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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机场气象台、民用航空机场气象站（以下简称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建设，根据《民用机场管理条例》、《中国民用航

空气象工作规则》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机场和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气象台、气象站

的建设，其机构设置、人员、设备设施的配置应符合本规范要求。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的设施设备建设应当符合相应的供电、

防雷、防静电、消防、电磁辐射的要求。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配备必要的设备维修维护所需的仪

器仪表。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配备的设施设备的技术要求应当符合相

应的规定。 

 

第二章 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要求 

 机场气象台应当设置气象观测室和气象预报室，必要时，设置气

象设备维护室。 

 气象观测值班室应当： 

（一）为有窗的建筑物，能使观测员随时监视室外的天气变化，面积大小根

据配置的设备情况确定，一般不小于40平方米。 

（二）配置自动气象观测系统的显示终端、应急观测设备和用于观测工作的

图表、工具，根据机场气象台站、机场气象站气象设备配置尽可能配置卫星云图、

天气雷达等显示终端。 

（三）配置录音电话 1 部。 

 气象预报值班室应当： 

（一） 根据配置的设备情况确定面积大小，一般不小于 40 平方米。 

（二） 配置自动气象观测系统的显示终端、天气雷达显示终端、基本气象

资料接收处理系统、静止卫星云图接收处理系统。 

（三） 配置录音电话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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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气象设备维护值班室应当配置相应的设备监控显示终端。 

 机场气象台应当根据劳动法、机场气象台观测时次、是否为特殊

机场、年雷暴和低能见度日数，参照附件一《机场气象台人员配额依据》计算机

场气象台持照预报员、持照观测员和持照机务员人数配额。机场气象台配备的气

象专业人员至少达到该人数配额。 

 机场气象站应当根据需要配置气象专业人员，其中，一类通用机

场的气象站应当按照第十条配置气象专业人员。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按照附件二《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技

术档案》的格式建立气象专业人员的技术档案。 

 

第三章 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机场气象台的设备配置应当根据机场运行标准、机场所在地区天

气和气候特点的要求，以满足飞行安全为目标，选择持续稳定、性能可靠的气象

设备。 

 用于民用航空气象工作的重要气象设施设备应当按照民航局的

有关规定经民航局、地区管理局行业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行。需要申请

开放许可的气象设备，在行业验收合格后，应当按照《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设

备开放与运行管理办法》经民航局批准后方可正式运行。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配置设备或系统维修维护所需的仪

器仪表及工具。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按照附件三《民用航空气象设备技术档

案》的格式建立设备的技术档案，主要包括系统的组成、启用时间、维修维护记

录、检定或者校准记录等内容。 

 

第一节 气象探测设备 

 气象探测设备应当能够满足云、主导能见度、垂直能见度、跑道

视程、气象光学视程、天气现象、地面风、气压、气温、湿度、最高气温、最低

气温、降水量和积雪深度等气象要素的探测需要。机场气象台应当配置以下探测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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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条跑道配置自动气象站 1 套（含温度/湿度、风向风速、气压传感

器和雨量计）、风向风速仪 1 套、云高仪 2 套、前向散射仪 3 套或大气透射仪 3

套，背景光亮度仪一套。 

（二）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选定最接近机场基准点的沿跑道安装

的自动气象站所在的位置作为基准观测点，基准观测点附近应当设置一套备份自

动气象站，其位置与主用设备的位置连线平行于跑道中线，基准观测点的自动气

象站与备份自动站相距小于 10 米。 

（三） 移动式综合气象观测设备 1 套（含温度/湿度、风向风速、气压传感

器）。 

（四） 天气雷达 1 部或引接机场附近天气雷达回波资料的设备 1 套。 

（五） 常规气象观测设备。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在基本配置的基础上，年均雷暴日数大于 50 的机场，应当配置天

气雷达 1 套、闪电定位仪 1 套。高原机场或机场风切变影响程度大的机场应当配

置多普勒天气雷达。  

 在风场复杂的机场，机场气象台选择配置以下气象探测设备： 

（一） 风廓线雷达 

（二） 低空风切变探测告警系统。 

（三） 激光雷达。 

 

