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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运行协调决策机制的气象服务 

许 培 贞 

（民航局空管局） 

摘要 

该文简述了民航运行协调决策机制，总结了其运行管理、流量管理及协调决策对气象服务的需求，

介绍了运行协调决策机制的气象咨询服务工作和服务内容，介绍了 2008年第 29届北京奥运会期间运

行协调决策机制的气象咨询服务的要点、重点和服务方式，提出了运行协调决策机制气象服务的体会

和改进服务的建议。 

 

一、引言 

2005 年，我国上升成为国际民航组织（ICAO）第二航空运输大国。民航局为适应航空运输业迅

速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民航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各主要航空运输公司及主要民航机场之间的运行

协调，建立了民航运行协调决策机制。同时，民航空管局明确了为运行协调决策机制提供气象咨询服

务的任务，对民航各地区气象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且在民航运行管理中心设立了气象咨询服务席

位。 

  近三年来，气象咨询服务工作根据运行协调决策机制的需求，把握重要天气对运行流量管理的影

响，关注运行协调决策机制关心的重点天气，以多种形式及多个渠道逐步开展了气象信息服务，增加

了气象信息在运行管理中的应用，减少了不利天气因素对民航运行的影响，提高了运行管理效率，充

分发挥了气象咨询服务在运行协调决策机制的作用。 

 

二、运行协调决策机制的气象服务需求 

运行协调决策机制对气象信息的需求，与日常机场航空气象服务相比，有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其仅仅依靠机场航空天气报告、机场航空天气预报等飞行气象情报是不够的。也就是说，空中交通运

行管理、空中交通流量控制及民航运行协调决策等需要提供更多的气象信息，需要多方面的利用气象

条件。 

（一）、运行管理的气象服务需求。民航运行管理根据掌握的静态飞行计划和动态飞行运行情况，

实施必要的运行监控和运行管理，以确保民航空中交通安全、顺畅、效率和经济，需要了解全国实时

天气情况及未来天气趋势。主要包括：1.全国飞行区域、航路天气的适航状况；2.全国民航机场尤其

是主要机场的天气情况；3.重要天气的地域分布情况及其对主要机场、主要飞行区域的可能影响；4.

已经严重影响航空飞行的重要天气及其未来的变化趋势；5.大面积延误航空飞行的天气情况；6.涉及

后续航班安排的相关天气，等等。 

（二）、流量控制的气象服务需求。空中交通运行管理中心对全国主要航路和繁忙机场的空中交

通流量实施监控，处理各种因素引起的空中交通阻塞，及时向地区空管单位和航空公司发布流量控制

决定，以及与其他方面的协作，以维持安全的交通流量和有效的空中运行。当需要实施流量管理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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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时，运行管理部门需要了解的主要天气包括：1.实施流量管理区域或某段航路的天气情况；2.

已经严重影响航空飞行的重要天气的持续时段或变化趋势；3.将要或已经导致大面积影响航班的天气

以及该天气的好转情况；4.重要天气系统影响运行的程度及时段，诸如系统性雷雨云团的发展、移动

趋势、覆盖飞行管制区的程度； 5.枢纽机场(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四大机场)、繁忙航路

（特别是京广、京沪航路）及大流量区域(即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区域)的重要天气情况，

等等。 

（三）、协调决策的气象服务需求。当有紧急任务、突发事件、特殊情况或重要事项需要处置时，

运行管理部门需迅即向有关部门报告，或接受相关部门的指示，或向航空公司等部门布置任务，做出

相应的运行协调决策，也需要尽快得到所关注的气象信息：1.决策部门或决策管理者实施决策的天气

情况；2.协调决策紧急任务时需要的气象信息；3.处置突发事件时需要的气象信息；4.协调特殊或重

要情况时需要的气象信息；5.协调某飞行区域、航路绕飞或改航时需要的气象信息，例如台风的活动

时预计台风登陆的时间、地点、强度及未来动向，台风云系对飞行区域或航路的影响，等等。 

 

三、运行协调决策机制的气象咨询服务 

（一）、气象咨询服务工作。运行协调决策机制的气象咨询服务对象主要包括民航运行管理中心，

运行管制大厅值班主任、各管制席位值班员；民航各主要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民航各主要机场运

