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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安全技术中心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民航数据通信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唐金翔、苗旋、朱晨辉、朱衍波、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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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综合信息显示系统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综合信息显示系统的功能、性能、数据类型和格式、接口规范

及网络布局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综合信息显示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的建设。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８８７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ＧＢ／Ｔ９３６１　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

ＧＢ５０１７３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

ＩＣＡＯ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３　国际航空气象服务（第十六版）

ＩＣＡＯ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１５　航空情报服务（第十二版）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航空固定电信网　犪犲狉狅狀犪狌狋犻犮犪犾犳犻狓犲犱狋犲犾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狀犲狋狑狅狉犽

作为航空固定（电信）服务的一部分，供具有相同的或兼容的通信特性的航空固定电台之间交换电

报和（或）数字数据的世界范围的航空固定电路系统。

３．２

区域管制中心　犪狉犲犪犮狅狀狋狉狅犾犮犲狀狋犲狉

为所辖管制区内的管制飞行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而设立的机构。

３．３

飞行情报区　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狉犲犵犻狅狀

为其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而划定范围的空域。

３．４

管制区　犮狅狀狋狉狅犾犪狉犲犪

从地球表面上空某一指定高度向上延伸的管制空域。

３．５

限制区　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犲犱犪狉犲犪

在一个国际的陆地或领海上空，一个划定范围禁止航空器飞行的空域。

３．６

航段　狊犲犵犿犲狀狋

不作中途着陆的航路或者航路的一部分。

１

犕犎／犜４０２６—２００９



３．７

标高　犲犾犲狏犪狋犻狅狀

自平均海平面量至固定在地球表面上的一个点或一个面的垂直距离。

３．８

机场标高　犪犻狉狆狅狉狋犲犾犲狏犪狋犻狅狀

着陆区域最高点的标高。

３．９

预告图　狆狉狅犵狀狅狊狋犻犮犮犺犪狉狋

在地理图上用绘图方式表明特定时间或时段，在特定的面或空域的特定部分的特定气象要素的

预报。

３．１０

跑道视程　狉狌狀狑犪狔狏犻狊狌犪犾狉犪狀犵犲

在跑道中线，航空器上的飞行员能看到跑道面上的标志或跑道边界灯或中线灯的最大距离。

３．１１

航行通告　狀狅狋犻犮犲狋狅犪犻狉犿犪狀

用电信方式分发的关于任何航行设施、服务、程序或危险的建立情况和变动的资料的通知。

３．１２

雪情通告　狊狀狅狑狀狅狋犻犮犲狋狅犪犻狉犿犪狀

以专门格式通知由于活动区内有雪、冰、雪浆或与雪、冰、雪浆有关的积水而存在危险情况，或这种

险情排除的一种有特殊系列的航行通告。

３．１３

重要气象情报　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狅狉犲犮犪狊狋

气象监视台发布的可能影响航空器飞行安全的特定航路天气现象的出现或预期出现的情报。

３．１４

低空气象情报　犪犻狉犿犲狀’狊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气象监视台发布的可能影响低空航空器飞行安全的特定航路天气现象的发生或预期发生的情报。

注：该情报中的天气现象未包含在为有关的飞行情报区（或其分区）的低空飞行发布的预报中。

３．１５

热带气旋　狋狉狅狆犻犮犪犾犮狔犮犾狅狀犲

起源于热带和亚热带水域、伴有对流发生和明显的气旋性风向环流的非锋面性天气尺度气旋。

４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ＡＣＣ　　　　　区域管制中心（ａｒｅ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ｅｎｔｅｒ）

ＡＣＮ　 航空器分类编号（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ＡＦＴＮ　 航空固定电报网（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ｆｉｘｅ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ＩＲＭＥＴ　 低空重要气象情报（ａｉｒｍｅｎ’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ＩＳ　 航站自动情报服务（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Ｍ　 异步传输模式（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ｏｄｅ）

ＡＷＯＳ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ＤＭＥ　 测距仪（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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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Ｃ　 ９ｈ机场天气预报

ＦＴ　 ３０ｈ机场天气预报

ＧＩＳ　 地理信息系统（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ＨＦ　 高频（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ＣＡＯ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ｖｉ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Ｒ　 例行天气报告（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ｒｅｐｏｒｔ）

ＭＭＰ　 数据过滤算法（ｍｉｎｉｍｕｍ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ｏｉｎｔｓ）

ＭＴＢＦ　 平均无故障时间（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ＮＤＢ　 无方向性信标（ｎ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ａｃｏｎ）

ＮＯＴＡＭ　 航行通告（ｎｏｔｉｃｅｔｏａｉｒｍａｎ）

ＰＰＩ　 平面位置回波显示（ｐｌａ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ＱＦＥ　 场面气压 （Ｑｆｉｅｌ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ＱＮＨ　 修正海平面气压 （Ｑ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ｈｅｉｇｈｔ）

ＲＶＲ　 跑道视程（ｒｕｎｗａｙｖｉｓｕａｌｒａｎｇｅ）

ＳＩＧＭＥＴ　 重要气象情报（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ＳＮＯＷＴＡＭ　 雪情通告（ｓｎｏｗｎｏｔｉｃｅｔｏａｉｒｍａｎ）

