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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日照时数的测量 

8.1概述 

日照这一词是指与突现于天空背景漫射光的日盘亮度相关的，或易于由人眼观测的，

并在受照射物后面出现阴影有关的现象。因此，该名词较之于其它波长的辐射能量与可见

辐射相关更密切，虽然两者的特征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实际上，最初的日照定义是直接地

由比较简单的康培尔—斯托克（Campbell—Stokes 日照计,8.2.1 节）确立的，它是由一

特制的透镜聚焦太阳光束的能量，在一特制的黑纸卡上烧出焦痕，以此检测日照。这种日

照计早在 1880 年就引入气象站，现仍在很多站网中使用。因为对特制部件的尺寸和质量

无国际统一的规定，随之执行不同原则性的规程，则产生不同的日照时数值。 

为了使日照时数全球范围网络的资料均一化，一种专门设计的康培尔—斯托克日照

计，即所谓的“暂定标准日照计”（IRSR），由 WMO在 1962年建议作为标准（WMO，1962）。

由这种“硬件定义”的改进仅在暂定时期内是有效的，在此期间需要探索精确的物理定义，

以便同时用于设计自动日照计和尽可能贴近由 IRSR表述的近似“标尺”。关于后者，强烈

地建议将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烧焦时的阈值相应的直接太阳辐照度确定下来。在不同的

站试验结果表明，烧焦日照计纸卡的阈值辐照度在 70 到
2280 −⋅mW 范围内变化

（Bider,1958;Buamgartner.1979）。但进一步研究特别在法国使用 IRSR 结果表明平均值

为
2120 −⋅mW ，最后建议将此值作为直接太阳辐照度的阈值以辨别光亮的日照。考虑到此

试验结果的推广，在仪器性能指标中允许阈值 20%的准确度。为了测定阈值辐照度，建议

使用直接辐射表作为标准传感器。对于参考标准的进一步改进，似乎应确定直接辐射表的

视场角（WMO，在准备中）。 

8.1.1定义 

根据建议 10（CIMO-Ⅷ），日照时数定义为在一给定时段内直接太阳辐照度超过

2120 −⋅mW 的各分段时间的总和。 

8.1.2单位和标尺 

日照时数（Sunshine Duration 简写为 SD）的物理量显然是时间，使用的单位是秒或

小时。对于气候的用途来讲，使用派生的术语，如“日小时数”或“日日照时数”，以及

百分数，如“相对日日照时数”，此时 SD与地球外的可能日照时间或最大可能日照时间有

关（分别用 0SD 和 maxSD 表示），测量时段（日、旬、月、年等）是单位的重要补充。 

8.1.3气象要求 

在第一编的第 1章中给出了性能指标要求。测量日照时数的不确定度为 0.1小时，分

辨力为 0.1小时。 

因为直接太阳辐照度转换阈值的量和斜度决定了日照时数的可能的不确定度，对日照

计来讲，其气象要求基本上与气候的云量状况相关（WMO，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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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云天空的情况下，仅在日出或日落的小时值由于阈值调整不理想或光谱的依赖性

