＬＩＭ８１－０１ 月的降水概率和分位数整编

ＣＬＩＭ８１－０２ 基于特定值的年的度日数整编

ＨＣＳ４－１
以面积为权重的州、区域和全国的月的温

度整编

ＨＣＳ４－２
以面积为权重的州、区域和全国的月的降

水整编

ＨＣＳ４－３
以面积为权重的州、区域和全国的月、季、

年的温度整编

ＨＣＳ５－１
以人口为权重的州、区域和全国的月的加

热度日数整编

ＨＣＳ５－２
以人口为权重的州、区域和全国的月的冷

却度日数整编

ＣＬＩＭ２０ 各州气候志概要

ＣＬＩＭ２０－０１ 霜和结冰数据整编

ＣＬＩＭ２０－０２ 美国国家气象局降雪整编

２　加拿大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气候标准值
整编

在加拿大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的整编过程中，严格遵
守了世界气象组织规定的“３／５原则”，主要先确定
每个月资料的质量，然后再利用“３／５原则”去计算
３０ａ间的月平均和总和值。不管是求平均还是求和
的整编量都进行各自单独的月值计算。每个月的整

编值通过１９７１年到２０００年中规定时间范围内符合
完整性要求的值进行平均计算得到。要计算平均的

整编要素（例如温度）来讲，一个月如果有连续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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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测或者共有５ｄ缺测降被排除在整编范围外，该
原则被气象组织定为“３／５原则”。对于要计算总量
的整编要素来讲（降水量、度日数、日数等等），一个

月的资料必须要１００％的完整才进行整编。年整编
值（除了年标准方差外），通过对符合完整性要求的

月整编值进行平均、求和得到。

对整编后的数据要附加整编标记，一共分为８
个整编标记，主要根据数据资料满足完整性的时间

长度区分，同时，对于实施“３／５原则”的数据也单独
进行标记。具体整编标记说明如表２。

表２　加拿大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气候标准值中的整编标记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ｄｅ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１９７１－２０００

整编标记 在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之间连续的年数

Ａ ＷＭＯ的“３／５原则”（温度和降水）

Ａ ＷＭＯ的“３／５原则”（温度或降水）

Ｂ 至少２５ａ

Ｃ 至少２０ａ

Ｄ 至少１５ａ

Ｅ 至少１０ａ

Ｆ 至少５ａ

Ｇ 少于５ａ

２．１　整编说明以及计算方法
在标准差的计算中，日平均温度的标准差通过

用来计算月平均一样的日数据计算得到。年平均标

准差不是通过月平均的标准方差的平均计算得到，

而是通过给定台站的年平均值序列计算得到。“３／
５原则”同样应用到年标准差的整编中，整编标记如
表３所示。

表３　日数规定以及各分界
Ｔａｂ．３　Ｌｉｓｔｏｆ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最大温

度日数

最低温

度日数

降雨

日数

降雪

日数

降水

日数

雪深

日数

≤０℃ ０℃ ≥０．２ｍｍ≥０．２ｃｍ≥０．２ｍｍ≥１ｃｍ

＞０℃ ≤２℃ ≥５ｍｍ ≥５ｃｍ ≥５ｍｍ ≥５ｃｍ

＞１０℃ ≤０℃ ≥１０ｍｍ≥１０ｃｍ≥１０ｍｍ≥１０ｃｍ

分界 ＞２０℃ ＜－２℃ ≥２５ｍｍ≥２５ｃｍ≥２５ｍｍ≥２０ｃｍ

＞３０℃ ＜－１０℃

＞３５℃ ＜－２０℃

＜－３０℃

　　除月平均和总和值外，整编中还包括一些要素
的极值，例如：日最高、最低温度，日降水量、降雪和

总降水量，以及发生的日期。在统计气候极值时，极

值数据是台站整个观测时间过程中的极值，不局限

于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的时间段内。每种要素的极值第
一次和最后一次出现都要进行记录，如果不只一次

出现标上“＋”号，对极值的数值和日期要进行加黑
处理。由于不受完整性条件的限制，要素极值不需

要进行整编标记。

在气候标准值和极值计算过程中，辅助信息都

要进行列表。这些辅助信息包括：有效年总数、缺测

年数、总共观测数、利用观测数据的百分数、计算平

均值可用的整编时间段的起止时间、确定可用极值

时间段的起止时间。

对于站址、仪器设备、观测程序等的变化，都应

该对整编数据进行相应的修正和调整。不然，这些

变动将可能影响温度和降水等要素的变化趋势，从

而使基于气候标准值的气候变化分析得出错误结

论。虽然为了保证这些数据的精度已经作了大量的

工作，但目前还不能准确给出这些数据的错误率。

加拿大的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的整编中，主要整编数
据为日资料，有部分数据为小时资料。其中，对整编

数据最关心的要素是日的最大、最小和平均温度，降

雨，降雪和总降水量。对于基本站来讲，还包括一些

日的极大风、每天的天气现象，以及小时的风、日照

和太阳辐射。基本站进行每天２４ｈ的观测，以世界
时０６点为分界点。对于志愿式台站一般只有日的
温度和降水观测，以当地时间早上８点为界。
２．２　整编要素以及资料完整性要求

表４为加拿大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气候标准值整编
中包含的整编要素，以及相应的计算方法和资料时