第二节 气象资料收集处理系统 

 机场气象台应当配备机场气象观测资料处理系统 1 套。系统硬件

由 1 台计算机、1 台打印机和必要的网络设备构成，连接自动气象观测系统及备

份观测设备，具备获取气象数据，制作观测月、年总簿，制作各类气候资料统计、

机场气候志或机场气候概要等功能。 

 机场气象台应当配备基本气象资料接收处理系统 1 套。系统硬件

由 2 台计算机和必要的网络设备构成，具备获取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综合分析处

理系统、全国基本天气站所探测和传送的气象观测数据、民航其它机场的实时观

测资料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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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机场气象台应当配备静止卫星云图接收处理系统 1 套，系统硬件

由天线、卫星接收机、计算机和必要的网络设备构成，具备自行接收、处理、显

示、存储静止气象卫星云图的功能。 

 机场气象台应当配备资料存储设施 1 套，包括资料室、资料柜。

资料室房间面积应当不小于 40 平方米。资料存储设施应当具备防火、防有害生

物、防尘、防晒、防潮等功能，电子资料柜还应当具有防磁功能。 

机场气象台可以配备气象历史资料存储管理系统，系统硬件由服务器、大容

量磁盘柜、大幅面扫描仪、打印机、高速光盘刻录机及必要的网络设备和终端计

算机设备构成，实现电子历史资料的自动采集、纸质历史资料扫描采集，各种气

象数据的存储、查询、检索、统计、输出等功能。 

 

第三节 气象产品制作系统 

 机场气象台应当配备机场天气报告编制发布系统 1 套，系统硬件

由计算机和必要的网络设备构成，具备机场天气报告的编制和发布功能。 

 机场气象台应当配备机场预报编制发布系统 1 套，具有编制和发

布机场预报（FC 和 FT）、着陆预报、起飞预报、机场警报、风切变警报等功能。 

 机场气象台应当配备天气图自动填绘与分析系统 1 套。系统硬件

由 1 台计算机、1 台大幅面彩色打印机和必要的网络设备构成，连接当地气象局

获取常规天气资料，实现地面天气图、高空天气图的自动填绘和分析以及天气图

输出、图像保存等功能。 

 

第四节 飞行气象情报交换与气象服务系统 

 机场气象台应当配置民用航空气象信息系统 1 套，主要用于飞行

气象情报及气象资料的收集、处理、交换、备供、存储、显示。民用航空气象信

息系统由通信子系统、数据库子系统、信息处理子系统、网络子系统、监控子系

统、应用子系统等构成，应用子系统应当具备航空气象用户查询飞行气象情报、

打印飞行气象文件、查询自动观测、雷达、卫星资料等功能。 

 机场气象台应当配置图文传真设备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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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机场气象站的设备配置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机场气象站应当根据需要配置气象设备设施，其中，一类通用机

场每条跑道配置自动气象站 1 套（含温度/湿度、风向风速、气压传感器和雨量

计）、前向散射仪（含背景光亮度仪和天气现象传感器）3 套或大气透射仪 3 套、

云高仪 1 套，二类通用机场配备自动气象站一套。 

 一类通用机场应当配备机场天气报告编制发布系统、机场预报编

制发布系统各 1 套。 

 一、二类通用机场应当配备飞行气象情报终端 1 套。 

 

第四章 设施设备建设要求 

 