可能是错误的（取决于尘量造成背景灿烂的散射光可能淹没不强的日盘光）。 

在云分散的情况下（积云、层积云），转换斜度高，使用直接辐射表在多云天空测量

辐照度，通常低于
280 −⋅mW ，这意味着在阈值调整上为低要求。若光亮云团在太阳近旁，

则日照计的视场角可影响测量结果。 

若高的云层（卷云、高层云）其光学厚度小的变化会削弱大约
2120 −⋅mW 左右的直接

太阳辐照度，则要求最高的精密度。除阈值调整的精密度外，视场角也是有影响的。 

对日照计的要求是变化的，取决于测点位置和季节，根据主要的云的组成。关于云的

组成可由相对日日照时数 SD/SD0（见 8.1.2节）的三种范围大致描述，即“阴云天空”为

（ 3.0/0 0 <≤ SDSD ），“ 多 云 为 （ 7.0/3.0 0 <≤ SDSD ）” 和 “ 晴 天 ” 为

（ 0.1/7.0 0 <≤ SDSD ）。由主要云布满天空时所产生的结果通常表现为偏离标准的最大

百分率。 

8.1.3.1日照时数资料的应用 

SD资料主要应用之一是表征当地的气候，特别是休养地的气候。这种气候也可视作有

强烈的太阳光使人保持良好状态的心理效应。 

对过去天气状况的描述，如一个月的状况，通常包括每日 SD 资料的趋势。如果没有

太阳能数据，这样的 SD值对农业的用途是有价值的。 

对于这些应用的领域，在过去几十年里，大约 SD平均值的 10%的不确定度似乎是可接

受的。 

8.1.3.2与其他气象变量的相关性 

在日照时间和太阳总辐射 G之间最重要的相关性可由所谓的 Angstrom公式来描述： 

( )00 // SDSDbaGG ⋅+=  

其中 0/ GG 是所谓的晴朗指数（与地球外总辐照度相关）， 0/ SDSD 是相应的日照时

数（与地球外可能的 SD值相关），a和 b是常数必须每月确定。采用这个方法由康培尔—

斯托克资料得到的月平均每日总辐照量的不确定度为在夏季低于 10%，而在冬季则升至

30%，这个结果是由德国气象站报告的（Golchert,1981）。 

Angstrom公式的意思指在云量和日照时间之间为负相关。此关系式对高云和薄云并不

符合。显然对未覆盖住太阳的云场也不符合，所以负相关程度首先取决于收集统计资料的

数量（Stanghellini,1981;Angell,1990）。SD资料准确度的改进应减小统计结果的分散性，

即使理想的资料也仅在统计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满意的结果。 

8.1.3.3自动记录的要求 

由于电源在许多地方日益增及，这样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的自身满足的优势就不那

么重要了。此外，考虑到日照纸更换要求每天进行，造成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在自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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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站或减少人员的站是否仍需使用的问题。由新的自动测量程序取代康培尔—斯托克日照

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可免除记录卡目视估计处理的支出，并可在资料载体上获得比较精

确的结果，且直接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 

8.1.4测量方法 

用于测量日照时间的原理和有关的仪器类型在下列的方法中简要地列出： 

（a）烧痕法：由聚焦直接太阳辐射（吸收太阳能的热），产生烧焦记录纸的阈值效应，

由烧痕读出日照时间。 

仪器类型：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特别推荐 IRSR型（见 8.1和 8.2节）。 

（b）直接辐射测量法。直接辐射检测直接太阳辐照度通过
2120 −⋅mW 阈值的转换（根

据建议 10（CIMOVII））。由相应的向上和向下的转换触发时间记数器，可读出日照时数值。 

仪器类型：与电子的或计算机处理的阈值鉴别器和时间记录设备相连接的直接辐射

表。 

（c）总辐射测量法。由总的太阳辐照度（G）和散射太阳辐照度（D）的总辐射测量，

得出 WMO推荐的直接太阳辐照度阈值。其它内容如（b）所述。 

仪器类型：两台相同的总辐射表和一个遮光装置，与电的或计算机处理的阈值鉴别器

和时间记录设备组成的整套辐射表系统。 

（d）对比法：在某些传感器之间进行辐射对比鉴别，这些传感器以不同的位置对着

太阳，利用与 WMO 建议的阈值相当的传感器输出信号的特定差值进行测量，（通过与标准

SD值比较来确定，其它内容如（b）所述）。 

仪器类型：特别设计的多传感器的探测器（大部分配置光电管），并与电子鉴别器和

时间记数器相联。 

（e）扫描法：从连续扫描小范围天空的传感器接受的辐照度，与 WMO 建议的辐照阈

值相等（通过与标准 SD值比对确定）进行鉴别。 

仪器类型：单个传感器接收装置，配有特制的扫描装置（例如：旋转光栏或反射镜）

和电子鉴别器及时间记录设备相联。 

在下面各节中描述的日照时数测量方法是实现上述原理的实例。使用这些方法的仪器

除福斯特（Foster）转换日照计外，都参加了 WMO，1988 年在汉堡（Hamburg）举行的自

动日照时数测量的比对和 1984年在布达佩斯（Budapest）进行的 VI区域协会总辐射表和

电子日照时数记录器的比对（WMO，1986）。 

在 8.2.1节中将较详细地介绍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因为该仪器现在仍广泛地应用

于国家网络中，由 WMO建议的技术指标和评价规则应予以考虑。 

在 Coulsen(1970)，Hameed和 Pittalwala(1989)，Sonntag和 Behrens(1992)的著作

和论文中给出了日照计的历史回顾。 

8.2仪器和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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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烧痕法） 

