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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广州国家基本气象站ＣＡＷＳ６００ＳＥ型自动气象站蒸发传感器在２０１１０７１６

出现故障为实例，分析了超声波蒸发传感器出现故障的原因。根据蒸发自动观测的基本原理，

阐述了日常维护中应注意的事项及蒸发数据出现异常时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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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气象事业的日益发展，超声波蒸发传感器

的应用将会越来越普及。本文针对广州国家基本

气象站配用的超声波蒸发传感器所出现的故障，根

据传感器的结构和原理，分析了故障产生的原因，

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同时阐述了日常维护的

注意事项。

１　基本原理和技术指标

１．１　基本原理

蒸发传感器由超声波传感器和不锈钢圆筒架

两部分组成。它是根据超声波测距的原理，使用

高精度的超声波探头，对蒸发皿内水面高度的变

化进行检测，然后转换为电信号输出。为了保证

在使用温度范围内的测量精度，配置了ＰＴ１００

温度校正装置［１］。

１．２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０～１００ｍｍ；分辨率：０．１ｍｍ；测

量精度：±１．５％ （０～５０℃）。正常情况下，蒸发

传感器供电应为１２ＶＤＣ左右；采集器防雷板２６

接线端子与地之间的电压在０．３９～２Ｖ（对应水

位１００～０ｍｍ）之间；蒸发信号线（防雷板第２６

脚）的电流应为４～２０ｍＡ
［２４］。图１是蒸发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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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与防雷板接线示意图。

图１　蒸发传感器与防雷板接线示意图

２　故障实例排查分析

２．１　故障表现

２０１１０７１６蒸发传感器受雷击后出现故障，

监控软件“实时数据与状态”界面上蒸发量示值

为：“０．０”，蒸发水位示值为：“１２５０”。通过自动

站数据质量控制软件，查ＲＴＤ文件确定蒸发量

开始“０．０”及蒸发水位为“１２５０”的开始时间。

２．２　故障排查分析与处理

针对故障表现情况，且考虑之前已更换了采

集器，分别进行了传感器、传感器与采集器之间线

路、传感器与防雷板接线等部位的排查分析［５７］。

具体步骤如下：

（１）量取蒸发传感器供电为１２ＶＤＣ左右，供

电正常。

（２）量取蒸发信号线（防雷板第２６脚）的电

流应为０．２ｍＡ左右，正常范围为４～２０ｍＡ，电

流值偏低较多。

（３）量取蒸发信号线（防雷板第２６脚）与地

（防雷板第２８脚）之间的电压为：０．１８Ｖ左右，而

正常应在０．３～２．１Ｖ之间，电压异常。

（４）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排查分析，判断为：蒸

发传感器故障。随即更换了蒸发传感器，但更换

后数据依然未恢复正常。检查蒸发传感器信号线

是否正常，有无短路、断路情况，并对采集器至转

接传感器之间信号线的每条芯线相对应的做环路

测试，结果均正常畅通。再进行仔细检查，发现传

感器与信号线接口处稍微锈化，做了相关的处理

后，蒸发数据终于恢复了正常。

３　观测方法及日常维护

３．１　自动观测方法

超声波液面蒸发传感器所测量到的信号是

“水位高度”值，可以自动测量蒸发桶内水面高度

的连续变化［８，９］。

（１）分钟数据：每分钟的“蒸发水位”减去前

一分钟的“蒸发水位”，然后取其绝对值。

（２）定时数据：每个正点的“蒸发水位”减去

前一时次的“蒸发水位”，然后取其绝对值，则为该

时次的“蒸发量”。

（３）日合计（２０：００～２０：００）：自动站的日蒸

发量是一天中每个时次蒸发量的总和。

３．２　日常维护注意事项

（１）为了减少太阳辐射以及降水溅水对蒸发

量的影响，蒸发桶内的水面高度应与蒸发桶外围

的水圈水面高度接近。

（２）蒸发器每天的原量应在２３～４３ｍｍ，超

过此范围应加（汲）水。所以降水时要尽量从蒸发

桶内取水，而不让水溢到溢流桶内。

（３）应保持桶内水的清洁，对蒸发桶内草、虫

等杂物应及时进行清理。每月至少更换１次

水［１０，１１］。

３．３　蒸发数据的维护与处理

蒸发量受周围天气现象及气象要素变化的影

响较大，所以，当小时蒸发量或日蒸发量偏大时应

跟其它气象要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若无人为及

其它特别客观情况影响，应保留其原始记录［１２］。

如果受降水或调整蒸发水位影响而出现异常值，

其处理方法如下：

（１）如果只有１ｈ的蒸发量出现异常时，那

么此数据用前后２ｈ的数据内插值来代替。

（２）如果连续２ｈ或以上蒸发量不正常，那

么则应按缺测处理，日蒸发量可用人工观测的数

据代替。

４　结束语

故障出现时，根据仪器的基本原理及与其相

关的采集器部件、线路情况等进行排查，最后对其

进行维修。而平时做好仪器的日常维护，掌握异

常数据理处理方法，对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则尤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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