行控制部门；还有民航运行决策部门或决策管理者。气象咨询服务开展的主要工作可分为以下各类：

1.介绍当前及未来全国天气形势，各飞行区域天气状况；2.提供天气讲解和航空气象情况咨询；3.实

时监视全国各机场天气变化，随时通报主要机场和繁忙机场天气变化信息；4.随时通报全国飞行区域、

繁忙飞行区域及主要航路的最新重要天气情况；5.提供专机飞行任务、重要飞行任务或应急任务需要

的气象信息；6.提供大面积延误航班或严重影响飞行的机场低能见度、雷雨等天气信息；7.提供航班

改航、绕飞或飞行计划调整等需要的台风、系统性雷雨等重要天气信息；8.编辑诸如航空天气早报、

一日天气综述等书面气象信息；9.转发国家气象局天气快报、民航地区气象中心天气通报等气象信息；

10.供民航其他有关部门即时需要的气象信息。 

（二）、气象咨询服务内容。也可将已开展的气象咨询服务内容分为三大类，即天气讲解服务、最

新天气服务和综合信息服务。 

1. 天气讲解服务。包括定时讲解、临时讲解和咨询讲解。定时讲解是在每天的固定时间讲解当

日的主要天气，主要天气发生的天气形势背景，主要天气的强度特点、移动情况、影响机场、影响区

域及未来的趋势等。临时讲解主要是随时进行的当时天气情况的介绍，简明指出运行协调决策需要关

注的重点天气或某个区域的重要天气。例如，遇有系统性雷雨等重要天气将影响飞行时，主动向管制

值班岗位通报相应的天气情况，包括其发展移动情况、持续时间或强度变化。当天气复杂时，一般每

小时或每两小时讲解一次。咨询讲解主要是根据咨询者提出的天气问题，做出相应的回答，无论是当

面回答或电话回答，都给予深入浅出、简明通俗的解释。 

2. 最新天气服务。是指提供各机场最新的天气实况，将机场最新出现的重要天气情况随时告知

管制值班员；当多个机场出现重要天气时，还需以表格形式一一简述各主要机场的天气概况，送达管

制席位。气象值班员需及时阅读各种滚动更新的气象图形、图像资料，随时浏览全国各类航空天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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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监视全国天气的变化，以确保及时、准确的提供最新天气信息。 

3. 综合信息服务。是以书面文字形式描述航空天气情况，向使用者提供简明的气象综合信息。

主要依据各地区气象中心发布的区域预报、各机场气象台发布的机场天气预报、各机场提供的最新天

气报告，或参考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通报，综述全国航空天气、重要天气及未来趋势。目前编发的

书面信息主要有：航空天气早报、一日航空天气综述、航空重要天气通报、热带气象动态信息及航空

天气短信（通过手机群发）等。 

（三）、气象咨询服务方式。气象咨询服务方式可归纳为现场咨询服务、书面信息服务、远端咨询

服务。也可分为现场咨询服务和异地咨询服务两类。现场咨询服务包括现场面对面讲解、口头告知、

内部局域网交换和书面送达；异地咨询服务包括电话咨询、传真、远端专网传递和远端视频系统等。 

 

四、运行协调决策机制的奥运气象服务 

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期间正值我国雷雨多发季节，奥运气象服务任务异常繁重。自7月20日

起进入奥运赛时运行服务阶段，至残奥会结束以后的9月20日止，民航气象部门严格遵守“周密细致，

安全顺畅，万无一失”的要求，各地区气象中心、各机场气象台共同协作，全力实施了奥运气象服务。

其中，奥运阶段圆满完成涉奥专机228架次，公务机、包机1150架次。服务专机架次之多、涉奥飞行

密度之高、气象服务难度之大，均打破了民航气象服务的历史纪录。 

（一）、奥运气象服务准备工作。民航气象系统在民航局的统一部署下，根据北京奥运会民航空

中交通管理系统总体保障方案，结合民航气象奥运保障的基本要求，借鉴今年抗击冰雪、抗震救灾气

象服务经验，拟制了民航运行协调决策机制气象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对奥运气象咨询服务工作做了全