第一节 观测场所建设要求 

 机场气象台的观测值班室是观测人员的室内工作场所，应当为多

窗的房屋，能使观测员随时监视室外的天气变化。 

 机场气象台的观测值班室内应当配置自动气象观测系统的显示

终端、应急观测设备和用于观测工作的图表、游标卡尺、天枰等工具，根据机场

气象台站、机场气象站气象设备配置尽可能配置卫星云图、天气雷达等显示终端。 

 机场气象台的观测平台是为了观测员对本机场区域的云、天气现

象，能见度等进行目测而设立在紧邻观测值班室旁的固定场所。除因特殊情况外，

观测平台与机场基准点的水平距离不超过 3 千米，与机场基准点（ARP）的高度

差应当小于 20 米观测员在平台上能够目视以下范围： 

(一) 至少一条跑道及其最后进近区域； 

(二) 以观测平台为圆心，四周每个象限的至少一半的自然地平线。 

 在满足上一条规定的前提下，对于在观测平台不能直接目视的其

他跑道应当安装视频摄像设备，以弥补观测员无法目视全部跑道的不足。 

 机场气象台为了便于观测业务应急需要应建立气象观测场，气象

观测场内应安装常规气象观测设备。 

 气象观测场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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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周围大部分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基本相同，土壤性质与附近地区

的基本一致，海拔高度应当尽可能地接近机场跑道的海拔高度。 

（二） 应当避开飞机发动机尾部气流和其它非自然气流经常性的影响，不

应当选择在大面积的水泥地面附近。 

（三） 气象观测场四周 10 米范围内不应当存在 1 米以上作物或树木。 

（四） 气象观测场面积应当不小于 16 米×16 米。 

（五） 气象观测场及设备设施应当保持长久性并保护四周环境条件。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气象观测场内的仪器应当按照“北高南低，互不影响，便于观测”

的原则进行合理布置，具体要求如下： 

（一）场内仪器应当安装在紧靠东西向小路的南侧，高的仪器安装在北面，低

的仪器顺次安装在南面，东西排列成行，应当避免仪器被阴影遮蔽，影响正常感

应。 

（二）观测场内仪器设备的电缆线应当走地沟，严禁电缆暴露在地面，地沟封

闭应当良好。 

 常规观测仪器设备安装位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百叶箱的安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百叶箱应当水平地用角铁或螺钉牢固地安装在观测场内特制的箱架上，

箱门应当朝正北； 

2、箱架应当高出观测场地面 1.25米，牢固埋入地下。采用独柱形支撑架时，

应当设置固定的地基底座； 

3、箱内靠近箱门的顶板上，应当安装照明灯。 

（二）干、湿球温度表的安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固定式干、湿球温度表垂直悬挂在百叶箱内，安装在温度表支架横梁两

侧的环内。干球温度表在东侧，湿球温度表在西侧，球部向下，球部中心距地面

1.5米； 

2、湿球温度表球部包扎纱布，纱布长约 10 厘米，下部浸入一个带盖的专用

水杯内，杯口距湿球球部约 3厘米，杯中盛蒸馏水。 

（三）最高、最低气温表的安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最高气温表安装在温度表支架下方靠里面的一对弧钩上，其球部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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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部中心距地面 1.53米； 

2、最低气温表水平地安装在温度表支架下方靠外面的一对弧钩上，其球部

朝东，球部中心距地面 1.52米。 

（四）毛发湿度表的安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毛发湿度表在气温降低到‐10.0℃前一个月左右，垂直地悬挂在百叶箱内； 

2、毛发湿度表的上部使用螺钉固定在温度表支架上部的横梁上。 

（五）当气温降低到‐30.0℃时，应当将酒精温度表垂直地悬挂在干球温度表

的近旁，球部距地面 1.5米。 

（六）电传风向风速仪的安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风杆应当垂直地面并安装避雷装置； 

2、风杯中心距地面 10米，指北杆对准正北方。 

（七）雨量器的安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雨量器安装在观测场内的铁架上，铁架埋设牢固，筒口保持水平，高出

地面 0.7米； 

2、在历年最大积雪深度超过 0.3 米的地区，安装高度可增高到 1.0 米至 1.2

米。 

（八）振筒气压仪水平地放置在室内无振动的平台上，所处环境空气流通，

周围无强磁场，电源无强烈干扰，环境温度在短时间内不发生剧烈变化。 

（九）固定量雪尺垂直安装在气象观测场内雨量筒两侧。 

 

第二节  能见度目标物的选择和设置要求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以观测平台或观测场为中心，在各

个方向上选择若干不同距离的固定物体作为目标物。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选择目标物应当遵循如下条件： 