ＳＰＥＣＩ　 特选天气报告（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ＴＣＰ／ＩＰ　 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ＵＳＢ　 通用串行总线（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ＢＵＳ）

ＵＴＣ　 世界协调时（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ｔｉｍｅ）

ＶＨＦ　 甚高频（ｖｅｒｙ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ＶＬＡＮ　 虚拟局域网（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ｏｃａｌａｒｅａｎｅｔｗｏｒｋ）

ＶＯＲ　 甚高频全向信标（ＶＨＦｏｍ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ｎｇｅ）

５　系统功能

５．１　总则

５．１．１　系统应提供航空情报服务、航空气象服务和静态资料检索服务。

５．１．２　系统应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５．１．３　系统应提供统一、集成的信息服务。

５．１．４　所有数据的处理应由软件自动完成，不应有人工干预。

５．１．５　系统应具有友好的人机界面。

５．１．６　系统应具备根据实际工作进行扩展的能力。

５．２　航空情报

５．２．１　航图

５．２．１．１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机场信息：

机场名称、机场类型、是否为国际机场、机场四字码、机场三字码、机场磁差、机场经纬度、机场

标高、跑道长度、跑道磁向；

ｂ）　航路信息：

航路代码、高低空类型、公里距离、海里距离、是否自定义、最低安全高度、组成航段、备注；

ｃ）　导航台信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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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ＶＯＲ台名称、频率、类型、经纬度、呼号；

２）　ＤＭＥ台名称、呼号、类型、ＤＭＥ波道、频率代码；

３）　ＮＤＢ台名称、频率、类型、经纬度、呼号；

ｄ）　报告点信息：

报告点名称、类型、经纬度；

ｅ）　情报区、管制区、管制扇区信息：

１）　情报区名称、边界组成信息；

２）　管制区名称、边界组成信息、ＨＦ通信信息、ＶＨＦ通信信息；

３）　管制扇区名称、边界组成信息、通信信息；

ｆ）　限制区信息：

限制区代码、限制区类型、所属情报区名称、高度上下限、限制原因、限制时间；

ｇ）　等待空域信息：

等待空域名称、类型、是否等待航线、详细描述。

５．２．１．２　统计分析和报表输出

５．２．１．２．１　应提供航图元素和航行资料的统计分析，包括航空情报区或管制区内所有的机场、导航台、

限制区的统计及航线周边机场、导航台、障碍物等要素的统计。

５．２．１．２．２　应提供航图分析结果的打印输出功能。

５．２．１．２．３　应提供数据资料的文件存储功能。

５．２．１．２．４　宜提供曲线和饼图等直观显示方式。

５．２．１．３　人机界面和操作

５．２．１．３．１　犌犐犛电子地图

应以ＧＩＳ电子地图的形式显示。电子航图的绘制风格应和国家发行的标准纸质航图完全一致。

界面宜使用普通窗口显示和弹出式窗口方式。宜提供右键弹出式菜单和其他快捷方式。

５．２．１．３．２　航图显示

应提供航图的无极缩放功能、平移航图的功能、航空要素的拾取和屏蔽显示功能。

５．２．１．３．３　其他检索要求

检索的条件宜设置默认选项。

应提供用户输入检索条件功能，并能识别中文名称和英文代码。检索后，航图应自动放大到适当的

比例尺，并将符合条件的图像元素加亮显示，便于查看；航图和文字资料应相互对应，选择航图元素后自

动加亮相应的文字，反之亦然。

５．２．２　航路航线

５．２．２．１　基本信息

应提供中国民航班机航线汇编中全部的数据信息，包括：

ａ）　航路（航线）基本信息：

航路代号、名称、走向、备注；

ｂ）　航路（航线）所含航段信息：

航段经过点、地名或呼号、经纬度、距离、真航向、磁航向、安全高度、备注；

ｃ）　班机航线基本信息：

航线名称、起点、终点；

ｄ）　班机航线具体信息：

航线名称、航线走向、总距离、最低安全高度、各型运输机飞行高度层。

５．２．２．２　人机界面和操作

５．２．２．２．１　基本信息和详细信息应同时显示。航路、航线的基本信息以列表的形式集中显示，在列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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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某个航路或航线后将详细信息显示在专用的区域。