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主要由一个玻璃球及一个同心地装在一起的球面碗形槽截段

面组成，玻璃球直径的大小要正好使太阳光线准确聚焦在槽面沟中的一张卡片上。根据仪

器工作的地区：极地，温带或热带纬度，支承球的方法有所不同。为了得到有用的结果，

球形截段面和球体都应当以很高的精密度制作，所设计的支架能使球体准确地对准中心。

球形截段面上设置有相互重叠的三副槽构，以便在装入纸卡后能适用于一年中不同的季节

（一副为春秋分共用的），它们的长度和形状以适用于系统的几何光学来择定。应当注意

到前面所指出的在变化的云天条件下所获得的烧痕问题，表现为这种仪器及实际上使用这

种方法的任何仪器，都不能提供日照时数的准确资料。 

下表总结了 IRSR级别的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的主要规格与要求。用作 IRSR的日照

计应当遵照英国气象局公布的详细规格。以及 IRSR 记录卡片应当遵照法国国家气象局公

布的详细规格。 

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IRSR级）技术要求 
玻璃球 球形截段面 记录卡片 
形状：均一 材料：炮铜或有相当耐久性的金属 
直径：10cm 半径：73mm 
颜色：很浅或无色 
折射率：1.52±0.02 
焦距：75mm对于钠 
“D”光 

附加规格： 
（a）横贯内表面刻上日中线。 
（b）可按照纬度调整球形截段面与水平
面的倾斜角。 

（c）有水平和方位调整装置的双重基座。

材料：受水份影响小的优质硬纸卡。

宽度：准确到 0.3mm以内。 
厚度：0.4±0.05mm 
潮湿效应：在 2%以内 
颜色：暗，均匀，在白天漫射光中

看不出差别。 
标度：印有黑色小时线 

 
8.2.1.1调整 

在安装日照计中，必须进行下列调整： 

（a）底座必须调整成水平； 

（b）球形截段面必须调整成使春秋分卡片的中心线位于天球赤道面上（刻在槽面支

架上的纬度标度易于进行此调整）； 

（c）通过球心的垂直平面和球形截段面上的正午标记必须在地理子午面上（南北调

整）。 

在地方时正午时，观测太阳的成象点，可最好地测试日照计的（c）项；如果仪器调

整正确，则成象点应落在球形截段面或卡片的正午标记上。 

8.2.1.2记录整理 

为了从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得出一致的结果，特别重要的是要严格按照下列测量暂

定标准日照计记录的方法。光亮日照时数日总量的确定，应是在卡片边上用同一曲度的线

标出与每一焦痕对应的长度，并且测量这样得出的线沿卡片的总长度，记录到最接近的

1/10小时。记录应按下述方法来求值： 

（a）在具有清楚的圆形端界的烧痕情况下，在每个端界处，长度应当减少一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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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量等于烧痕端界曲率半径的一半；通常这相当于每一烧痕整体长度减少 0.1小时； 

（b）在圆形烧痕的情况下，量得的长度应当等于烧痕直径的一半。如果在一天的记

录中发生有多于一个的圆形烧痕完全可以认为两或三个烧痕相当于 0.1小时的日照；四、

五、六个烧痕相当于 0.2小时的日照，其后以 0.1小时为步长，以此类推； 

（c）当标记只是一条窄线，甚至在卡片上只有轻微的变色时，此标记的全部长度都

应加以测量； 

（d）清楚的烧痕在宽度上短时地减少了至少 1/3 时，应当从每一个这种宽度减少的

烧痕总长度中减去 0.1小时。但是，减去的最大值不应当超过全部烧痕的总长度的一半。 

为了估计处理记录时造成的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并且保证比对结果的客观性，建议对

应于受比较的仪器中的每一个仪器记录的求值，由两个或更多一些受过这种工作培训的人

依次独立地去进行。 

8.2.1.3特殊的型式 

因为标准的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在纬度高于大约 65°N的那些站，不能记录在夏季

