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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气象服务用户需求问卷调查分析与讨论 

赵凯
1
，王熙英，钟伟，张秋实 

民航黑龙江空管分局气象台，哈尔滨市，黑龙江省 150079） 

摘要：笔者们从用户对气象信息的总体关注和需求、对不同季节天气、不同气象要素的关注

和需求、对气象服务产品的关注度和使用、对气象服务渠道、设备、产品、培训的需求等方

面进行了分析，得出用户对气象服务信息比较关注，其中对气温的关注度仅次于天气现象和

风，对低空风切变、低能见度、道面结冰和积雪的需求仅次于各季高影响天气，对手机预警

信息、航路预报的兴趣仅次于机场预报、机场警报、天气报告、着陆预报、重要气象情报；

用户需求的是2小时的趋势预报、中文明语格式的服务信息；用户最为关注的仍是提高预报

准确率；用户需要专业气象部门的培训，希望多组织业务交流、参观学习。笔者们根据用户

需求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航空气象人员应不断积累温度、低空风切变、低能见度、道面结冰、

积雪天气的预报经验，航空气象服务部门应加大设备配备、增加监测手段，提高预报准确率、

做好气象宣传、用户培训的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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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年实施的《民航空管系统气象工作质量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民航空管系统气象

服务机构应当与用户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通过有效方式收集并分析用户对航空气象的意

见、建议和需求，及时向用户介绍航空气象新进展、新产品、新规范和新标准等。”2013年3

月，为切实了解用户对气象服务信息的关注程度、对气象知识的了解程度、对气象产品的使

用情况、对气象服务的需求方向，同时向用户普及气象知识和产品、宣传服务手段和理念，

气象台以“3.23世界气象日”为契机，向用户发放了《航空气象服务用户需求调查问卷》150

份，收回有效问卷144份。笔者们将在文中对收回的问卷进行分析，从而发现用户对气象服

务的需求和航空气象服务工作的不足，为今后改进气象服务工作积累经验。 

2 问卷设计理念 

问卷在设计时，笔者们翻阅了很多文献
[1-5]

，首先明确了问卷主要目的：通过问卷了解

用户对气象服务的关注、使用、理解和需求，为改进今后气象服务提供参考，同时嵌入对气

象知识、产品、服务的宣传。其次，明确管制、签派、飞行员、机场集团现场运行指挥中心

为此次调查的主要对象。第三，按照“从现状到需求、从概括到具体”的原则，引导用户由

浅入深的答题。题型上以封闭式为主、半封闭式为辅，开放性个别保留，尽量减少用户的答

题时间；同时，给用户预留了提意见和建议的空间。问卷设计思路笔者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

详述，本文不再赘述。 

3 问卷内容分析 

3.1 用户基本信息 

144 份有效问卷中，南航黑龙江分公司飞行员（下文简称飞行员）完成 37 份，占 25.7%；

南航黑龙江分公司签派员（下文简称签派员）完成 14 份，占 9.7%；黑龙江空管分局管制员

（下文简称管制员）完成 72 份，其中 2 份是管理人员，占 50%；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现场指挥救援中心指挥人员（下文简称指挥员）完成 21 份，占 14.6%。 

3.2 用户对气象信息的总体关注和需求 

3.2.1 用户对气象信息的关注程度 

多数签派员（85.7%）、飞行员（78.4%）和指挥员（42.9%）时刻关注天气演变，只有

管制员选择“天气影响飞行时关注”（47.2%）多于“时刻关注天气演变”（40.3%），如图

1 所示，可见用户对气象信息的关注程度非常高。 

                                                        
1赵凯（1980-），女，河南南阳人，工程师，从事航空气象预报及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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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户对气象信息的关注程度                图 2 用户最想了解的天气信息 

