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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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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山东省气象局大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江苏省无线电

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南雪景、杨云、边泽强、孙嫣、崇伟、崔喜爱、朱庆春、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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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基准辐射站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面基准辐射站的观测项目、站址、观测设备、仪器量值溯源与备份建设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地面基准辐射站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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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8702—2014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面基准辐射站 baselinesurfaceradiationstation;BSRS
根据国家气候区划,按照统一观测规范运行,在测量仪器、技术标准和计量标准溯源等方面均遵循

可实现的最高标准,为获取具有充分代表性的长期、连续辐射资料而设置的地面观测站。

4 观测项目

4.1 依据观测内容分为基本观测项目和扩展观测项目。

4.2 基本观测项目包括太阳直接辐射、散射辐射、总辐射、大气长波辐射、地面反射辐射和地面长波

辐射。

4.3 扩展观测项目包括太阳紫外辐射、光合有效辐射以及为确定地面辐射收支能力的其他辐射量值。
扩展观测项目可根据需要选定。

4.4 开展气温、湿度和风速等相关气象要素观测。

5 站址

5.1 站点位置

5.1.1 具有大于100km2 的区域代表性,避开污染源、热源及对辐射测量有不利影响的区域。

5.1.2 以站点为中心20km半径范围内的区域,未来社会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不会对长期观测目标产

生影响。

5.1.3 宜选择在已有的地面气象观测站,距气象探空站的最远距离不超过50km。

5.1.4 下垫面宜开阔、平整、均一。

5.1.5 宜有必要的供电、通讯条件。

5.1.6 站址周围电磁辐射符合GB8702—2014第2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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