月份中接受到的全部日照，一些国家使用改进的型式。 

一种可能性是使用两台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背对背地工作，其中一个以标准方式安

装，而另一个安装成面向北。 

在很多气候区，可能需要加热装置以防止霜和露的沉积。在如同北欧那样的气候区中，

把加热的仪器与正常工作的仪器相比较表明，常规型式的仪器测不到的日照量而有加热装

置的仪器可测到，夏季大约是月平均的 1%，而在冬季大约是月平均的 5%—10%。 

8.2.1.4误差来源 

这种日照计的误差主要由日照纸卡的温度和湿度特性及过烧效应产生的，特别是在少

云的情况下（Ikeda,Aoshima和 Miyake,1986）。在中、高纬度地区常常由露或霜影响早晨

的值。 

8.2.2直接辐射测量法 

8.2.2.1概述 

这个方法代表了 WMO日照定义的直接结果，因此，建议使用此方法获得日照时间的标

准值。它要求一个全天候的直接辐射表和一个可靠的太阳跟踪装置，全自动地或至少半自

动地使直接辐射表对准太阳。当太阳周围有云时，直接辐射表的视场角影响测量的辐照度，

可通过选择直接辐射表来改进此方法。 

通过将直接辐射表的输出连续地与阈值相当的电压
212120 mWVRmwVth ⋅⋅⋅= −− µ

的比较来对日照的阈值进行监控，此电压值可由直接辐射表的响应率 R 进行计算。若

thVVV −=∆ 改变其符号，则可检测出阈值的转折点。当 0>∆V 时所连接的时间记录器

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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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误差来源 

直接辐射表的视场角尚未确立一致的定义，特别是太阳周围有云时，在不同视场角的

两个直接辐射表的测量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是可能的。因此，直接辐射表典型的误差包

括，倾斜效应，对温度的依赖性，非线性和零点漂移，取决于直接辐射表的等级。如果没

有准确地对准太阳或进光口被雨或雪盖住，将出现很大的误差。 

8.2.3总辐射测量法 

8.2.3.1概述 

为了获得日照时数的总辐射测量法，主要根据直接太阳辐射 I，太阳总辐射 G，和散

射太阳辐射 D之间的基本关系式： 

DGI −=⋅ ξcos                                （8.1） 

ξ是太阳天顶角，Icosξ是 I的水平分量。为了满足方程式 8.1，要正好地遮住总辐

射表的视场角以便测量 D，遮挡的总辐射表的视场角必须与直接辐射表的视场角相等（见

第 I编第 7章），此外，直接辐射表和总辐射表的光谱范围及时间常数应尽可能地相似。 

在没有跟踪太阳装置的直接辐射表而可借助于计算机进行 G和 D的总辐射测量的情况

下，根据方程 8.1WMO的日照判据可由下式表示： 

( ) 2120/ −⋅>− mWCOSDG ξ                          （8.2） 

此式适用于瞬时读数。 

在不同的站，此方法的改进主要涉及的是： 

（a）总辐射表的选择； 

（b）使用的遮光装置（带太阳跟踪装置的遮光盘或遮光环）及其遮挡的几何特征（遮

蔽角）； 

（c）遮光环损失量的修正； 

作为一个特别的改进，应该提及由统计得出的参数化公式代替方程式 8.2中的判别式

（避免确定太阳天顶角），可应用在比较简单的数据采集系统中（ Sonntag 和

Behrens,1992）。 

8.2.3.2误差来源 

根据方程式 8.2，测量总的太阳辐照度和散射太阳辐照度的误差在计算中传递至直接

太阳辐照度的误差中，且其随太阳天顶角的增加而强烈地放大。因此，对使用遮光环引起

散射太阳能量损失量修正的准确度（WMO，1984）和选择总辐射表的质量对减少测量结果

的不确定度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8.2.4对比—测量装置 

福斯特日照转换器是一种光学仪器，早在 1953 年已经用于美国业务站（Foster 和

Foskett1953）。它由一对硒光电管组成，其中一个硒光电管装有遮光环遮挡免受直接日照。

校准两个光电管使得在没有直接太阳光束时无信号产生，当直接太阳辐照度超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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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mW 时，启动转换器（Hameed 和 Pittalwala,1989）。遮光环的位置一年需调整 4