５．２．２．２．２　应分层次对航路、航线信息进行组织。

５．２．２．２．３　应提供以下检索方式：

ａ）　对于航路检索，应至少提供以下三种检索方式：

１）　按航路代号检索；

２）　按航路起始点检索；

３）　按包含航路点检索；

ｂ）　对于班机航线检索，应至少提供以下三种检索方式：

１）　按航线名称检索；

２）　按包含航路检索；

３）　按包含航路点检索。

５．２．２．２．４　应提供选择和输入两种方式来确定检索条件。

５．２．３　机场资料

５．２．３．１　机场资料应包含国内已投入使用的民用机场及军民合用机场的信息。

５．２．３．２　机场资料的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ａ）　机场概况：

１）　机场资料：基准点、机场标高、与城市关系、电报地址、电话、磁差；

２）　物理特性：跑道代号、真向、标高（长×宽）（单位为米）、强度、道面；

３）　跑道使用数据：可用起飞滑跑距离、可用起飞距离、可用加速停止距离、可用着陆距离、跑

道坡度；

４）　滑行道、停机坪：

滑行道编号、长度、道面、强度、限制；

停机位编号、强度、限制等；

ｂ）　无线电、导航设施：

设备名称、识别、频率、坐标、附注；

ｃ）　灯光设施：

设备名称（进近灯、跑道灯、滑行道灯、其他灯光）、灯光特性；

ｄ）　航站区域及地形特征和主要障碍物：

１）　航站区域；

２）　地形特征；

３）　主要障碍物；

ｅ）　气象特征和机场运行最低标准：

１）　气象特征；

２）　气象资料；

３）　机场运行最低标准；

ｆ）　起落航线规定；

ｇ）　仪表进近、过渡高度、过渡高度层、等待和优先着陆程序：

１）　仪表进近；

２）　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

３）　 等待空域；

４）　 优先着陆；

ｈ）　空中走廊、空域、放油区；

ｉ）　进、离场规定及航行管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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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机场内航空器及人员、车辆活动规定；

ｋ）　主要邻近机场：

名称、磁方位、距离、跑道、标高、航线最低安全高度；

ｌ）　特殊规定和注意事项。

５．２．３．３　机场相关航图应包括以下类型的航图资料：

机场图、地区航线示意图、中低空航线图、国际航线图、区域图、标准仪表进场图、标准仪表离场图、

停机位置图、仪表进近图、空中走廊图及空中禁区图、放油区图、机场障碍物Ａ型图、精密进近地形图、

紧急回场图、目视进场图、目视进近图、目视离场图、调机航线图、等待空域图、人工降雨图、炮射区图、扇

区图、临时限制区图、临时危险区图、临时禁区图。

５．２．４　航行通告

５．２．４．１　应包括国内航行通告及相关的雪情通告，数据内容应符合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１５的要求。

数据直接取自航行通告室处理之后的航行通告信息。

５．２．４．２　检索要求如下：

ａ）　基本要求：

１）　应能定时或者实时从航行通告室获取航行通告；

２）　应保持信息的完整，显示正在生效的通告，自动删除过期通告，对已读通告加标识；

ｂ）　提供多种检索方式：

１）　机场航行通告检索，沿航线航行通告检索，情报区内航行通告检索；

２）　按照用户指定关键字检索；

ｃ）　与航图的关联：

应在航图上标注通告发布的位置；

ｄ）　自动告警：

遇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１５的５．１．１中规定的重要通告，应提供声响警告或闪烁、色彩等特

殊提示。

５．３　航空气象

５．３．１　报文类型气象信息

５．３．１．１　机场实况

５．３．１．１．１　机场实况内容应包括：

ａ）　国内各民航机场和国外重要国际机场的例行天气报告 ＭＥＴＡＲ；

ｂ）　国内各民航机场和国外重要国际机场的特选报ＳＰＥＣＩ；

ｃ）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３中４．５要求的内容要素；

５．３．１．１．２　实时性要求为：从气象部门转发实况报文到综合显示系统处理、显示，总延时应不超过１ｍｉｎ。

５．３．１．１．３　界面及操作要求如下：

ａ）　以报文显示为主，自动实时更新；

ｂ）　对于符合《国际航空气象电码》标准格式的报文提供译文，天气代码译文见附录Ａ；

ｃ）　对于超过机场起降标准的气象字段应按附录Ｂ告警分级规定的颜色标注；

ｄ）　用户能输入检索条件，中文名称和英文代码均能解析。

５．３．１．２　机场预报

５．３．１．２．１　机场预报内容应包括：

ａ）　国内各民航机场不同时段的ＦＣ预报和ＦＴ预报；

ｂ）　国外重要机场不同时段的ＦＣ预报和ＦＴ预报；

ｃ）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３中６．２．３要求的内容要素。

５．３．１．２．２　实时性要求见５．３．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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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２．３　界面及操作要求如下：