3.2.2 用户最想了解的气象要素 

用户最关注的是天气现象的发生、持续和结束时间及天气现象的强度，如图 2。其次是

风向风速、气温、云高、云量、云状等。用户对气温预测信息的需求仅次于天气现象和风，

应引起航空气象服务工作者重视。 

3.3 用户对不同季节天气的关注和需求 

3.3.1 春季 

用户最关注大风天气，如图 3。有 78.4%的飞行员、85.7%的签派员、66.7%的管制员、

90.5%的指挥员选择了该项。其它天气，签派员和飞行员较关注低空风切变，管制员偏重于

低能见度，指挥员更关注道面结冰、积雪。 

3.3.2 夏季 

用户最关注雷暴/雷雨天气，如图 4。81.1%的飞行员、85.7%的签派员、47.2%的管制员、85.7%

指挥员选择了改项；其次是中到大或暴雨天气。其它天气，签派员和飞行员仍较关注低空风

切变，管制员则多关注大风和低能见度，指挥员则对冰雹天气情有独钟。 

3.3.3 秋季 

用户最关注大风天气，如图 5。62.2%的飞行员、78.6%的签派员、50%的管制员、90.5%

的指挥员选择了改项。其它天气，飞行员仍然较关注低空风切变，签派员则改为关注低云高，

管制员和指挥员较关注低能见度天气。 

3.3.4 冬季 

用户最关注降雪天气，如图 6。78.4%的飞行员、85.7%的签派员、65.3%的管制员、95.2%

的指挥员选择了改项。其它天气，飞行员和指挥员较多关注道面积雪，签派员和管制员较多

关注低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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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用户关注的哈尔滨机场春季天气              图 4  用户关注的哈尔滨机场夏季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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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户关注的哈尔滨机场秋季天气        图 6  用户关注的哈尔滨机场冬季天气 

3.4 用户对不同气象要素的关注和需求 

3.4.1 风 

用户关注度均较高的风向是 180-270°，如图 7 所示，而非正侧风所在的 270-360°。

哈尔滨机场除夏季盛行南风（170-190°）外，其它季节盛行西风（260-280°），这说明机

场盛行风向对飞行保障工作有较大影响。对于风速，用户关注较多的是 10-16 米/秒的风，

37.8%的飞行员、64.3%的签派员、31.9%的管制员选择了该项；指挥员最关注 5-10 米/秒的

风，这说明风速对用户的保障工作影响不同。 

3.4.2 能见度 

    低于 800 米的能见度是用户关注的重点，如图 8 所示，飞行员（37.8%）、签派员（71.4%）、

管制员（45.8%）最关注 600-800 的低能见度，指挥员（81.0%）最关注 600 米以下的低能见

度。 

3.4.3 云 

飞行员（32.4%）最关注 60-150 米的低云，其他用户最关注的均是 30-60 米的低云，如

图 9。对于低云云量，用户最关注的均是 5-7 个量（BKN）的低云，48.6%的飞行员、85.7%

的签派员、29.2%的管制员、28.6%的指挥员选择了改项。这说明云底高 30-150 米、云量 BKN

以上的低云对安全保障工作有较大影响，是用户普遍关注的重点。 

3.4.4 雷暴 

对于雷暴发生方位，管制员（50.0%）最不希望发生在 180-270°方位，飞行员（40.5%）、

签派员（50.0%）、指挥员（38.1%）最不希望发生在正上空。对于雷暴发生时间，飞行员（59.5%）

和签派员（64.3%）最不希望发生在 18:00-24:00，管制员（54.2%）和指挥员（66.7%）最

不希望雷暴发生在 12:00-18:00，如图 10。用户的选择正好是雷暴易发时段（午后至前半夜），

此时段也是航班高峰期，雷雨天气增加了保障压力。 

3.4.5 风切变 

签派员（57.1%）、管制员（40.3%）、指挥员（52.4%）最关注 500 米以下的低空风切

变，飞行员（62.2%）最关注 500-1000 米的风切变，如图 11。对采集到或接收的低空风切

变信息，用户对采集到或接收的低空风切变信息进行了有效的处置，如图 3 所示，多数飞行

员（64.9%）选择通知给管制人员，而多数签派员（57.1%）和指挥员（76.2%）选择咨询风

切变的变化趋势，多数管制员（52.8%）选择了通知给气象人员,如图 12。可见，用户对低

空风切变的预测信息的需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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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用户关注的哈尔滨风向范围                     图 8  用户关注的能见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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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用户关注的低云云高                     图 10  用户最不希望雷暴发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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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用户关注的低空风切变高度               图 12 用户对收集到的低空风切变的处置 

3.5 用户对气象服务产品的关注度和使用情况 

3.5.1.预报产品 

    用户对机场预报、机场警报、天气报告、着陆预报、重要气象情报等兴趣较高，如图

13。对手机预警信息、航路预报的兴趣仅次于上述五项，说明用户对这两种产品需求很大。 

3.5.2 预报时效 

用户对天气预报时效的需求各不相同，飞行员多（48.6%）认为 2 小时的航空天气预报

最适合，签派员多（71.4%）认为 9小时预报最适合，管制员多（44.4%）认为 2 小时预报最

适合，指挥员多（28.6%）认为 12 小时预报最适合，如图 14。可见，24 小时以内的航空天

气预报需求较高，尤其未来 2 小时着陆预报。 

3.5.3 航路天气 

雷电和颠簸是众矢之的，飞行员（81.1%）和管制员（44.4%）最关注航路上的颠簸；签

派员（85.7%）最关注的对流云、雷电、颠簸，指挥员（76.2%）最关注雷电，如图 15。 

3.5.4 航空气象服务信息的格式 

用户最希望得到中文明语格式的气象服务信息，有 43.2%的飞行员、64.3%的签派员、

69.4 的管制员、76.2%的指挥员选择了该项；其次才是图形图像、电码、英文名语和表格，

如图 16。这也正是机场警报（电话通报）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3.5.5 探测资料 