次，以适应太阳在天空的视路径的季节变化。 

8.2.5对比测量和扫描装置 

8.2.5.1概述 

在很多不同类型的光电子传感器，即对比测量和扫描装置，从 1988到 1989年，在汉

堡 VI 区协的区域辐射中心举行的 WMO 自动日照时间测量比对期间进行了比对。这个比对

报告包括所有参加该项比对的仪器和传感器的详细介绍（WMO，在准备中）。 

8.2.5.2误差来源 

由于定值对比的不同程序和采用的阵列中光电管的视场角相对地大，使得天空云量的

分布或周围对太阳辐射的反射可影响测量结果。没有滤光片的硅光电管在近红外线区一般

有最大的响应率，因此，测量结果取决于直接太阳辐射的光谱。 

由于这种装置为视场角相对小的，狭矩形槽与作为标准直接辐射表的圆形对称的视场

角有很大不同，故围绕太阳的云量分布会引起对标准值的偏差。 

由于视场角小，不完美的玻璃罩将可成为不确定度的特殊源。除太阳高度误差外，传

感器的光谱响应也应考虑。当前仅有一种使热电探测器的商品日照计可认为是没有光谱效

应的。 

8.3日照计的安装 

正确的安装日照计，有三点基本的要求： 

（a）日照计应牢固地固定在一个坚固的支架上。但对适用于浮标站上的 SONIe 传感

器，则没有必要； 

（b）当太阳处于地平线以上大于 3°时，在全年测量时段内，日照计对太阳的视野应

无遮挡，在下列的情况下，此建议可作修改； 

（i）如果没有其他可选择的地方，小型天线或其它小角宽≤2°时的遮挡仍可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对遮挡物的位置高度和角度应作详细记录。在特殊的时数或日数中，日照

时数可能损失，应由视太阳路径的天文计算进行估计； 

（ii）在山区（例如山谷），作为一个局地气候因子，自然的遮挡是可接受的，如上

所述，应将这方面的资料作详细记录； 

（c）场地应不受周围地表的影响，周围可能将大量的直接太阳辐射反射到探测器上。

这种反射辐射主要影响对比测量装置的测量结果。为了克服这种干扰，应避免使用白漆，

在场地附近应保持无雪或不受屏障。 

上述已提到日照轴线的调整。有些日照计，制造厂家推荐根据季节调整日照计轴线倾

斜度。 

8.4总的误差来源 

在 1988年至 1989年间，在汉堡（德国）的天气条件下，实验证明了用各种不同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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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方法记录日照的不确定度，可作为 WMO的标准值的偏差（在准备中）。 

因为使用的直接辐射表的校准因子的不确定度及其视场角尺度的不确定度（决定于华

盖），这些标准值也有不确定性。对于单个值，还应考虑时间常数。 

总不确定度的来源为： 

（a）日照计的校准（辐照度阈值等效值的调整（见 8.5节））； 

（b）由气象条件（例如温度、云况、尘埃）和太阳位置（例如方向误差、太阳光谱）

引起的日照计响应的特有变化； 

（c）仪器的关键部件的错误调整和不稳定性； 

（d）测量值的简化或错误定值； 

（e）错误的时间记数程序； 

（f）劣质维护。 

8.5校准 

在叙述各种校准方法之前，下面的概括说明是合适的。 

（a）对于日照计的校准，尚无标准化方法； 

（b）对于室外校准，必须使用直接辐射测量法，以便获得标准数据； 

（c）由于日照计和标准仪器之间设计的不同，以及有关测量条件的自然多变性，必

须由长期的（几个月）比对来确定校准结果； 

（d）通常日照计的校准需要一专门的程序，以便调整其阈值（对于光电设备进行电

子学调整，对于总辐射测量系统进行软件调整）； 

（e）对模拟输出的光电装置，校准周期相对来说应短些； 

（f）为了对外场仪器的稳定性进行定期试验，主要推荐室内法（使用灯泡）； 

（g）WMO将介绍（在准备中）不同类型日照时数测量方法（包括季节的不确定度）的

比对结果实例。 

8.5.1室外法 

8.5.1.1日照时数资料的比较 

标准值 refSD 与被校准的检测器的日照时数值 calSD 必须同步测量。使用的标准仪器应

当安装在太阳跟踪装置上，并配有辐照阈值鉴别器（见 8.1.4节）的直接辐射表。另一方

法是可用选定精密度的、定期校准过的日照计作标准。因为日照计的阈值准确度的要求随

气象条件而变化（8.1.3节），比对结果应由长期的数据组统计得出。 

如果一个比对期间数据总和使用这个方法（具有典型的云量条件），则最初的校准结

果为比值 ∑ ∑=
tot tot calreftot SDSDq / 。 

对 11 <> qq 或 ，分别地将相当于阈值的电压向低或向高调整。因为要求调整的量并

不严格地与 totq 相关，需进行进一步的比对，以便重复地确保接近于 1=totq 的理想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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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校准期间所需时间在欧洲的中纬度地区大约 3至 6个月。因此，校准站网日照计的装