ａ）　以报文显示为主，自动实时更新；

ｂ）　宜与机场实况集成到一个界面中；

ｃ）　用户能输入检索条件，中文名称和英文代码均能解析。

５．３．１．３　自动观测系统

５．３．１．３．１　自动观测系统内容应包括数据来源于安装在跑道端的自动观测设备，包含：跑道编号、地面

风向（最大值、最小值）、２ｍｉｎ和１０ｍｉｎ地面风速（最大值、最小值）、能见度、跑道视程（接地带、中点、停

止端）、天气、云量、云高仪探测的云底高、垂直能见度、道面温度、露点温度、观测场温度、相对湿度、修正

海平面气压（ＱＮＨ）、场压（ＱＦＥ）、过渡高。

５．３．１．３．２　实时性要求为：从采集数据、传输、分析到最终显示的总延时应不超过１ｍｉｎ。

５．３．１．３．３　界面及操作要求如下：

ａ）　宜与目前广泛使用的自动观测系统界面基本保持一致；

ｂ）　对于多跑道的情况，提供一键切换的显示模式。

５．３．１．４　重要天气情报警报

５．３．１．４．１　重要天气情报警报内容应包括：

ａ）　国内各机场民航机场警报（冰雹、沙暴、暴雨、台风、雷暴）；

ｂ）　重要气象情报（飞行情报区、管制区）；

ｃ）　低空重要气象情报（飞行情报区、管制区）；

ｄ）　风切变警报（本场）。

５．３．１．４．２　告警提示要求为：出现重要天气情报和警报，系统应及时显示，并提供声音、闪烁、色彩等特

殊提示。

５．３．１．４．３　实时性要求为：从气象部门转发重要天气情报警报到系统处理、显示，总延时应不超过

１ｍｉｎ。

５．３．１．５　周边机场、备降机场天气实况（可选）

５．３．１．５．１　周边机场、备降机场天气实况内容应包括：

ａ）　备降民航 ＭＥＴＡＲ和ＳＰＥＣＩ；

ｂ）　周边军用机场的天气描述。

５．３．１．５．２　民用机场的实况报文实时性要求见５．３．１．１．２。

５．３．１．５．３　界面和操作要求如下：

ａ）　民航机场的信息显示见５．３．１．１．３；

ｂ）　军用机场的信息宜采用明文显示。

５．３．１．６　本场天气警报、通报（可选）

５．３．１．６．１　本场天气警报、通报内容应包括地区气象部门为本场制作的天气警报和通报，一般为中文

明文。

５．３．１．６．２　实时性要求为：从数据收集、传输、处理到最终显示的总延时应不超过３ｍｉｎ。

５．３．１．６．３　界面和操作要求见５．３．１．２．３。

５．３．２　图像类型气象信息

５．３．２．１　气象雷达回波图

５．３．２．１．１　气象雷达回波图内容应包括平面位置回波、任意切面回波、距离高度、等高平面位置、回波

顶高、最大回波。

５．３．２．１．２　数据管理方式为：按照观测站名称、雷达探测距离、探测时间，探测类型等层次对数据进行

组织管理。

５．３．２．１．３　实时性要求为：从数据收集、传输、处理到最终显示的总延时应不超过１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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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１．４　界面和操作要求如下：

ａ）　图像显示区域可最大化至全屏，图像同比放大；

ｂ）　图像显示区域可划分成若干子区域，每一个子区域显示一个地区的雷达回波图；

ｃ）　能通过鼠标双击或其他方式使一个子区域填充整个图像显示区，图像同比放大；

ｄ）　当选择两幅以上雷达图时，可连续播放，播放速度可调；

ｅ）　提供１２ｈ或２４ｈ雷达图回放功能。

５．３．２．２　卫星云图

５．３．２．２．１　卫星云图内容宜包括气象卫星发布的各种云图资料。

观测区域应包括：中国区、澳大利亚、东南亚、华南地区、西亚。

图像类型应包括：原始图、可见光图、立体云图、通道１红外云图、通道２红外云图、通道３红外云

图、水汽图。

５．３．２．２．２　界面和操作要求如下：

ａ）　应根据观测区域、云图类型组合显示；

ｂ）　图像应能放大、缩小、平移；

ｃ）　图像显示区域可最大化至全屏，图像同比放大；

ｄ）　选择两幅以上云图时，可连续播放，播放速度可调；

ｅ）　提供１２ｈ或２４ｈ卫星云图回放功能。

５．３．２．３　热带气旋图

５．３．２．３．１　热带气旋图内容为气象部门提供的热带气旋路径图。

５．３．２．３．２　界面和操作要求如下：

ａ）　图像显示区域可最大化至全屏，图像同比放大；

ｂ）　选择两幅以上气旋图时，可连续播放，播放速度可调。

５．３．２．４　天气预告图

５．３．２．４．１　天气预告图内容应包括表１中要求的各类预告图。

表１　天气预告图

预告区域 预告图类型 高度层

中国区域

　乌鲁木齐

　东北

　西北

　华东

　西南

　中南

高空风／温度预告图

２００ｈＰａ（１２０００ｍ）

２５０ｈＰａ（１００００ｍ）

３００ｈＰａ（９０００ｍ）

４００ｈＰａ（７０００ｍ）

５００ｈＰａ（５５００ｍ）

重要天气预告图
ＳＨ（＞７５００ｍ）

ＳＭ（３５００ｍ～７５００ｍ）

５．３．２．４．２　根据图像的时效性，默认显示当前生效的图像，规则见表２。

表２　时效与文件对应关系

时次（ＵＴＣ） 正常提供 第一备份 第二备份

００００

ＳＢＦＢＰＤ２０．ＸＸ６ ＳＢＦＢＰＥ２０．ＸＸ０ ＳＢＦＢＰＣ２０．ＸＸ２

ＳＢＦＢＰＤ２５．ＸＸ６ ＳＢＦＢＰＥ２５．ＸＸ０ ＳＢＦＢＰＣ２５．ＸＸ２

ＳＢＦＢＰＤ３０．ＸＸ６ ＳＢＦＢＰＥ３０．ＸＸ０ ＳＢＦＢＰＣ３０．ＸＸ２

ＳＢＦＢＰＤ４０．ＸＸ６ ＳＢＦＢＰＥ４０．ＸＸ０ ＳＢＦＢＰＣ４０．ＸＸ２

ＳＢＦＢ３Ｄ５０．ＸＸ６ ＳＢＦＢ３Ｅ５０．ＸＸ０ ＳＢＦＢ３Ｃ５０．Ｘ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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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时次（ＵＴＣ） 正常提供 第一备份 第二备份