(一) 颜色越深越好，亮度要一年四季不变或少变，浅色、反光强的物体

不宜选用； 

(二) 应当尽可能以天空为背景。如果背景是山、森林等，则目标物的轮

廓在该背景衬托下应当轮廓清晰，且与背景的距离尽可能远些； 

(三) 目标物的大小适度，近的小一些，远的大一些，视角在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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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标物选择的数量、方位、距离应兼顾天气现象常来的方向和最小

能见度出现最多的方向、跑道位置、本机场运行标准、特殊天气观测和报

告的标准。天气现象常来的方向、最小能见度出现最多的方向和跑道延长

线的方向上目标物应当有一定的数量； 

(五) 选用的目标物应当力求分布均匀，四千米以内的各个方向上，特别

是跑道方向上，应当尽可能多些。 

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五条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在目标物选定后，以观测平台为中

心，分别测定其方位以及它们与观测点之间的距离。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在目标物的方位和距离测定后，将

其名称、方位、距离、测定年月和测定方法，登记在《民用航空气象地面观测档

案簿》上。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绘制目标物分布图（见图4-1）。

绘制目标物分布图应当遵循下列方法：以观测点为圆心，作十一个同心圆，半径

分别代表50米、200米、500米、1千米、2千米、3千米、4千米、6千米、10千米、

20千米和50千米，并画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方位坐标线，再按目标物的方位和距

离在图的相应位置上绘出简略图形，并注明其名称和距离。 

 如果原选定的目标物有了改变，或被其它的物体遮蔽而不能继续

观测时，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另行选择新的目标物，并将有关情况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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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能见度目标物分布图 

 

第三节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建设要求 

第四十六条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下简称AWOS）各采集器安装位置如下： 

（一）大气透射仪或前向散射仪。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停止端和中间

地带。其安装位置距跑道中心线一侧不超过120米但不小于90米，距跑道入口处

和跑道停止端向内各300米处及跑道中间地带。 

如果使用大气透射仪测量 RVR，距跑道入口处的距离应当以大气透射仪的

接收端为准。 

（二）气温、湿度、气压传感器。如果配置一套，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

且距跑道中心线一侧不超过 120 米但不小于 90 米、距跑道入口处向内约 300 米

处；如果配置两套，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和跑道停止端，且距跑道中心线一

侧不超过 120 米但不小于 90 米、距跑道入口处和停止端处向内各约 300 米处。 

（三）雨量计和天气现象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同上述第（二）项，但雨量计距

其它设备不应当小于 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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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云高仪应当安装在机场中指点标台内，如果不能安装在中指点标台内，

可安装在跑道中线延长线 900 至 1200 米处。 

（五）测风仪器。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停止端和中间地带，且距跑道

中心线一侧不超过 120 米但不小于 90 米、距跑道入口处和跑道停止端向内各 300

米处及跑道中间地带。 

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条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各采集器支撑杆应当为易折品，安装位置和基

座应当符合航空器升降带安全要求。  

 用于测量跑道视程的透射仪传感器发射和接收镜头相对跑道面

高度为2.5米；测量跑道视程的前散射仪发射和接收光路交叉点的高度相对跑道

面高度为2.5米；气温和湿度传感器相对地面高度为1.5米；雨量计筒口相对地面

高度为0.7米；测风感应器相对地面高度为10米。 

 自动气象站（以下简称AWS）各采集器安装位置如下： 

（一）各采集器支撑杆如果是易折的，其安装位置的要求与自动观测系统的

安装位置要求相同。 

（二）各采集器支撑杆如果是非易折的，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气温、湿度和气压传感器。如果配置一套，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且