指挥员（81.0%）飞行员（62.2%）和管制员（54.2%）对天气实况最感兴趣，签派员(92.9%)

对雷达资料最感兴趣，如图 17。用户对卫星资料相对不感兴趣，可能原因有：一是用户对

卫星资料的使用不了解；二是卫星资料作用有限，譬如说用户特别关注未来 2 小时的天气趋

势，卫星资料的滞后性造成对未来 2 小时对天气迟判。 

3.5.6 服务终端 

对气象设备用户使用最多的是多普勒天气雷达显示终端，有 59.5%的飞行员、92.9%的

签派员和 55.6%的管制员选择了该项。对设备终端的不足，多数飞行员（35.1%）认为现气

象设备的显示功能有待改进，多数签派员（64.3%）和管制员（40.3%）认为设备的操作便捷

性有待改进，如图 18。自动气象观测显示的天气现象、风向风速、跑道视程、主导能见度

是用户较关注的气象信息。用户使用雷达终端查看雷暴的强度、未来移动方向，其次是降水、

降雪的强度和范围。用户使用可见光云图、红外云图查看云的相关信息。用户使用气象信息

网终端查看最新报文（实况和预报）、自动气象观测系统实时观测信息、天气雷达探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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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用户感兴趣的气象情报             图 14 用户最关注的预报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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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电码 B图形图像 C 中文明语 D 英文明语 E表格

     

图 15  用户关注的航路天气              图 16  用户希望气象服务信息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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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71.4%

51.4%

33.3%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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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认为现气象设备有待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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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界面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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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显示功能

E网络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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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用户感兴趣的探测资料图           18  用户认为气象设备需要改进的地方 

3.6 用户对气象服务的需求 

3.6.1 服务渠道 

目前，用户获得气象服务信息的渠道，飞行员（70.3%）主要是通过飞行气象文件（用

户对 2012 年天气文件质量的满意度为 100%），其次为地空数据链、对空气象广播等；签派

员主要是专用服务终端（85.7%），其次是专业气象部门、电话咨询等；管制员主要是专用

服务终端（45.8%），其次是电话咨询、专业气象部门等；指挥员主要是电话咨询（90.5%），

其次是专业气象部门和专用服务终端，如图 19。 

用户希望将来获取气象服务信息的方式，如图 20，飞行员最希望通过专业气象部门

（62.2%），其次是飞行气象文件、地空数据链、专用服务终端、天气讲解单、对空广播、

现场咨询席位等；签派员最希望通过专用服务终端（78.6%），其次是专业气象部门、电话

咨询、天气讲解单、飞行气象文件、地空数据链、对空广播、专业网站；管制员最希望通过

专用服务终端（48.6%），其次是专业气象部门、电话咨询、天气讲解单、到气象部门直接

领取/咨询、现场咨询席位等，指挥员最希望获取气象服务信息的方式仍然是专用服务终端、

电话咨询、专业气象部门等。可见，用户对现场咨询席位、天气讲解单、专业网站、视频在

线咨询等方式有需求，对现场咨询席位和天气讲解单的需求较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当遇突

发天气时，多数飞行员（59.5%）通过管制员、签派员获得气象信息；多数签派员（85.7%）、

管制员（59.7%）、指挥员(90.5%)通过电话咨询获得气象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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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专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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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专业网站 H天气讲解单 I到气象部门直接领取/咨询

