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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符合探测要

求，确保航空气象探测信息具有代表性、准确性和比较性，

保证民用航空飞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

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干扰，保

证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

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是指用于各类民用航空气象探

测的场地、仪器、设备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下列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的

探测环境的选择、审批和保护： 

(一) 气象观测平台、气象观测场； 

(二) 气象自动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 

(三) 机场天气雷达； 

(四) 风廓线仪、声雷达、激光雷达； 

(五) 闪电定位仪； 

(六) 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接收站； 

(七) 其他气象探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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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对民

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实行统一管理。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

空管局）负责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具体管理工作。 

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负责监督本辖区民用航空气

象探测环境的管理工作。 

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

空管局）负责本辖区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具体管理工

作。 

 

第二章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选择 

第五条 气象观测平台应当视野开阔，能目视跑道全貌

和视野内的地平线。 

第六条 气象观测场的观测环境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 气象观测场的面积至少为 16×16 平方米。 

（二） 气象观测场四周应当视野开阔、地势平坦、保证

气流畅通并符合下列要求： 

1、气象观测场围栏与四周孤立障碍物的距离不小于该

障碍物高度的 3倍或者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18.44°； 

2、气象观测场围栏与四周成排障碍物的距离不小于该

障碍物高度的 10 倍或者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71°； 

3、气象观测场围栏离湖泊、河、海等较大水体至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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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观测场围栏四周 10 米范围内不能种植高度在 1 米以上

的作物或者树木； 

（三） 气象观测场应当避开飞机发动机尾部气流和其

他非自然气流的影响，不得安置在大面积水泥地面附近，以

减少辐射的影响； 

（四） 气象观测场标高应当与跑道的标高(即飞机着陆

区最高点的标高)相近； 

（五） 气象观测场土壤性质应当与附近地区的土壤一

致。 

第七条 气象自动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的探测环境应

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 温度、气压、湿度、风向风速和天气现象传感器

以及大气透射仪或者前散射仪用于航空器着陆接地地带的，

安装在跑道一侧距跑道中心线不超过 120米并且距跑道入口

端向内 300 米的适当位置；用于跑道停止端的，安装在跑道

一侧距跑道中心线不超过 120 米并且距跑道停止端向内 300

米的适当位置；大气透射仪距跑道入口端和停止端的距离以

大气透射仪接收端为准； 

 (二) 风向风速传感器和大气透射仪或者前散射仪用

于跑道中间地带的，安装在跑道一侧距跑道中心线不超过

120 米并且距跑道入口端向内 1000 米至 1500 米处。对于长

度大于 3000 米的跑道，则安装在跑道一侧距跑道中心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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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20 米的跑道中间地带。大气透射仪距跑道入口端和停

止端的距离以大气透射仪接收端为准； 

(三) 云高仪安装在中指点标台内并且避开航空器起飞

和降落航线的位置。不能安装在中指点标台内的，可以安装

在航空器接地地带，但应当符合升降带的安全要求。 

第八条 机场天气雷达探测环境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 机场天气雷达近距离范围内应当无高大建筑、山

脉遮蔽。雷达主要探测方向，即天气系统的主要来向和走廊

口方向的遮蔽物对天线俯仰的遮蔽角不得大于 1°，其他方

向的俯仰遮蔽角不得大于 2°。对水平张角不大于 2°的孤

立建筑物和 50 公里以外山脉可以适当放宽；  

(二) 机场天气雷达应当避免受到电磁干扰或者对其他

设备造成干扰； 

(三) 以机场天气雷达探测盲区半径加 200 米为半径的

区域不得覆盖跑道及其延长线 2公里的区域； 

(四) 多普勒天气雷达天线架设高度不得高于跑道道面

高度 60 米。但是，如果近距离内有不可避让的高大建筑，

应当作出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措施； 

(五) 天气雷达位于塔台与跑道、滑行道或者连接通道

之间的，其高度不能遮蔽塔台人员监视跑道、滑行道或者连

接通道上飞机活动情况的视线； 

(六) 天气雷达的天线及雷达附属设施不得穿透仪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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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系统（ILS）面； 

(七) 天气雷达频率和站址应当得到当地无线电管理机

构的批准； 

第九条 风廓线仪、声雷达、激光雷达四周的障碍物对

探测系统天线形成的遮挡仰角应当不大于 5°，在测站盛行

风的下风方向 120°范围内，不大于 2°。 

第十条 闪电定位仪的高频探测天线 60°下视角空间

之内不得有任何障碍物。以闪电定位仪的高频探测天线为中

心，半径 100 米范围以内，不得有导电物体或者高于天线系

统的障碍物。半径 100 米范围以外（含 100 米），障碍物与

天线的仰角不得大于 3°,电磁场干扰应当小于闪电接收机

的阈值范围。 

第十一条 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含静止气象卫星地面

接收站、极轨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接

收站的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按照国家关于《地球站电磁环

境保护要求》（GB13615-92）执行。 

极轨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周围障碍物的仰角还应当不

大于 3°。 

 