距跑道中心线一侧不小于 150 米、距跑道入口处向内约 300 米处；如果配置两套，

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和跑道停止端，且距跑道中心线一侧不小于 150 米、距

跑道入口处和停止端处向内各 300 米处。 

2、测风仪器。如果配置一套，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且距跑道中心线一

侧不小于 220 米、距跑道入口处向内约 300 米处；如果配置两套，应当安装在跑

道接地地带和跑道停止端，且距跑道中心线一侧不小于 220 米、距跑道入口处和

停止端处向内各 300 米处；如果配置三套，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停止端和

中间地带，且距跑道中心线一侧不小于 220 米、距跑道入口处和跑道停止端向内

各 300 米处及跑道中间地带。 

（三）气温和湿度传感器相对地面高度为 1.5 米；雨量计筒口相对地面高度

为 0.7 米；测风仪风杯中心相对地面高度为 10 米。 

 AWOS和AWS各传感器安装地带下垫面应当保持自然状态，各

传感器安装基座不得高出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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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雷达建设要求 

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三条

第五十四条

 天气雷达选址应当符合下列地理环境规定： 

（一） 天气雷达近距离范围内应当避开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

害频发地点，避开腐蚀性气体、工业污染的高发地。 

（二） 雷达站址应选择无地质断裂结构、地质稳定性好、地表坚硬的地点，

应避免沙土和湿地的地质。 

（三） 重点候选站址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确定抗震设防标准，雷达

站站址选择必须符合国家地震部门发布的工程场地地震安全评价要求。 

 天气雷达选址应当符合下列净空环境规定： 

（一） 所选站址四周应开阔，距其较近处无高山、铁塔、较高大树林以及

高大建筑物等的遮挡，安装点应平坦。 

（二） 在雷达主要探测方向上（服务重点地区、天气系统的主要来向）的

遮挡物，对雷达天线的遮挡仰角不应大于 0.5°，其它方向的挡角不应大于 1°，对

个别孤立障碍物可适当降低要求。 

（三） 海拔 3 公里高度雷达射束，能够覆盖所规定的区域以及灾害性天气

的上游地区。在高海拔山地丘岭地区，在满足探测净空条件前提下，雷达站址的

高度应尽量的低，同时净空环境不能与城镇建设规划相冲突。机场气象台、机场

气象站应当利用经纬仪精确测量遮挡角，绘制四周遮挡角分布图以及距测站上空

1km 和海拔 3km、6km 高度的等高射束高度图（样图见附件四《等射束高度图制

作》）。 

（四） 天气雷达的设置不应当遮蔽塔台管制员监视跑道、滑行道或者联络

道上航空器活动情况的视线。 

 天气雷达选址应当符合下列电磁环境规定： 

（一） 站址的电磁环境应当经过有关无线电管理机构的测定。 

（二） 站址应当尽量避开高压线、电站、电台、工业干扰源等，避开与国

防设施相冲突的区域。 

 天气雷达站址应当选择在通信环境与通信传输条件良好的地点，

便于建立与机场气象台的宽带通信链路，以确保雷达探测数据和遥控信息的实

时、可靠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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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

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第六十三条

 天气雷达选址应当符合下列基础环境规定： 

（一） 站址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应具备建设条件。 

（二） 站址的供电质量应满足雷达系统用电需求，供电系统的负荷应有足

够的冗余。 

（三） 站址周边环境应便于今后工作生活。 

 天气雷达与跑道头（向内）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所选雷达型号的

探测盲区+200 米。盲区的计算方法为：探测盲区=（雷达最小脉冲宽度 PW+收

发开关恢复时间 T）×3×108/2（其中 PW 和 T 的单位都为秒，雷达探测盲区的单

位为米）。 

 天气雷达的天线及雷达附属设施不应穿透仪表着陆系统的基本

ILS 评价面。 

 多普勒天气雷达天线架设高度一般不能高于跑道道面高度 60

米，安装位置和跑道头的连线与跑道中心线的交角不应大于 45 度。 

 风廓线雷达探测环境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风廓线雷达四周的障碍物对探测系统天线形成的遮蔽仰角应小于 30 

度； 

（二）建设场地应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大树、山坡等遮蔽物，尽可能远离

强电场、磁场物体，例如高压线、变电器、其他发射天线等。 

 天气雷达、风廓线雷达的无线电工作频率应当得到当地无线电管

理机构的批准。 

 雷达选址应当报所属地管理局备案后，方可建设。 

 