０６００

ＳＢＦＢＰＤ２０．ＸＸ２ ＳＢＦＢＰＥ２０．ＸＸ６ ＳＢＦＢＰＣ２０．ＸＸ８

ＳＢＦＢＰＤ２５．ＸＸ２ ＳＢＦＢＰＥ２５．ＸＸ６ ＳＢＦＢＰＣ２５．ＸＸ８

ＳＢＦＢＰＤ３０．ＸＸ２ ＳＢＦＢＰＥ３０．ＸＸ６ ＳＢＦＢＰＣ３０．ＸＸ８

ＳＢＦＢＰＤ４０．ＸＸ２ ＳＢＦＢＰＥ４０．ＸＸ６ ＳＢＦＢＰＣ４０．ＸＸ８

ＳＢＦＢ３Ｄ５０．ＸＸ２ ＳＢＦＢ３Ｅ５０．ＸＸ６ ＳＢＦＢ３Ｃ５０．ＸＸ８

１２００

ＳＢＦＢＰＤ２０．ＸＸ８ ＳＢＦＢＰＥ２０．ＸＸ２ ＳＢＦＢＰＣ２０．ＸＸ０

ＳＢＦＢＰＤ２５．ＸＸ８ ＳＢＦＢＰＥ２５．ＸＸ２ ＳＢＦＢＰＣ２５．ＸＸ０

ＳＢＦＢＰＤ３０．ＸＸ８ ＳＢＦＢＰＥ３０．ＸＸ２ ＳＢＦＢＰＣ３０．ＸＸ０

ＳＢＦＢＰＤ４０．ＸＸ８ ＳＢＦＢＰＥ４０．ＸＸ２ ＳＢＦＢＰＣ４０．ＸＸ０

ＳＢＦＢ３Ｄ５０．ＸＸ８ ＳＢＦＢ３Ｅ５０．ＸＸ２ ＳＢＦＢ３Ｃ５０．ＸＸ０

１８００

ＳＢＦＢＰＤ２０．ＸＸ０ ＳＢＦＢＰＥ２０．ＸＸ８ ＳＢＦＢＰＣ２０．ＸＸ６

ＳＢＦＢＰＤ２５．ＸＸ０ ＳＢＦＢＰＥ２５．ＸＸ８ ＳＢＦＢＰＣ２５．ＸＸ６

ＳＢＦＢＰＤ３０．ＸＸ０ ＳＢＦＢＰＥ３０．ＸＸ８ ＳＢＦＢＰＣ３０．ＸＸ６

ＳＢＦＢＰＤ４０．ＸＸ０ ＳＢＦＢＰＥ４０．ＸＸ８ ＳＢＦＢＰＣ４０．ＸＸ６

ＳＢＦＢ３Ｄ５０．ＸＸ０ ＳＢＦＢ３Ｅ５０．ＸＸ８ ＳＢＦＢ３Ｃ５０．ＸＸ６

５．３．２．４．３　应根据预告区域、预告图类型、高度层组织管理数据。

５．３．２．４．３　界面和操作要求如下：

ａ）　图像显示区域可最大化至全屏，图像同比放大；

ｂ）　选择两幅以上预告图时，可连续播放，播放速度可调。

５．３．２．５　航线高空风、温度剖面图（可选）

５．３．２．５．１　航线高空风、温度剖面图内容要求如下：

ａ）　沿指定航线（各地区自行指定）的高空风、温度剖面图；

ｂ）　剖面图的横坐标为航路走向，纵坐标为高度层；

ｃ）　高空温度采用等温曲线的形式绘制。

５．３．２．５．２　应根据图像的初始场时间和预告时效默认显示当前生效的图像。

５．３．２．５．３　界面和操作要求如下：

ａ）　图像显示区域可最大化至全屏，图像同比放大；

ｂ）　选择两幅以上剖面图时，可连续播放，播放速度可调。

５．３．２．６　航线积冰、颠簸图（可选）

５．３．２．６．１　航线积冰、颠簸图内容要求如下：

ａ）　沿指定航线（各地区自行指定）的高空积冰、颠簸剖面图；

ｂ）　剖面图的横坐标为航路走向，纵坐标为高度层；

ｃ）　高空的积冰、颠簸信息采用闭合区域的形式绘制；

ｄ）　积冰、颠簸的强度用不同颜色予以表示。

５．３．２．６．２　应根据图像的初始场时间和预告时效，默认显示当前生效的图像。

５．３．２．６．３　界面和操作要求如下：

ａ）　图像显示区域可最大化至全屏，图像同比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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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选择两幅以上图像时，可连续播放，播放速度可调。