面具体的安排。 

１．奥运气象服务原则。充分满足民航奥运指挥中心及运行协调决策机制的气象信息需求，全力

提供奥运气象服务。在掌握全国航空天气情况的同时，特别关注和提供奥运主降机场、备降机场及涉

奥飞行主要区域或指定航路的天气状况等气象信息。 

2．奥运气象服务主要措施。在以往运行协调决策机制气象咨询服务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奥运

气象服务的措施：增加编辑奥运航空天气简报、各奥运机场最新航空天气信息等；增加气象服务信息

传递方式；增加气象值班人员，关注涉奥机场及涉奥飞行的重要天气；增加气象资源共享的渠道，加

强各地奥运气象服务协调。 

3．奥运气象咨询服务要点。根据民航奥运指挥中心及运行协调决策机制对气象咨询服务的需求，

明确了奥运气象咨询服务的工作要点：1.掌握奥运航空天气情况，备供奥运赛场机场、主要机场、主

要飞行区域或指定航路的天气状况等气象信息；2.提供民航奥运指挥中心、运行监控、应急办公室等

运行决策部门需要的奥运气象信息（天气早报、天气简报等）；3.提供大面积延误航班或严重影响飞

行的机场及飞行区域天气咨询；4.提供决策部门关于重要任务或特殊任务的气象咨询；5.通报运行监

控席位需要的天气咨询；6.编辑转发民航局办公网、空管局信息网需要的奥运航空气象信息；7.提供

运行监控席位需要的书面天气信息；8.协助华北气象中心或地区气象中心有关视频会议天气讲解事宜

等。 

4．奥运气象咨询服务重点。根据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季节性天气特点和主办地的地区天气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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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做好雷雨、台风和北京地区的气象服务：1.重点介绍北京地区及其周边区域的重要天气及其趋

势，增加重点航路如京广、京沪航路重要天气的介绍，重要天气覆盖涉奥机场或航路区的天气趋势；

2.加强北京首都机场重要天气的强度、持续时间的咨询服务，主要涉奥机场低于飞行标准天气的持续

时间或转为高于飞行标准的时间；3.把握雷雨天气对北京区域的影响、发展及移动趋势，雷雨或雷雨

云团对主要涉奥机场、航路或飞行管制区的影响时间；4.关注热带气旋或重要天气系统的未来趋势及

对涉奥航班飞行的影响，掌握热带气旋登陆的时间、地点、强度、移向及天气趋势等。 

（二）、奥运气象服务实施工作。附表１和附表２列出了 7 月 20 日至 9 月 20 日实施奥运气象服

务期间的主要工作。附表１为每日固定时间段的主要例行工作；附表２为随机工作，即附表１每日固

定工作以外随时要做的两部分工作。奥运气象服务主要工作依然是咨询服务，提供天气咨询讲解、提

供最新天气实况、编辑和转发气象信息。 

１．天气咨询讲解。定时天气讲解每天三次，分为两类，一是管制值班员交接班天气讲解，由气

象值班员进行面对面的讲解；二是视频天气讲解，在每天上午、下午两次召开的视频协调会议上分别

讲解一次，由民航华北气象中心以及华东、中南等气象中心介绍当日及未来的全国奥运天气情况，各

地区空管局、四大航空集团、主要机场奥运指挥协调人员参加会议并听取讲解。临时讲解和咨询讲解

主要是在奥运指挥中心管制大厅进行，根据各类最新天气资料、最新航空气象资料、包括气象雷达探

测资料和气象卫星云图资料等，由奥运气象值班员随时予以讲解，视天气状况进行，不固定讲解时间，

一般每天都讲解若干次。 

 

附表 1      奥运气象咨询服务主要工作一览表（定时） 

2008.7.20——2008.９.20 
时间 

（北京时） 主 要 工 作 备注 

06:30--7:20 编辑《奥运航空天气早报》 每天一份 

07:20--7:50 编辑《奥运航空天气简报》 每天一份 

8:00，13:00，19:00 编辑《奥运航空天气信息》 每天三份 

8:00--8:20 交接班天气讲解  

8:00--8:40 收视国家气象局天气会商  
08:00，10:00，13:00，
16:00，20:00 编辑《奥运航空天气实况》 每天至少五份 

09:00，17:30 视频天气讲解 每天至少两次 

10:00，14:00 编辑、发送短信 每天至少增加两份 

15:00--16:00 编辑《一日天气综述》 每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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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奥运气象咨询服务工作（非定时） 
2008.7.20——2008.９.20 