第五章 机房、供电及通信系统建设要求 

第一节 设备机房建设要求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建设设备机房。机场气象台、机场

气象站设备机房是指为服务器、计算机等电子信息设备提供运行环境的室内场

所。 

 设备机房的选址应当考虑选择电力稳定可靠，交通通信方便，远

离水灾隐患区域，远离强振源和强噪声源，避开强电磁场干扰的区域。 

 
 

13



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五条

第六十六条

第六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第六十九条

第七十条

第七十一条

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四条

 设备机房的地基高度应满足防止机房水浸的要求，地面混凝土强

度、墙面应满足防渗漏、防潮的要求。机房房顶应避免积水，并具有防渗漏、保

温、耐热的性能。 

 设备机房的建设除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电子信息系统机房

设计规范》（GB50174）的相关规定。 

 设备机房内装修应选用耐久、环保、不发尘、阻燃的材料，避免

装设备运行后的重复装修，影像设备正常使用及寿命。室内装修设计选用材料应

符合《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的相关要求。 

 机房可以设计和安装新风装置，保证室内温度恒定及室内换气，

满足节能要求。机房室内温、湿度的设计，可以根据不同地区气候环境差异，做

相应调整。 

 设备机房内设备布置应满足机房管理、人员操作和安全、设备和

物料运输、设备散热、安装和维护的要求。 

 设备机房的网络布线系统设计，应符合《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

规范》（GB50311）的规定。 

 雷达站的建筑面积应当为 400—600 平方米。 

 

第二节 供电系统建设要求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根据其用电负荷及供电要求，按照

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和《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

规范》（GB50174）设计气象台供配电系统。 

 天气雷达应当采用双路市电电源供电。 

 气象设备可以选择在线式不间断电源（UPS）作为设备后备电源，

同时可作稳压电源使用，不间断电源（UPS）的额定功率选择应是额定功率的二

倍。后备电源应满足设备四小时连续正常工作，不间断电源系统应有自动和旁路

装置。 

 电子信息设备的配电应采用专用配电箱（柜），专用配电箱（柜）

应配备浪涌保护器（SPD）电源监控和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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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条

第七十六条

第七十七条

第七十八条

第七十九条

第八十条

第八十一条

 低压配电线路应采用阻燃铜芯电缆，电缆应沿线槽、桥架或局部

穿管敷设；当电缆线槽与通信线槽并列或交叉敷设时，配电电缆线槽应敷设在通

信线槽的下方。 

 

第三节 通信系统建设要求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连接航空固定电信网（AFTN），

满足字母数字格式的飞行气象情报的发布和交换。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选择相应的通信方式（GPRS、

CDMA、短信、DCP、ADSL、SDH 或专线等），满足各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

站之间及与民航气象监视台、各地区民航气象中心和民航气象中心的气象情报的

交换。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的民航气象信息系统的通信方式应当使用专线方

式。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选择相应的通信方式（GPRS、

CDMA、短信、DCP、ADSL、SDH 或专线等），满足向其航空气象用户提供气

象情报的需要。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选择相应的通信方式（GPRS、

CDMA、短信、DCP、ADSL、SDH 或专线等），满足与当地气象部门之间气象

资料共享的需要。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自动观测数据本机场内实时传输应当选

用有线通信方式，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之间可选择相应的通信方式（GPRS、

CDMA、ADSL 或专线等）。当采用无线通信方式进行气象服务机构之间数据传

输时，气象观测系统站点位置的手机信号强度须经现场测试，达到稳定可靠。信

号不稳定，又不能改换的地点，不能采用无线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建立传真或者其他有效通信方式，

以便于将收到的航空器空中报告传送给本飞行情报区气象监视台、本地区气象中

心和民航气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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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设施设备防雷要求 

第八十二条

第八十三条

第八十四条

第八十五条

第八十六条

第八十七条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按照《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自动气