第三章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申请和审批 

第十二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应当获得民航总局

批准。未经批准的，相应的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不得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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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第十三条 新建、迁建气象观测场，应当就其选择的观

测环境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 气象观测场环境平面图； 

(二) 本办法附表一《机场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障碍物

表》。 

第十四条 新建、迁建气象自动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

应当就其选择的探测环境提出申请，填写和提交本办法附表

二《气象自动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探测环境申请表》。但

安装在气象观测场内的自动气象站除外。 

第十五条 新建、迁建机场天气雷达，应当就其选择的

探测环境提出申请，并提供本办法附表三《天气雷达 10000

米范围内障碍物遮蔽角计算表》、附图一《天气雷达站场地

环境平面图》、附图二《天气雷达场站四周遮蔽角图》和机

场空中走廊分布图。 

第十六条 新建、迁建风廓线仪、声雷达、激光雷达、

闪电定位仪、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接收

站，应当就其选择的探测环境提出申请，并分别提供符合本

办法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七条 选择的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申请应当

报机场所在地区的民航地区空管局。民航地区空管局应当在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的 2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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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报民航总局空管局。 

第十八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收到民航地区空管局上报

的申请材料和初步审查意见后，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

材料和审查意见进行审核并报请民航总局做出行政决定。在

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决定通知申请

人和受理申请的民航地区空管局。 

 

第四章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 

第十九条 气象无线电频率的保护，应当按照国家无线

电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禁止下列危害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行

为： 

    （一）设置危害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障碍物； 

    （二）进行危害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取土、焚烧、

放牧等活动； 

    （三）设置影响航空气象探测工作效能的电磁辐射装

置； 

（四）其他危害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应当避免影响民

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确实无法避免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

征得民航总局空管局或者民航地区空管局的同意并采取相

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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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民用航空气象

探测环境未经批准即开始使用相应的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

施的，由民航总局委托民航总局空管局或者由民航地区管理

局委托民航地区空管局责令停止使用，并对使用单位处以警

告或人民币 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有危害民用航

空气象探测环境行为的，由民航总局委托民航总局空管局或

者由民航地区管理局委托民航地区空管局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以警告，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属于

非经营性行为的，处以人民币 1000 元以下罚款；属于经营

性行为并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但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元的罚款；属于经营性行为但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人民币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有危害民航气象

探测环境行为并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1 月 29 日起施行。民航

总局 1999 年 12 月 9 日发布的《民航机场气象雷达站选址有

关规定（试行）》（民航空发〔1999〕222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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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机场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障碍物表 

 

名称 性质 
方位 

（°）

距离 

（米）

高度 

（米） 

水平遮蔽

角（°） 

俯仰遮蔽

角（°）

       

       

       

       

       

       

       

       

       

       

       

       

注：表中“性质”为孤立或成排。 

    “障碍物”是指影响观测场气流通畅或探测资料代表性、准确性

的建筑、树木、高大作物等物体。 

    “孤立”障碍物是指在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向障碍物方

向看去，与邻近物体的横向距离≥30米的单个物体在水平方向的最大

遮挡角度≤22.5°的障碍物。 

    “成排”障碍物是指在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向障碍物方

向看去，单个物体的横向跨度或两个单个物体的横向距离≤30米的集

合物体在水平方向的最大遮挡角度＞22.5°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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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气象自动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探测环境申请表 

 

机场类别 跑道标号 

跑道方位 跑道长度（米） 

设备型号 

大气透射仪基线长度（米） 

设

备

配

置 

 

各 

传 

感 

器 

相 

对 

于 

跑 

道 

的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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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天气雷达 10000 米范围内障碍物遮蔽角计算表 

 

名称 
真方位 

（°） 

海拔高

度（米）

离地高

度（米）

与雷达

距离 

（米）

天线中心 

遮蔽仰角 

（°） 

水平 

张角 

（°）

       

      

      

      

      

      

      

      

      

      

      

      

      

      

      

      

      

      

      

注：障碍物水平张角只填写 5000 米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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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天气雷达站场地环境平面图 

 

台站 

名称 

 
天线位置

地理坐标

东经       （°） 

北纬       （°） 

天线位置

海拔高度 

 

       米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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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 天气雷达站场地环境平面图的方位标线统一用真方位角

表示，每隔 22.5°标出一条；距离标线为每圈 1公里。 

2、 图中按国家标准规定的地图标号，标出雷达站周围的主

要建筑物、公路、铁路、机场跑道、金属架空线缆、山脉等。 

3、 地形地物所占的水平张角，应按实测数据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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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天气雷达场站四周遮蔽角图 

 

台站 

名称 

 天线

位置 

东经     （°）

北纬     （°）

天 线 高

度（米）

标高             

距地面高度       

 

        

        

        

        

        

        

        

        