５．４　静态信息服务

５．４．１　常用信息

５．４．１．１　基础管制规定

应包括以下适用于全国管制行业的基础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

———《中国民用航空统计管理办法》；

———《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际运输规则》；

———《外国民用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则》；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民用机场总体规划管理规定》；

———《民用航空运输不定期飞行管理暂行规定》；

———《民用航空飞行标准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管理规定》；

———《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征候》；

———《民用航空地面事故等级》；

———《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规定》；

———《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援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

———《中国民航班机航线汇编》；

———《空军二号规定》；

———《空军三号规定》；

———其他相关文件。

５．４．１．２　地区性管制规定及协议

应包括适用于本地区的所有地方性管制规定、协议。

示例：如《北京区域管制室、北京进近管制室、天津进近管制室、管制协调移交协议》等。

５．４．１．３　标准通话用语

应包括以下管制通话中的标准用语和常用的专业术语：

———进场二次雷达引导中的标准英文用语；

———特情处置中的标准术语以及英文对照；

———指挥航路上的飞行器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放行许可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飞机、飞行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航站自动情报服务ＡＴＩＳ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滑行指挥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基本陆空通话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进近、降落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进跑道、起飞、入航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开车、关车、上下飞机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雷达管制—精密进近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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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管制—雷达引导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起落航线二次雷达引导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与天气相关的标准术语和英文对照；

———其他相关文件。

５．４．１．４　管制员培训

应包括以下与管制员培训相关的各种资料：

———《雷达管制岗位培训》；

———《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管理规则》；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签派员执照管理规则》；

———《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培训管理规则》；

———《空中交通管制联络员管理规定》；

———《区域管制室模拟机训练题库》；

——— 其他相关文件。

５．４．１．５　通知

应包括国家民用航空行政主管部门、民用航空空中交通主管部门下发的各种通知、通报。

示例：《关于加强军民航管制协调避免发生严重飞行冲突的通知》。

５．４．１．６　其他资料

除５．４．１．１～５．４．１．５外的其他相关管制资料。

示例：机场三字代码、四字代码，航空公司两字码、三字码，管制中常用的缩略语等。

５．４．２　飞机性能数据

５．４．２．１　基本数据

基本数据包括：机型全称、ＩＣＡＯ代码和飞机制造商。

５．４．２．２　详细数据

详细数据包括：

ａ）　飞机的外形图片和三向视图（俯视图、正视图、侧视图）；

ｂ）　飞机性能参数列表，见表３。

表３　飞机性能参数列表

主要分类 包含项

外形尺寸
翼展、机长、机高、机翼面积、展弦比、机身最大直径、主轮距、前主轮距、客舱门（高×

宽）、前货舱门（高×宽）

内部尺寸 客舱（长度、最大宽度、容积）、前货舱（长×宽）、后货舱（长×宽）、前货舱总容积

重量及载荷 使用空重、最大商载、最大燃油重量、最大起飞重量、最大着陆重量、最大零燃油重量

性能数据（最大起飞重量）
典型远程巡航速度、进场速度、起飞场长、着陆场长、航程、升限、ＡＣＮ值、平均小时耗

油量

风速限制 ４５°侧风、９０°侧风、顺风

噪音特性 起飞噪音、侧向噪音、进场噪音

５．４．３　界面及操作要求

５．４．３．１　界面分区显示

５．４．３．１．１　结构显示区

将所有静态资料按照内容分类划分成若干层次，用树形图或其他醒目结构显示在该区域。

示例：可参考的划分方式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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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结构划分

５．４．３．１．２　内容显示区

该区域显示信息内容。应有概览模式和细览模式两种显示模式。概览模式显示文档的标题、摘要

列表，细览模式显示某篇文档的具体内容。

５．４．３．２　操作和检索要求

操作和检索要求应包括：

ａ）　基本操作：

１）　在结构显示区选择一个分类，信息显示区以概览模式将该分类的文档列表显示出来；

２）　概览页面中提供到细览页面的链接，可打开显示文档的详细信息；

３）　提供向前、向后翻页，逐条浏览，选择浏览等基本功能；

ｂ）　通用检索：

１）　按用户输入关键字在标题、摘要或者内容中检索。检索组合方式见表４；

表４　检索组合方式

检索目标 检索范围

标题

摘要

内容

标题和摘要

标题、摘要和内容

规章制度

　　基础管制规定

　　地区性管制规定

　　标准通话用语

　　管制员培训

　　通知

　　其他资料

机型全称

ＩＣＡＯ代码

制造公司

飞机性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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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提供模糊检索功能；