时间 主 要 工 作  备注 

编辑《热带气旋通报》 视情况随机编发 

转发《奥运航空天气通报》 收到即转发 随机 

转发《奥运航空重要天气快报》 收到即转发 

全天 

1、掌握全国天气形势及各飞行区域天气状况； 
2、检索全国机场的天气和预报，监视涉奥机场及主要机场天气；

3、提供涉奥专机飞行、重要飞行或应急任务需要的气象信息；

4、掌握当日重要天气状况及重要天气演变趋势； 
5、随时通报涉奥飞行区域、繁忙飞行区域及主要航路的最新重

要天气情况； 
6、咨询讲解天气。根据需要，回答或解释天气；重点讲解对飞

行或可能影响飞行的天气，涉澳飞行的机场、航路及区域天

气； 
7、咨询协调相关工作； 
8、资料和文档的存储。 

气象值班员随时都要做

的工作 

 

２．最新天气服务。气象值班员将最新的重要天气情况通报使用人员，以便有关使用者在第一时

间对全国的奥运天气有个整体的基本的了解。在随时浏览全国各机场天气情报，监视全国各地天气变

化的同时，着重将各机场影响或可能影响飞行的重要天气检索出来，及时告知值班管制员。每天在固

定时间（例如：08：00、10：00···）打印在规定的表格里，以《奥运航空天气实况》或《奥运主降机

场最新天气》的书面形式提供有关人员使用，也通过网络或内部局域网传递到使用部门。 

３．综合信息服务。为奥运运行协调决策机制编辑的书面气象信息有《奥运航空天气早报》、《奥

运航空天气信息》、《一日天气综述》及《热带气旋动态信息》，并分发或转发至有关部门；一般每天

编发 10 份左右，天气复杂时则多达十几份。转发的气象信息有民航华北气象中心的《奥运航空重要

天气快报》，民航华北及各地区气象中心的《奥运航空天气通报》，国家气象局《热带气旋公报》或《重

要气象预警信息》，还有部分气象信息传真至民航华北气象中心或有关部门。简明的文字或配有图形、

图表的气象信息，以书面或网络快捷地分发给奥运指挥人员或运行协调决策部门，便于有关指挥人员

或决策者宏观了解全国的奥运天气，特别是航空重要天气。 

 

五、运行协调决策机制气象服务的启示 

（一）、运行协调决策机制对气象咨询服务有较高的需求。运行协调决策机制气象咨询服务是现

有民航气象服务的延伸和拓展，与日常航空气象服务相比，其对气象信息、咨询服务有较高的需求，

要求的信息量大、实效较长、覆盖面也较广。特别是对重要天气的持续时间、区域重要天气的趋势展

望有很高的需求。 

（二）、气象咨询服务对协调决策来说非常重要。运行协调决策机制对于流量管理决策、紧急任

务协调决策、应急协调决策以及区域协调决策，对于繁忙区域协调、枢纽机场或主要机场运行协调以

及大面积延误航班协调，都十分需要气象信息。特别是在天气复杂或飞行天气条件较差时，气象信息

和气象咨询服务对于运行协调决策机制更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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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象咨询服务需要加强针对性服务。运行协调决策机制不仅关注一个或几个机场，更关

注全国范围的运行协调。因此，根据运行协调决策机制关注重点、关注区域及覆盖范围不同于日常航

空气象服务的特点，需进一步加强气象咨询的针对性服务。 

（四）、气象咨询服务产品亟待进一步改进。由于运行协调决策机制的需求较高，目前我们提供

的气象咨询服务还不能满足其要求，亟待进一步加强相关工作，改进服务工作。需要在加强机场临近

预报服务的同时，加强机场的中期气候预测；在加强航路重要天气预报的同时，加强区域性重要天气

预报服务；在增加气象信息服务的同时，增加更多的图形化、可视化、个性化气象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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