象站场室防雷技术规范》（QX 30）、《新一代天气雷达站防雷技术规范》（QX2）

设计和建设气象设施设备的综合防雷系统。 

 防雷装置设计和竣工验收应当按照《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修

订）》（中国气象局 17 号令）、《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

气象局第 21 号令）实施，防雷装置竣工应当按照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方可投

入使用。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防雷装置进行

定期检测。 

 

第七章 设备机房防静电要求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设备机房的地板或地面应有静电泄放措

施和接地构造，对于不适用防静电地板的房间，可铺设静电性能长期稳定且不易

起尘的防静电地面。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设备机房工作台面宜采用静电耗散材

料，所有设备可导电金属外壳、各类金属管道、金属线槽、建筑物金属结构等必

须进行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第八章 消防设备配置要求 

 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应当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

规范》（GB50116） 配置和建设相关消防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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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条

第八十九条

 

第九章 制度建设要求 

 机场气象台应当至少制定以下制度:  

（一） 值班工作制度、天气会商制度； 

（二） 设备管理制度、资料管理制度、信息管理制度； 

（三） 培训管理制度、工作质量检查制度； 

（四） 专机保障制度、应急管理制度及预案。 

（五） 用户需求的响应制度 

（六） 气象服务协议管理制度 

 机场气象台站应当建立下列主要工作程序： 

（一） 人员的培训管理程序； 

（二） 资料的获取和交换程序； 

（三） 产品的制作和发布程序； 

（四） 服务工作程序； 

（五） 资料的保存和处理程序； 

（六） 设备的监控、维护维修程序； 

（七） 质量检查、评定以及评估程序。 



附件一：机场气象台人员最低配额依据 

依据 1：按机场气象台运行时间分类配额。 

机场气象台 

观测时次 
持照气象预报员 持照气象观测员 持照气象机务员

24 小时 3 3 2 

非 24 小时 2 2 2 

依据 2：按机场气象台所在海拔高度分类配额。 

机场气象台 

海拔分类 
持照气象预报员 持照气象观测员 持照气象机务员

常规机场 2 2 2 

高原机场 3 3 2 

高高原机场 4 4 2 

依据 3：按机场驻场航空公司数量分类配额 

机场驻场航空公司 

数量（单位:个） 
持照气象预报员 持照气象观测员 持照气象机务员

<2 2 2 2 

2~5 3 3 2 

>5 4 4 5 

依据 4：根据机场年雷暴、低能见度等严重影响航空运行天气现象日数配额 

机场严重影响航空运

行天气现象日数 

（单位:天） 

持照气象预报员 持照气象观测员 持照气象机务员

<20 2 2 2 

20~50 3 3 2 

50~100 4 4 2 

>100 5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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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若新建某机场气象台 A 运行时间为 16 小时，所在机场为非高原机场，该机场气

象台所需提供服务的驻场航空公司有 2 个，该机场所在地区年均严重影响航空运行日数

为 62 天。则该机场气象台气象专业人员最低配额计算方法为： 

步骤 1：根据气象台所在机场的情况，分别查找机场气象台 A 不同依据所对应的最

低气象人员配额数，填写入下表中。 

依据 持照预报员 持照观测员 持照机务员 

1 2 2 2 

2 2 2 2 

3 3 3 2 

4 4 4 2 

气象专业人员配额 4 4 2 

步骤 2：分别选取持照预报员、持照观测员、持照机务员所有依据中的配额最大数，

填入上述表格最后一行，即为机场气象台 A 气象专业人员最低配额。 

根据上述表格，可以得出机场气象台 A 气象专业人员最低配额为持照预报员 4 人，

持照观测员 4 人，持照机务员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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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技术档案 

 

 

民用航空气象人员 

 

技术档案 
 

 

单  位:             

 

编  号: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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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基本资料 

2、 执照获取/注册情况登记表   

3、 培训合格证登记表 

4、 理论考试合格证登记表 

5、 技能考试合格证登记表 

6、 
参加技术改造、革新、设备排故、

设备安装调试情况 

7、 撰写、发表技术论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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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出生地  

参加工作时间  学历  

（相片） 

民族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学历 专业 起止年月 

    

    

    

受教育 

情况 

    

