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规范》解读

《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规范》已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发布，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实施，现就编制背景、主要内容解

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深圳地处珠三角经济圈腹地，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高

速城市化及向海发展导致极端天气致灾性风险增加，土地过度开

发、高楼林立、建筑工地众多等加剧了城市公共安全脆弱性，同

时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时空分布的高频性和不确定性变得更加

显著，各区（部门、行业）防御气象灾害，特别是对中小微尺度

天气的破坏性影响防不胜防，由此对天气监测的精度，分区、分

时、分强度的精准预报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此，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印发

《智慧城市气象观测和服务试点工作方案》，其中深圳作为试点

城市之一，将气象监测融入政府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工作和

工程，针对智慧城市减灾防灾救灾、气象环境、城市生态、城市

灾害、大城市病治理等领域，与工信等政府部门及智慧城市承建

单位等合作，依托多功能智能杆基础设施搭载构建百米级的智慧

城市气象观测泛在感知网，为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运行保障和管

理提供基础的气象观测服务和保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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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由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深圳市国家

气候观象台作为起草单位编制了《多功能智能杆系统设计与工程

建设规范》（SZDB 4403/T 30—2019），其中气象监测作为多功

能智能杆的配置之一，该规范只是笼统地提及了多功能智能杆气

象监测设备布设原则，具体安装和建设，以及数据采集和汇交未

进一步深入说明，对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设备的建设方和管理

方未形成全面地指导。

根据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深圳市通信管理局印发的《深

圳市 5G 基站和多功能智能杆近期建设规划（2019-2025）》的通

知文件，到 2025 年，深圳市多功能智能杆总数达到 5 万根，其

中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点共计约 1500 个，如何科学、规范和

合理利用多功能智能杆挂载气象监测设备，提高多功能智能杆气

象监测建设效益，确保数据准确性、可用性和代表性，形成组网

数据共享，实现大数据效应最大化。通过大数据融合分析，建立

智能化服务引擎，开展基于场景、位置和智能感知的情景互动服

务，不仅是城市交通出行、公共安全、宜居宜业城市建设的需要，

也是保障重大市政、大型公众活动的需要，可有效增强市民对智

慧气象服务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综上所述，制定《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规范》是非常

明确和必要的。本标准将有效指导规范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在深圳

市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工作，达到城市微小尺度气象监测

网共享可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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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的总体结构和主要内容说明

《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规范》标准结构包括 9 个章

节，两个规范性附录，一个资料性附录，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

款进行简要说明。

（一）第一章：范围

如何利用多功能智能杆基础设施挂载气象监测设备，构建高

密度的气象泛在感知网，达到数据共享可用的目的。因此本标准

规定了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基本要求，包括多功能智能杆

气象监测设备的布设、安装、性能指标，以及数据的采集和汇交

等内容，适用于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多功能智能杆气象

监测建设。

（二）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文件，包括《自动

气象站观测规范》（GB/T 33703—2017）、《自动气象站维护技

术规范》（SZDB/Z 142—2015）。

（三）第三章：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包括多

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元数据、探测环境、影响源，部分术语

和定义参考、引用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

（GB 31221—2014）、《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GB/T 33703

—2017）、《自动气象站维护技术规范》（SZDB/Z 142—2015）

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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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章：总体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主要环节的基本

要求，一是选用的气象监测设备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性能指标要

求，避免影响数据一致性；二是气象监测设备结合多功能智能杆

安装应规范，避免影响数据可用性和代表性；三是各政府及企事

业单位和个人监测采集的气象数据应汇交市气象主管部门，形成

大数据效应，避免数据孤立。

（五）第五章：布设原则

本章节规定了气象监测设备布设的要求，包括布设场景和环

境的选择，以及不同场景的气象监测间隔距离等。通过规范布局，

形成全域统一、科学合理、布局明确的气象观测泛在感知网，提

高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效益。

本章节是根据《多功能智能杆系统设计与工程建设规范》

（SZDB4403/T 30—2019）、《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GB/T 33703

—2017）制定。

（六）第六章：气象监测设备

本章节主要规定了气象监测设备应具备监测气温、湿度、风

速、风向、雨量、气压等气象要素的功能，同时气象监测设备应

满足相关的技术要求、安装要求，以及建成后如何规范运行管理

和维护。通过规范气象监测设备功能、结构、性能指标，以及做

好后续运维管理和维护，能更好地依托多功能智能挂载安装气象

监测设备，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保证气象数据



5

高质量应用，发挥建设效益。

本章节是根据《多功能智能杆系统设计与工程建设规范》

（SZDB4403/T 30—2019）、《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关于印发<

便携式自动气象观测仪分级技术规范（试行）>的函》（气测函

〔2019〕94 号）制定。

（七）第七章：数据采集和算法

本章节规定了气象监测设备输出数据的格式及相关算法。在

现行气象业务中使用的气象资料（数据）编码主要为字符编码，

字符编码简单直观，但由于数据格式种类繁多，对于每一种资料

格式都要有相应的编解码工作。为便于汇交社会气象监测数据，

达到数据共享可用的目标，应规范气象数据采集格式和算法。

本章节是根据《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GB/T 33703—2017）

制定。

（八）第八章：元数据档案

本章节规定了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建设完成后，应形成元

数据档案，内容应包含站点的基本信息、气象设备信息、探测环

境信息、基建信息等。元数据档案是气象监测点自建成以来的机

构、人员、位置、观测任务、观测方法、观测环境、观测仪器等

变动情况的记录；元数据档案是分析、研究非气候因素所产生的

气候资料序列非均一性的重要背景信息。元数据档案对气象数据

管理现代化建设和气象数据共享服务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利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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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是根据《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GB/T 33703—2017）

制定。

（九）第九章：气象监测数据汇交

本章节规定了各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组织和个人所属气象资

料数据，应通过相关数据交换平台、数据接口等渠道向市气象主

管机构汇交，形成大数据效应，发挥数据应有的价值，为城市和

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气象服务。

本章节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23 号））制定。

（十）附录 A：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数据报文格式要求

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本附录给出了详细地气象监测数据格

式说明。主要编写依据为《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GB/T 33703

—2017）。

（十一）附录 B：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数据要素算法

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本附录给出了各气象监测要素的算法

公式。主要编写依据为《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GB/T 33703

—2017）。

（十二）附录 C：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元数据档案信息登

记表

附录 C 为资料性附录。本附录给出了元数据档案信息登记表

应填写的各项内容。主要编写依据为《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

（GB/T 3370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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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标准的建议

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在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测

建设前期，应充分调研需求，并严格按照《多功能智能杆气象监

测建设规范》实施，同时通过公函向深圳市气象局征求多功能智

能杆气象监测建设方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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