３）　提供二次检索功能：即在检索结果中继续查找；

４）　检索结果无法在一页内显示时，应分页显示，每页包含的纪录个数用户可指定；

５）　检索结果中，检索关键字应以红色或者其他醒目颜色标出；

ｃ）　高级检索：

１）　细化检索范围：表４所列检索范围中的任意多项组合；

示例：检索范围为“基础管制规定＋管制员培训”。

　　２）　多关键字检索：不同检索目标可使用不同关键字；

示例：标题关键字为“进近”，内容关键字为“移交”。

　　３）　多个关键字之间可使用“逻辑与”、“逻辑或”等组合检索关系。

示例：标题中包含“雷达”或者内容中包含“移交”。

５．４．４　全文检索要求

对于静态资料的检索，应采用成熟的全文检索技术，以实现在海量非结构化信息中快速、准确获取

用户所需信息。全文检索的具体要求如下：

ａ）　多种全文检索手段：

能用文中的任意字、词、短语、句和片段进行检索，支持中英文或其他语种的混合检索以及结构

化、非结构化数据的混合检索；

ｂ）　全方位检索条件组合：

提供多种检索运算符，包括外部特征与正文内容的逻辑组合检索、位置检索、渐进检索、历史

检索、英文词根检索、大小写敏感检索等；

ｃ）　使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１）　按照中文自然语言规则建立歧义排除规则，以提高检索准确性；

２）　提供同义词、反义词自动扩展检索、全半角自动扩展检索等。

５．４．５　数据安全

系统应具有权限管理功能，对不同用户的数据访问权进行限制。

６　系统性能

６．１　数据处理能力

６．１．１　基本要求

系统应能提供大容量、高速的信息传输服务，支持多用户（＞３０）同时访问，并且保证高可靠性。系

统的各终端应能实时、稳定、高效地显示气象、航空情报等综合信息，支持多种民航业务。

６．１．２　航空情报

６．１．２．１　系统和航空情报数据源的链路带宽应不小于２５６ｋｂｐｓ。

６．１．２．２　通信协议应采用ＴＣＰ／ＩＰ４．０以上。

６．１．２．３　航空情报动态数据资料应能实时传送。

６．１．２．４　数据源应能２４ｈ不间断地向系统传送航空情报信息。

６．１．２．５　应具备线路状况监测性能，能实时监测网络连接的状况，实时监测ＴＣＰ／ＩＰ链路的连接状况。

如果发生中断，能发出声音或颜色警告（见６．４）。

６．１．２．６　应具备中断后自动索取数据功能，当网络连接中断恢复后，系统能自动获取缓存信息。

６．１．２．７　系统应能实时显示最新航行通告数据。

６．１．２．８　航图资料、机场资料、中国民航班机航线汇编等信息应能根据民用航空空中交通主管部门情

报发布部门每月发布的航空情报静态数据进行更新，更新时间与资料发放时间相差应不超过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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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航空气象

６．１．３．１　系统和航空气象数据源的链路带宽应不小于５１２ｋｂｐｓ。

６．１．３．２　通信协议应采用ＴＣＰ／ＩＰ４．０以上。

６．１．３．３　所有数据应能实时传送。

６．１．３．４　应具备线路状况监测性能，能实时监测网络连接的状况，实时监测ＴＣＰ／ＩＰ链路的连接状况。

如果发生中断，应能发出声音或颜色警告 （见６．４）。

６．１．３．５　应具备中断后自动索取数据功能，当网络连接中断恢复后，系统能自动获取缓存信息。

６．１．３．６　跑道视程数据更新时间应不大于１ｍｉｎ。

６．１．３．７　天气预告图、热带气旋图、航线高空风／温度图、航线积冰／颠簸图应能根据资料的生成自动

更新。

６．１．３．８　系统应能实时显示最新气象数据。

６．２　稳定性

６．２．１　服务器

所选服务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关键服务器采用 ＭＴＢＦ大于１０００００ｈ的服务器，并采用集群管理模式；

ｂ）　支持主流大型关系型数据库。

６．２．２　网络交换系统

网络交换系统的稳定性直接影响整个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核心交换机采用 ＭＴＢＦ大于１０００００ｈ的企业级千兆交换机；

ｂ）　采用双交换机冗余模式，并采用集群管理模式；

ｃ）　所有的网络链路均采用双路冗余模式；

ｄ）　终端ＰＣ设备采用双网卡来支持双链路。

６．２．３　数据库软件

所选数据库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支持海量数据的存储和访问；

ｂ）　支持并行服务器、支持集群、ＭＭＰ和其他复合并行系统；

ｃ）　具备良好的可移植性、可兼容性和可连续性。

６．２．４　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核心业务软件的故障率小于１％，具备故障的自动发现、告警和恢复能力。提供日志功能，以

便进行故障追查；

ｂ）　支持软件的故障率小于３％。

６．３　安全要求

６．３．１　物理安全

系统应保证以下物理安全：

ａ）　环境安全：符合ＧＢ５０１７３、ＧＢ／Ｔ２８８７和ＧＢ／Ｔ９３６１的规定；

ｂ）　设备安全：主要包括设备的防盗、防毁、防电磁信息辐射泄漏、防止线路截获、抗电磁干扰及电

源保护等。

６．３．２　网络安全

应采用物理隔离和在内外网间加装防火墙相结合的方法来保障网络安全。应保证系统内部网络和

广域网物理隔绝，只和数据源网络存在物理连接。同时，为防止来自数据源业务网络的攻击，系统在与

外部业务网连接的部分应加装防火墙，以进一步增强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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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　病毒防护

