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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 

（二） 

（三）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气象服务工作，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则》，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从事与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有关的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提供民用航空气象用户履行职责所必需的

气象服务。民用航空气象服务主要通过向用户提供气象情报而实现。 

第四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征求用户意见，了解用户

需求，改进服务工作。 

第二章 服务机构和用户  

第五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由民航总局指定，包括民用航空气象中心、民

用航空地区气象中心、气象监视台、机场气象台、机场气象站及其他民用航空气象服

务机构。 

第六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用户包括： 

公共航空运输营运人； 
空中交通服务部门； 

机场运行管理部门； 

搜寻与救援部门； 

航空情报服务部门； 

通用航空营运人； 

其它与民用航空活动有关的部门。 

第七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和用户之间应当签订服务协议，协议内容应当

至少包括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提供气象情报的类型和格式，气象情报供应的方法、手

段和时间。 

第八条 公共航空运输营运人应当提前将下列信息通知相应的民用航空气象

服务机构： 

新航线或者新机型飞行； 

新的航班时刻表； 

需要改变气象服务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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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提前通知的最低时限应当由公共航空运输营运人与相应的民用航空气象服

务机构协定。 

第九条 公共航空运输营运人应当向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提供的与航班有

关的信息，包括： 

(一) 起飞机场和预计起飞的时间； 

(二) 目的地机场和预计到达时间； 

(三) 飞行航线和预计到达及预计离开经停机场的时间； 

(四) 飞行的延误、提前或者取消； 

(五) 为完成飞行计划所需的备降机场； 

(六) 巡航高度层； 

(七) 目视飞行或者仪表飞行； 

(八) 飞行机组成员需要提供气象情报的方式是飞行气象文件、讲解还是磋商； 

(九) 要求讲解、磋商和提供飞行气象文件的时间。 

根据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和公共航空运输营运人之间的协议，可以不必重复提

供定期航班的上述信息。 

第三章 服务的提供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向民用航空气象用户提供气象服务应当符合

《民用航空气象  第 3 部分：服务》（MH/T 4016.3）。 

第十一条 向民用航空气象服务用户提供的气象情报应当适时、有效。 

当已经提供的气象情报出现修订或者更正时，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协

议确定的方式通知用户。 

第十二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通过电话提供服务时应当录音保存。保存期

限为三十天。 

第十三条 为航务部门和飞行机组成员提供的气象情报应当覆盖相关飞行的

时间、海拔高度和地理范围。 

第十四条 为航务部门提供的用于飞行前计划和飞行中重新计划的高空风和

高空温度情报和航路上重要天气情报应当不迟于航空器离场前 3 小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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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为飞行机组成员提供的讲解、磋商、展示和飞行气象文件应当由起

飞机场气象台或者机场气象站提供。 

为飞行机组成员提供讲解、磋商、展示和飞行气象文件通常在起飞机场气象台或

者机场气象站进行。由于机场的环境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当面进行时，应当依据用户要

求，按协议的其他适当方式提供相应的服务。 

第二节  飞行气象文件 

第十六条 对于在预告图有效时间前后三小时之内的飞行，应当将该预告图视

为可用。在已经得到有关预告图的情况下，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为飞行机组成

员提供所有可用的预告图。 

第十七条 为飞行机组成员提供的高空风和高空温度预告图应当至少包括巡

航高度上的或者巡航高度以上和以下最接近巡航高度的高空风和高空温度预告图。 

第十八条 为国际航班飞行机组成员提供的重要天气预告图应当至少包括民

用航空气象中心发布的中国区的重要天气预告图。 

第十九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将提供给飞行机组成员的飞行气象文

件中的气象情报以打印副本或者以计算机文件方式自发布之日起至少保留三十天。当

调查研究需要时，应当提供并保留情报，直至调查研究结束。 

第三节 讲解、磋商和展示 

第二十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根据飞行机组和其他航空气象用户的

需求，提供讲解和磋商。 

第二十一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人员应当按照《民用航空气象第 3 部分：服务》

（MH/T4016.3）及协议进行讲解和磋商。讲解应当着重天气趋势的展望、影响飞行的

重要天气等内容。磋商应当解答用户的疑问，帮助用户正确理解气象信息。  

第二十二条 为飞行机组成员进行飞行气象文件讲解和磋商时，应当帮助其全

面、正确理解所提供的飞行气象文件。 

第二十三条 为空中交通服务部门及其他民用航空气象用户讲解和磋商时，应当

帮助其全面、正确理解所提供的气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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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讲解和磋商应当仅限于天气情况，不得直接提出飞行建议。 

第二十五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展示下列最新可用的气象资料： 

（一）机场例行天气报告和特殊天气报告； 

（二）机场预报和着陆预报； 

（三）机场警报； 

（四）重要气象情报、低空气象情报； 

（五）天气图、区域预报和航路预报； 

（六）卫星云图。 

第二十六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可以展示下列气象资料： 

(一) 自动观测系统的实时显示观测数据； 

(二) 天气雷达资料和其他探测资料； 

(三) 风切变警报； 

(四) 航空器特殊空中报告。 

第二十七条 根据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与用户的协议，展示可以代替讲解和磋

商。 

第四节  其他事项 

第二十八条 民用航空华北地区气象中心和民用航空中南地区气象中心应当通

过对空气象广播向飞行中的航空器提供规定机场的天气报告和机场预报。 

第二十九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可以根据民用航空气象用户的需要，派驻预

报员提供气象咨询服务。 

第三十条 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尽快提供空中交通服务部门请求的与

航空器紧急情况有关的任何气象情报。 

第三十一条 为搜寻救援提供气象服务的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应当在整个搜

寻救援活动中与搜寻和救援部门保持联系。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二○○七年六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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