置应能同时对多台仪器进行校准（只有当定值时云的形成与校准时相同，把 totq 用作∑ SD

值的修正系数才能获得可靠的结果。因此不推荐这个方法）。 

如果这个方法用于根据特殊的测量条件（如云量，太阳高度角，日照百分率，白天）

下选择的数据组，这是可能的，例如，对于不同类型的云量，可由统计找到系数

∑ ∑=
; ;

/
se se calrefsel SDSDq 。这些系数可用于修正那些对云量有详细说明的数据组。 

另一方面，尤其是考虑到较差的云量条件（例如：卷云和高层云），可推荐调整相当

阈值电压。为了使调整有效，重复的程序也是必要的；这取决于天气情况，可能需要几周

或几个月的时间。 

8.5.1.2模拟信号的比对 

这个方法限于模拟输出的日照计。它接收到的直接太阳辐照度至少在小于
2500 −⋅mW

得出的阈值相当电压形成的最佳拟合曲线。如果这个校准结果偏离于确认的电压超过 20%

时，应将日照计的阈值调整到新值。 

对于那些具有明显光谱响应的日照计，在低太阳高度角 120W·m
－2
附近的测量数据必

须剔除，因为光谱引起较大的非线性，除非在日出和日落时的阈值电压是特别关注的。阈

值相当电压必须由较高的辐照度值外推得到。 

8.5.1.3平均有效辐照度阈值（MEIT）法 

所谓的 MEIT法（WMO，在准备中）是基于对被校准日照计每小时平均有效辐照度阈值

Im的确定。 

作为此方法的第一步为，由计算机控制的对 hk小时的直接辐射测量和假定的阈值辐照

度 I(n)来确定 SD 值，以 ( )( )nIhSD kref , 表示，其中 I(n)在 60 至
2240 −⋅mW 之间（即

( ) ( ) 1802,1,0,60 2 Λ=⋅+= − nmWnnI ）。第二步，日照计每小时 SD 值 SD(hk)必须与

( )( )nIhSD kref , 进行比较，以求出特殊的 knn = 值，使 ( )khSD 等于 ( )( )kkref nIhSD , 。I(nk)

代表 hn小时的 MEIT 值： ( ) ( ) 260 −⋅+= mWnhI kkm 。若未直接求出 nk，则不得不由相邻

值内插求得。 

第三步是若在平均 MEIT值 Im和理想阈值
2120 −⋅mW 的相对差大于±20%时，最后调整

日照计阈值相应的电压，由于每小时 MEIT 值的偏差分散性较大。作为例子平均值应为一

个月的平均。 

此方法不适用于那些以阈值快速转换为主的数小时内，每小时平均变化率应小于

5
12 −− ⋅⋅ smW 。MEIT值校准期间的整个数据组不具有代表性。 

8.5.2室内法 

因为在室内对直接和散射太阳辐射通量分布的模拟是很困难的，只推荐一种“备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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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它适用于阈值相当电压可调的日照计。实验室的测试设备由一个稳定的辐射源（最

好具有近似的太阳光谱）和一个对日照计进行精确的局部调整的试验台及一个在室外仔细

地校准过用作标准的日照计组成。标准和测试的日照计应为相同型号。 

在测试程序的开始，把标准日照计精确地置于灯泡的光束中，由模拟输出或通常的“日

照转换器”指示 120W·m
－2
。随后，用测试仪器精确地取代标准仪器，测试仪器的阈值电

压必须调整到能启动转换器或获得一个 120W·m
－2
的相当值。通过不断进行仪器的更换，

应能测试出结果的重复性。 

8.6维护 

对技术人员要求的日常维护包括： 

（a）清洁。对所有日照计来讲，需要每天清除各自的进口窗，特别是那些有小视场

角的扫描装置。在特殊的天气情况下，没有配备防露和防霜的仪器，每天清除应多于一次； 

（b）检查。特殊（扫描）部件的转动及数据采集系统每天应进行检查； 

（c）更换。对康培尔—斯托克日照计来讲，每天应更换日照纸卡。其它设备，应定

期更换适当的数据资料载体； 

（d）调整。如果生产厂家建议日照计的倾斜应随季度而变化，或可能在强烈的风暴

之后，要对仪器进行调整。 

按照相应的使用说明书，由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或工程师，对使用的日照计和数据采

集系统的特殊部件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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