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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气象业务》是《现代气象业务丛书》中的一分卷，重点阐述了航空气象的业务知识，以航
空气象业务为主线，系统地介绍了航空气象的基本理论、民用航空气象的业务体系以及主要业务平台
和业务流程。
该分卷既是业务工作的基本指南，也是一本专业教材，是航空气象培训的必备工具。
　　《航空气象业务》适合民航气象人员的岗位培训，也可以作为飞行员、签派员、管制人员的培训
教材；《航空气象业务/现代气象业务丛书》可以作为管理人员了解航空气象的资料，还可以作为气象
同行了解航空气象业务的素材。
全书的策划和主编为民航气象中心周建华，副主编为张中锋和庄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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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3航空气象服务的作用概述航空气象服务，顾名思义，就是指为航空活动提供的气
象服务。
民用航空气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探测、收集、分析、处理气象资料，制作发布航空气象产品，及时、
准确地提供民用航空活动所需的气象信息，为飞行安全、正常和效率服务。
航空气象服务的对象主要有航空公司、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机场及其他与航空有关的部门。
民航气象部门通过帮助航空公司充分掌握并有效利用气象信息，不但可以减少乃至避免因天气原因影
响飞行安全，而且可以为飞行正常和效率作出贡献。
为航空公司提供的气象服务包括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为航空公司的运行
控制部门提供气象信息。
运行控制部门根据起飞、降落机场当时的天气情况、未来的天气变化以及航路上的天气状况等气象情
报，制定或修改飞行计划，并在燃料的携带、飞机的配载等环节充分考虑气象因素，不仅为飞行安全
保驾护航，而且为航空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是在飞机起飞前，为机组人员提供气象服务。
飞机起飞前，机组人员必须了解天气情况，携带飞行气象文件。
飞行气象文件包括起飞机场、备降机场及目的地机场的天气报告和预报，航路上的重要天气现象以及
高空风和高空温度预报等多种航空气象服务产品。
机场是航空气象服务的重要用户之一。
气象自动观测系统的使用显著提高了机场的运行能力。
当机场受到天气的威胁时，航空气象部门将发布机场警报，便于机场管理部门及时掌握气象信息，采
取措施，减少大风、冰雹、雷暴等天气对机场大量的场外设施和停场飞机造成的危害，确保机场的正
常运行。
在沿海地区，当台风出现时，航空气象部门通过各种探测手段监测其移动和变化，及时向机场管理部
门发布台风机场警报。
而在北方地区，机场气象部门会及时发布大雪机场警报，使机场管理部门得以合理安排除冰雪设备清
除跑道和停场飞机的积雪积冰，以减少航班的延误时间。
对于空中交通管理而言，准确、及时的气象信息可以帮助管制员更加合理地调配航班，更加合理地使
用空域资源，最大限度地保证飞行的安全和效益。
空中交通管理人员在实施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时，也必须对当前的天气状况和未来的天气变化有充分的
了解。
通过在塔台和终端管制区安装自动观测系统及气象雷达显示终端，向其提供机场地区的温度、气压、
风向、风速、跑道视程以及云的分布情况；通过网络向塔台、终端管制区、区域管制中心、运行管理
中心提供相应范围的以及各自履行职责所需的航空气象信息。
另外，无论是新航线的开辟，还是新机场的选址建设，也都需要航空气象服务。
当开辟新航线时，需要充分考虑该航线上盛行风向、对流层顶高度、高空急流等气象因素的影响，充
分利用气象资源，选择最经济的飞行高度和航线，不但可以提高飞行安全系数，而且有助于提高航空
公司的经济效益。
当新建机场时，在机场选址、跑道方向确定和飞行程序设计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气象条件，趋
利避害，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机场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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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航空气象业务》为现代气象业务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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