段、完整性要求。可以看出，加拿大的整编要素大部

分都为日数据，有一部分为小时数据，月和年的整编

数据较少。同时，整编过程中还包含了２个非直接
观测的指数数据，湿润指数和风寒指数。计算方式

主要有求平均、求标准差、求百分数、求最大、求最小

以及求和。资料时段一般要求为整编的整个时段，

但求极端值时不仅限于整编时段，而是所有记录的

时段。对于完整性的要求，一般日整编数据要求符

合“３／５原则”，求极值时要求所有有效记录值，小时
整编数据要求符合９０％的完整性，对于日数、时数、
百分率数、小时的辐射量以及总降水量的计算要求

符合１００％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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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整编要素以及相应计算要求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ｒｅｃｏｒ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ｅａｃｈｎｏｒｍａｌ

气象要素 计算方式 资料时段要求 完整度要求

温度／℃ 日平均、平均最高、平均最低气温 求平均 整编时段 ３／５原则

月平均气温标准差 求标准差 整编时段 ３／５原则

日极端最高气温 求最大 所有记录时间 所有有效值

日极端最低气温 求最小 所有记录时间 所有有效值

降水 总降雨（ｍｍ）、降雪（ｃｍ）、降水量（ｍｍ） 求和 整编时段 １００％完整

日极大降雨（ｍｍ）、降雪（ｃｍ）、降水量（ｍｍ） 求最大 所有记录时间 所有有效值

日平均雪深（ｃｍ） 求平均 整编时段 ３／５原则

日的雪深中间值（ｃｍ） 求中值 整编时段 ３／５原则

日的极大雪深（ｃｍ） 求最大 所有记录时间 所有有效值

月末平均雪深（ｃｍ） 求平均 整编时段 所有有效值

日数 特定天气的日数（最高、最低温度、降雨（ｍｍ）、降雪（ｃｍ）、降水

（ｍｍ）、雪深（ｃｍ）
求和 整编时段 １００％完整

风 小时平均风速（ｋｍ／ｈ） 求平均 整编时段 ９０％完整

小时最多风向频率（ｄｅｇｔｒｕｅ） 整编时段 ９０％完整

小时极大风速的风向（ｄｅｇｔｒｕｅ） 所有记录时间 所有有效值

小时极大风速（ｋｍ／ｈ）、日极大阵风（ｋｍ／ｈ） 求最大 所有记录时间 所有有效值

日最大阵风的风向（ｄｅｇｔｒｕｅ） 所有记录时间 所有有效值

风速＞１２．５２ｍ／ｓ、１５．２０ｍ／ｓ的日数 求和 整编时段 １００％完整

度日数 超过特定温度限值的度日数（℃） 求和 整编时段 １００％完整

土壤温度 特定深度、时间的平均土壤温度（℃） 求平均 整编时段 ３／５原则

蒸发 日平均湖面蒸发（ｍｍ） 求平均 整编时段 ３／５原则

日照 日照总时数、有日照的天数 求和 整编时段 １００％完整

日的极端日照时数 求最大 整编时段 所有有效值

基于日出／日落的每天的日照时数百分率 求百分数 整编时段 １００％完整

湿润指数 极大湿润指数（℃） 求最大 所有记录时间 所有有效值

湿润指数≥３０、≥３５、≥４０的天数 求和 整编时段 ９０％完整

风寒指数 极小风寒因子（℃） 求最小 所有记录时间 所有有效值

风寒指数 ＜－２０、＜－３０、＜－４０的天数 求和 整编时段 ９０％完整

湿度 平均小时水汽压 （ｋＰａ） 求平均 整编时段 ９０％完整

当地０６点、１５点的平均相对湿度 （％） 求平均 整编时段 ９０％完整

气压 平均小时本站、海平面气压（ｋＰａ） 求平均 整编时段 ９０％完整

辐射 每小时太阳辐射、散射、反射、净辐射总量（ＭＪ／ｍ２） 求和 整编时段 １００％完整

日的极大太阳辐射、散射、反射、净辐射总量（ＭＪ／ｍ２） 求最大 所有记录时间 所有有效值

能见度 能见度 ＜１ｋｍ、１ｋｍ～９ｋｍ、＞９ｋｍ的时数 求和 整编时段 １００％完整

云量 ０～２成、３～７成、８～１０成云的时数 求和 整编时段 １００％完整

３　小结和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美国和加拿大的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的整编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整编过
程中更侧重整编月值资料，最后形成的产品也大多

为月整编产品，日整编数据资料通过月整编值拟合

求得，年整编数据通过月整编值求和得到。而加拿

大的整编过程中，更重视日整编数据的计算，在所有

整编要素中，大部分为日气候标准值，甚至有些要素

是小时的气候标准值，月和年的整编结果较少，主要

为降水量的总和整编。

在整编要素方面，美国整编要素主要偏重４个
要素：温度、降水、加热和冷却度日数。加拿大的整

编要素要远远多于美国，几乎包含了所有观测数据，

同时还包括了通过其它观测推算出来的指数数据。

在处理方法上，美国对月数据主要进行了非均

一性处理以及质量控制，如果处理后的数据仍为缺

测时，对温度和降水又实施了相应的插值替补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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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上更侧重数据的稳定和连续变化。加拿大的

整编过程中也进行了非均一性处理以及质量控制，

但更注重世界气象组织推行的“３／５原则”的应用，
由于加拿大的整编主要为日和小时数据，对数据的

完整性要求更大。

通过对整编方案的调研发现，世界气象组织推

行的“３／５原则”以及加热和冷却度日数的统计，在
目前我国整编中还没有充分的考虑，这些值得我们

新３０ａ整编方案加以学习和借鉴。另外，本文只是
简单介绍了美国和加拿大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的３０ａ整
编要素和整编方法，对于一些方法并没有详细介绍，

但通过这些介绍能够为我国新的３０ａ整编提供参
考和对比，从而完善我国的新３０ａ整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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