 0     45     90     135     180    225    270     315    360 

                             方位（°） 

备注 雷达天线中心位置磁偏角 

填报说明： 

1、根据附表三的计算结果填报本图。统一方位（真方位）

上有多个遮蔽物时取得最大遮蔽角。 

2、遮蔽角的观测点为雷达天线的中心点，每隔 2°～5°（视

遮蔽角变动的剧烈程度而定）测量一点；遇到孤立障碍物，应测

出其最大遮蔽角及水平张角；最终将各测量点连成曲线。遮蔽角

刻度可根据各站点的环境自行确定。 

3、对于明显的遮蔽角，应在图上注明构成遮蔽角的障碍物

的性质，如山峰、铁塔、建筑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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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管理办法》

（CCAR-116）的说明 

 

为了保证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符合探测要求，确保航

空气象探测信息具有代表性、准确性和比较性，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和《国

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

定《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管理办法》。 

一、制定本办法的必要性 

气象探测提供的情报和资料，是天气预报和气象服务工

作的基础。为了能获得反映大气变化真实自然状况的探测资

料，设置气象仪器和装备的气象观测场，应当选择能反映机

场范围内气象要素特点的地方。为了保证天气雷达等探测仪

器设备的正常运作，使测得的数据准确可靠，要求在其工作

场所附近不得有干扰或影响探测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 

由于需要探测跑道及延长线周围的天气状况，航空气象

探测仪器一般都安装在机场，其探测环境相对较差，易受障

碍物和电磁影响；同时，天气雷达探测时对机场其他设备的

正常运行也会造成影响。因此，气象观测场及气象探测设备

的选址工作十分重要，不仅关系到气象探测资料的可靠程

度，也可能影响到航管雷达等设备的正常运行。 

民航总局于 1999 年 12 月 9 日发布《民航机场气象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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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选址有关规定（试行）》（民航空发〔1999〕222 号）来规

范天气雷达的选址工作；2001 年 5 月 11 日发布《民航气象

自动观测系统建设及运行管理规定》（民航空发〔2001〕第

84 号）来规范气象自动观测系统的选址工作；气象观测场的

选址工作则在《民航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中做出了相关的规

范。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选择、申请、审批及保

护等行政管理行为，以上述规范性文件为基础，在征求民航

地区气象管理部门和部分民用机场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办

法。本办法的颁发，将使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选择、申请、

审批及保护更具约束力和可操作性。 

二、本办法的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六章二十五条。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民用航

空气象探测环境的选择，规定了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要求

（条件）；第三章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申请和审批，规

定了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申请、审批程序和时限；第四章民

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规定了保护航空气象探测环境

的内容；第五章为罚则；第六章为附则。 

航空气象探测环境除了应当符合气象探测的要求外，还

应当符合机场的要求，有些条件较难满足时，需要按特殊情

况对待，如第八条中的第四项的规定。 

针对对气象探测环境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剧的情况，如在

 17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焚烧废弃物、在机场建设特别是在

机场改扩建过程中对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考虑不足等，本办

法增加了保护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内容。 

三、本办法中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关于需要保护的气象探测设施的范畴。 

按照前述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原则，本办法将近年来新出

现的风廓线仪、声雷达、激光雷达、闪电定位仪、气象卫星

地面接收站、世界区域预报系统接收站等气象探测设备都纳

入需要保护的气象探测设施范畴。 

2、关于天气雷达探测环境的要求。 

综合考虑对天气雷达探测的影响和机场地区的实际情

况，本办法对前述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雷达主要探测方向

上的遮蔽物对天线俯仰的遮蔽角应不大于 0.5°，其他方向

的俯仰遮蔽角应不大于 1°”进行了修订。在本办法中，雷

达主要探测方向上的遮蔽物对天线俯仰的遮蔽角改为不得

大于 1°，其他方向的俯仰遮蔽角改为不得大于 2°。 

3、关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考虑到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气象法》的有关规定，参照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环境

和设施保护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7号），本办法制定了专

门一章，强调对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罚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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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关系 

本办法是行政规章，其效力高于其他规范性文件。2001

年 5 月 11 日发布的《民航气象自动观测系统建设及运行管

理规定》（民航空发〔2001〕第 84 号）和 1996 年 9 月发布

的《民航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中相关内容与本办法不一致的，

以本办法为准。 

本办法施行之前已经获批准使用的气象探测环境，仍按

原批复使用。但在改建、扩建时应重新报批。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的有关条款 

第十九条  国家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任何组织和个

人都有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义务。 

第二十条  禁止下列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 

（一）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进行爆

破和采石； 

（二）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

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 

（三）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其他影响气象探

测的行为。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的划定标准由国务院气象主管

机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法定标准划定气象探测环

境的保护范围，并纳入城市规划或者村庄和集镇规划。 

第二十一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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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气象探测环境；确实无法避免的，属于国家基准气候站、

基本气象站的探测环境，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国务院气象

主管机构的同意，属于其他气象台站的探测环境，应当事先

征得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并采取相应

的措施后，方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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