在何单位工作/任何职务 起止年月 

  

  

  

工作 

经历 

  

技术任职资格 获得时间 获聘时间 

   

   

   

职称评

定情况 

   

工作岗位 起止年月 变动原因 

   

   

   

岗位变

动情况 

   

备注：  

 



 
 

23

执照获取/注册情况登记表                             

                                               

岗位 首次获得时间 执照编号(文件号) 

年 月 日  

注册时间 文件号 注册时间 文件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岗位 首次获得时间 执照编号(文件号) 

年 月 日  

注册时间 文件号 注册时间 文件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岗位 首次获得时间 执照编号(文件号) 

年 月 日  

注册时间 文件号 注册时间 文件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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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合格证登记表 

编号 起止日期 地点 
培训

类别 
培训内容 培训单位 颁发日期

 

 

      

 

 

      

 

 

      

 

 

      

 

 

      

 

 

      

 

 

      

 

 

      

 

 

      

 

 

      

 

 

      

 

 

      

 

 

      

 

 

      

 

 

      

 

 

      

 

 

      

备注 

 

 

 

（培训合格证原件或复印件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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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考试合格证登记表 
合格证编号 专业名称 颁发日期 有效期至 

 

 
   

 

 
   

 

 
   

 

 
   

 

 
   

 

 
   

 

 
   

 

 
   

 

 
   

 

 
   

 

 
   

 

 
   

 

 
   

 

 
   

 

 
   

 

 
   

 

 
   

 

备注 

 

 

（合格证原件或复印件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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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合格证登记表 
合格证编号 岗位名称 颁发日期 有效期至 

 

 
   

 

 
   

 

 
   

 

 
   

 

 
   

 

 
   

 

 
   

 

 
   

 

 
   

 

 
   

 

 
   

 

 
   

 

 
   

 

 
   

 

 
   

 

 
   

 

 
   

 

备注 

 

 

（合格证原件或复印件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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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技术改造、革新、 

设备排故、设备安装调试情况 

日期 地点 工作内容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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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发表技术论文情况 

发表日期 标    题 作者排序 刊物/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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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民用航空气象设备技术档案 

 

 

 

民用航空气象设备 

 

技术档案 
 

 

系统名称：                                                   

使用单位：                                                   

建册时间：                                                   

档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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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系统设备组成 

2、 系统软件安装情况 

3、 设备随机资料 

4、 设备备件情况 

5、 系统变更记录 

6、 设备检修记录 

7、 重大故障/事故记录 



 

系统名称  生产厂家   固定资产编码/卡号   

出厂日期  安装日期  启用日期  

维护部门  安装地点  负责人签名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配置（性能） 数量 序列号/编码 安装地点 备注 

      

      

       

       

      

      

      

      

主
要
设
备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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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软件安装情况 

 

序号 软件名称 开发厂商 安装时间 安装设备 存储形式 存放地点 有效期 备注 

         

         

         

         

         

         

         

         

         

         

         



设备随机资料 

 

序号 资料名称  数量  购入时间  图书编号  存放地点  负责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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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备件情况 

 

序号 备件名称 型号  购入时间  存放地点  状态  负责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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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变更记录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配置

（性能） 
数量 序列号/编码 安装地点 变更日期 变更内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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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检修记录 

 

设备名称 序列/编码 送（检）修日期 维修/检定厂家 维修内容 负责人签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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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故障/事故记录 
 

发生日期 事件经过  处理措施  故障设备  负责人签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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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等射束高度图制作 
 

1、计算各方向上指定高度的雷达探测距离。 

根据标准大气时的雷达测高公式： 

H=h+Rsin +
17000

2R
 

得到：   217000 72250000sin -8500sinR H h      

令 H=1km、3km、6km，根据阻挡仰角 ，计算不同方位的雷达探测距离。 

2、制作 1km、3km、6km 等射束高度图。 

以测站为中心，半径分别为 100km、200km、300km、400km 绘制同心圆，

在图上依次标出规定高度的雷达探测距离，而后顺序连线。 

 

等射束高度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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