J航管楼大屏幕 K现场咨询席位 L视频在线咨询

M其他

图19  目前用户获取气象信息的渠道图    20  今后用户希望获取气象信息的渠道 

3.6.2 服务用语 

对天气预报中局地、阵性、几点之后出现等术语，71.6%的用户选择了可以理解。 



 6

3.6.3 预报准确率 

用户对天气预报准确率期望较高，有73.0%的飞行员、85.7%的签派员、72.2%的管制员、

81.0%的指挥员提出应该进一步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 

3.7 用户培训需求 

气象部门组织的用户培训和专业培训是用户获取气象知识的主要途径，如图21。另外，

邀请专业人员面授、到气象部门实习、自学气象部门发放的资料也有一定需求，新技术、气

象产品的释用、气象基础知识，均是用户想了解的气象知识，如图22。 

飞行员 签派员 管制员 指挥员

32.4%

78.6%

43.1%

38.1%
29.7%

85.7%

29.2%

52.4%

32.4%

14.3%

31.9%
42.9%

29.7% 28.6%
18.1%

33.3%

43.2%

23.6% 28.6%

用户学习气象知识的方式

A气象部门组织的用户培训 B 气象部门组织的专业培训 C邀请专业人士面授

D到气象部门实习 E气象部门发放资料，自学

飞行员 签派员 管制员 指挥员

48.6%

28.6%

44.4%

81.0%

51.4%
64.3%

29.2%

47.6%

54.1%
71.4%

20.8%

52.4%

35.1%

78.6%

20.8%
28.6%

18.9%

35.7%

19.4%
23.8%

14.3%
6.9%

用户希望获得的气象知识

A气象基础理论 B气象新规章、标准 C气象新技术 D气象产品释用 E气象设备及维护知识 F其他

 

图21  用户获得气象知识的方式          图22  用户希望获得气象知识 

3.8 用户认为气象服务应该进一步改进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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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传递及时性 B传递便利性 C传递可靠性 D准确 E多样

F针对性 G现场服务 H网络服务 I视频在线 J其他

图23  用户对天气预报的改进意见             图24  用户认为气象服务需要改进的方面 

用户对天气预报准确率期望较高，有73.0%的飞行员、85.7%的签派员、72.2%的管制员、

81.0%的指挥员提出应该进一步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如图23。对航空气象服务，飞行员认

为及时性最重要，其次是针对性、准确性、可靠性、便利性，同时认为现场服务、多样性、

网络服务、视频在线等有待改进，如图24。 

4 总结与讨论 

4.1 用户对气象服务信息比较关注，其中对气温的关注度仅次于天气现象和风。航空气象不

发布温度预报，只有对外发布温度实况，鉴于用户的需求，建议航空气象服务部门加强与地

方气象部门的天气会商，为温度预报积累经验，一旦根据用户需求需要发布温度预报时，能

提供优质服务。 

4.2 用户对低空风切变、低能见度、道面结冰和积雪等信息的需求仅次于各季高影响天气，

这与苏艳华等人的调查结果较为一致
[6]
。航空气象服务人员应组织对低空风切变、低能见度、

道面结冰和积雪等天气的成因、发生规律和特点进行总结、分析，积极做对其预测进行研究；

航空气象部门增加低空风切变的探测手段，做好风切变的监视工作；组织科研人员开发、推

广低能见度预报系统，提高低能见度预报准确率；对道面结冰和积雪这一北方常出现的现象，

建议东北空管局组织道面结冰和积雪天气的总结、交流，为分局站提供参考。 

4.3用户对手机预警信息、航路预报的兴趣仅次于机场预报、机场警报、天气报告、着陆预

报、重要气象情报；用户对时效2小时的趋势预报需求最高，最需要中文明语格式的服务信

息。说明用户对气象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需求随着通信技术的变化而变化，气象服务也应该

与时俱进，主动按照用户需求进一步完善个性化、差异化的预报产品、改进服务方式以满足

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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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用户最为关切的问题仍是提高预报准确率，飞行员主要通过管制员、签派员获得气象信

息，签派员、管制员、指挥员又通过电话咨询气象人员获得气象信息。用户对天气预报准确

率的总体评价还是较高的，多数用户对目前天气预报准确率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客观的认

定。但对于气象部门而言，不能因为用户的理解和全球预报水平的不能尽如人意就放松对提

高预报准确率的要求。天气预报信息的正确传递也是提高预报准确率的一方面，“尽量少用

专业术语”是用户发自内心的呼唤，规范服务用语是行业发展需求，如何做到二者兼顾，需

要行业管理人员为一线服务人员提供更多参考，做好气象服务信息的传递工作。另外，天气

预报也好，服务信息也好，如果仅仅为了迎合高评分而从字面上做足文章，却不考虑用户能

否看(听)得懂，无疑是本末倒置，不但是气象预报的评定标准应让用户参与，评定过程也应

该让用户参与，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航空气象服务人员为用户所想、做用户所需。 

4.5用户需要专业气象部门的培训，希望多组织业务交流、参观学习。航空气象部门应加大

与用户之间的沟通、合作，在不断拓展培训方式、增强用户培训的灵活性的同时，要注重到

用户工作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了解用户对气象服务信息使用及需求，挖掘出提供针对性的

服务立足点，不断改进气象服务方式、丰富气象服务产品，使气象服务在保障飞行安全中发

挥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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