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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气象服务系统是以通信网络为纽带、以
计算机和探测设施为工具、以信息的采集、传输、
加工、分发、服务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系统。由气
象综合探测系统、气象信息网络系统、气象信息
加工和分析系统、预报系统和气象信息服务系统
等构成。民航气象服务系统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
术的发展，通过民航各部门的努力其探测设施、网
络建设、信息加工和预报、气象服务等有了长足
的进步。通过“九五”和“十五”的建设，民航
１００多个机场安装了气象雷达、卫星云图接收和
处理系统、机场天气自动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
等探测设备；特别是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和卫星
传真广播接收系统，不仅统一了全国各大区民航
气象通信网络平台，还统一了三级数据库处理平
台，使气象信息的收集和分发时效提高。
民航气象现状
１１探测系统不能满足业务需求
１１１探测设施布局不合理民航气象设施的
规划布局是根据各机场的流量、天气气候和政治
经济地位等在机场内配置；很难满足航空天气预
报对探测设施在探测范围、精度、分辨率和资料
实时性等的需求，如大多数机场配置的国产天气
雷达，只能定时观测，无法得到预报所需的连续
观测资料。
１１２共享性不够气象雷达、自动气象站等设
备分散在各机场，没有联网资料不能及时有效地
共享于全民航气象预报业务。
１１３缺乏综合、立体、全程、自动化的探测系
统民航气象没有建立支持数值预报所需的高分

辨率探测系统。严重制约新技术在气象业务中的
应用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１２气象服务产品不适应用户的需求

民航气象根据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向用户提供
基本的气象服务产品，大多数基于传统的方法和
技术制作的，其质量与用户期望有较大差距。气
象探测资料满足不了预报需要，服务产品不能适
应用户个性化气象服务的要求。
１３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不适应气象服务的要
求

民航改革使人员、经费、业务技术培训、业
务管理由不同的部门实施，导致管理的合力降低，
新技术的培训学习少，制约气象人员对新技术的
应用。民航强调安全第一，对日常安全运行有直
接影响的设备正常性、服务的规范性等较重视，对
其它因素的重视程度比较低。没有系统的研发机
构，经费支持不足，对技术学习和技术成果有效
激励措施少。低能见度、积冰、颠簸等重要天气
预报产品质量与用户期望有较大差距，对风切变
等天气也无力有效监视和预警。
１４人才结构不合理，综合素质不适应业务和服
务的要求

一方面，具有较高专业知识和熟悉日常业务
的人才占大多数，具有创新能力和解决领域内难
点和复杂问题的高精尖人才少，高级工程师仅占
４％。发表高层次论文和申报获批省部级科研项目
数量少，人才竞争力不强；另一方面，人员的知
识结构不合理，预报员除具有基本预报技能外，信
息和资料综合运用、新预报技术应用能力不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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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熟练运用新技术并研究开发服务产品能力的人
员缺乏。有些设备维护人员缺乏系统的维护知识
和技能，制约设备的有效利用和正常运行。管理
者的理论、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滞后。创新性、
主动性、有效性不高，导致管理规章、业务技术
规范和运行服务标准等不适应需要。
推行三个创新，促进气象资源的共享，优化民
航气象服务
２１国家气象资源共享的重要性和现实性
２１１共享国家气象资源，适应发展的要求气
象资源共享符合科学发展观，包括民航气象系统
在内的人、设备、设施等资源是国家投资的基础
性资源，只有各部门的气象资源共享，才能使气
象资源的效能最大化，才能有效解决重复建设、资
源浪费和资源利用率不高的问题，能进一步提升
我国气象服务的竞争力，才能使气象事业可持续
而健康地发展。
２１２国家具有丰富的气象资源可共享１）综
合探测系统建设，中国气象局发射了静止气象卫
星和极轨气象卫星，布设了４０００多个气象观测
站和新一代天气雷达网，平均每天下传３０００多
份的气象资料到国家气象数据库。信息网络系统
建设：建成了具有全国统一的气象通信网络拓扑
结构、网络平台和网络协议，集数据交换、文字、
语音、图像、视频交换传输为一体的气象卫星综
合应用业务系统。２）信息加工和气象产品制作，
装备了神威、银河、曙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系统，
气象信息综合分析处理系统（ＭＩＣＡＰＳ）提供了信
息丰富、综合处理应用、界面友好、能自动生成
预报产品的人机交互系统。３）预报技术，中期数
值天气预报和有限区域预报系统等数值预报系
统，预报产品达４０多个要素，１９００多个场，格
点数据水平分辨率达０５°×０５°。中国气象局等
有系统完整的规范，特别是信息网络运行和探测
设施规范，确保建设和运行目标的实现。中国科
学院、气象科学研究院、气象高等院校及各业务
单位每年都有重要气象研究成果问世。这些国家
气象资源是民航气象必需的营养，民航气象部门
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主动而积极的共享和利用。
２１３气象资源共享具有良好的基础和价值

覆盖全国的气象观测站资料和气象卫星观测资料
为各行各业所共享。天气气候数值预报模式体系
和气象卫星综合应用业务系统、中期数值预报系
统提供的服务涉及工农业、水利、环保、航空航
天等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合肥等地气象局与民航
空管中心共建的大气探测基地为防灾减灾和民航
气象服务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
２２认真研究气象资源共享问题，优化民航气象
服务
２２１加强民航气象现有资源的共享利用１）
通过联网或数据入库等实现民航机场自动观测系
统、自动站和天气雷达资料共享，提高非常规探
测资料在预报产品、飞行计划的制作和飞行过程
控制等的利用率。２）定期交流技术成果，及时收
集气象技术研发成果，并用网络等平台共享，提
高科技成果共享性。３）收集中高级人才的竞争优
势和先进技术向全国介绍，共享和利用优势资源。
４）加强设备零配件的共享，收集并提供各地备件
的储备及调剂使用指导意见。提高库存备件利用
率，保持合理库存，减少资金占用。
２２２积极共享民航之外的资源１）共享国家
数据库资源，在用好内部资源的同时拓展资源利
用领域，要重视国家大气探测网和气象监测网等
资源的共享。民航可以用这些资源，补充探测资
料不足和设备故障后，预报业务资料的需求，开
展数值预报业务，提高重要天气预报准确率。机
场的自动观测系统的跑道视程值等资料可以共享
于人工影响天气、城市环境污染监测等部门。２）
共享数据库资源和业务系统提供的产品，使用中
国气象局的气象综合应用业务系统，气象信息综
合分析处理系统和数值预报系统，充分利用空军、
海洋部门的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及其产品。环保、海
洋、水利等部门也可以共享民航的气象数据库资
源和飞机下传资料。３）共享科研成果，应加强与
相关部门的合作和交流，共享气象科研成果，如
国家数值预报中心的中尺度天气预报模式、雷达
和卫星资料同化处理技术以及大气污染、能见度、
大雾的监测和预报研究成果，避免重复的低水平
研究，促进民航气象部门的跨越式技术进步，提
高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和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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