为保障网络中的设备不被病毒攻击，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使用专业的网络版杀毒软件；

ｂ）　设立专门的杀毒服务器；

ｃ）　所有终端席位安装杀毒软件的客户端；

ｄ）　保证病毒库更新的时效性。

６．４　可维护性

系统应满足以下可维护性要求：

ａ）　对核心业务数据进行永久性备份（磁带或者磁盘备份）；

ｂ）　使用商业化存储管理软件对数据库进行定时备份，保证故障发生时的快速修复；

ｃ）　系统设计专门的监控软件，对核心业务进行实时监控，具体要求如下：

１）　实时监控：

对系统核心业务进行全天候监控；

２）　自动告警：

发现故障后立刻以告警灯或声音的方式提示维护人员。可提供其他的告警方式；

示例：自动调用拨号程序拨打维护人员的电话或者手机。

　　３）　故障处理建议：

提供简要的故障分析和建议，以便维护人员快速定位故障原因；

ｄ）　集成终端管理系统的具体要求如下：

１）　为提高维护人员对终端设备的监控和管理效率，应建设集成终端管理系统；

２）　宜选用商业网管软件，配合远程控制软件组成集成终端管理系统；

ｅ）　若系统采用Ｃ／Ｓ两层结构，应设计自动升级系统来完成客户端软件的自动升级。

７　数据类型、数据格式和接口规范

７．１　数据类型

７．１．１　基本要求

系统所包括的不同类型的业务数据最终归纳为三类：航空情报数据、航空气象数据、静态资料数据，

见表５。

表５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更新频度

航空气象数据 实时更新

航空情报数据（动态数据） 实时更新

航空情报数据（静态数据） 每月更新一次

静态资料数据 不固定，只在需要时更新

７．１．２　航空情报数据

７．１．２．１　动态航行通告数据（包括ＮＯＴＡＭ和ＳＮＯＷＴＡＭ）应由航行通告室以联网的方式实时提供。

７．１．２．２　静态航空情报数据（包括航图资料、中国民航班机航线汇编和机场资料）应由民用航空空中交

通主管部门情报发布部门每月发布的航空情报静态数据提供，每月更新一次。

７．１．３　航空气象数据

本地气象部门应以联网的方式实时提供航空气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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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　静态资料数据

现有的管制规章、规定和协议等应由民用航空空中交通主管部门和各地区空中交通管理部门提供

资料源。系统首次录入数据应由工程承担单位负责。系统建成后，后续修改工作应由各地系统维护人

员自行执行。

７．２　数据格式和接口规范

７．２．１　航空情报数据

７．２．１．１　航空情报动态数据

系统应能以联网形式从航行通告拍发部门接收航空情报动态数据。应建立数据转发的中间层进行

联网系统隔离。

７．２．１．２　航空情报静态数据

系统应能接收民用航空空中交通主管部门情报发布部门定期发布的航空情报静态数据。

７．２．２　航空气象数据

７．２．２．１　数据中转要求

系统应能按ＦＴＰ数据传输要求接收空中交通管理单位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数据。

７．２．２．２　数据文件接口规则

７．２．２．２．１　犉犜犘目录

气象数据ＦＴＰ服务器的目录见表６。

表６　犉犜犘目录

数据文件类型 存放文件夹

例行天气报告 ＭＥＴＡＲ报文

特选天气报告ＳＰＥＣＩ报文

９ｈ天气预报ＦＣ报文

２４ｈ天气预报ＦＴ报文

重要天气情报警报

低空重要天气警报

周边机场实况报文

Ｒｅｐｏｒｔｓ

自动观测系统报文 Ａｗｏｓ

卫星云图文件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雷达回波图文件 Ｒａｄａｒ

天气预告图文件 Ｆｃｈａｒｔ

热带气旋路径图文件 Ｔｙｐｈｏｏｎ

航线积冰、颠簸剖面图文件 Ｔｕｒｂ

机场天气警报、通报报文 Ｎｏｔｉｃｅ

航线高空风、高空温度剖面图文件 Ｃｒｏｓｓ

７．２．２．２．２　“狉犲狆狅狉狋狊”文件夹存放文件的命名规则

所有存放在“ｒｅｐｏｒｔｓ”文件夹中的文件采用统一的命名格式：ＴＴ（类型）＋ＭＭＤＤＨＨＭＭ（月日时

分）＋“．”＋ ＡＡＡＡ（四位流水号）。其中“ＴＴ”用两位大写英文字母表示报文类型；“ＭＭＤＤＨＨＭＭ”

表示报文的发报时间（ＵＴＣ）；“ＡＡＡＡ”用四位数字表示流水号，每天的第一份报文流水号记为“０００１”，

此后逐个累加。详细格式要求见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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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详细格式要求

ＴＴ 具体含义 发布情况 文件格式 文件名称

ＳＡ
机场观测天气报告

ＭＥＴＡＲ报

每正点和半点（部分

机场）

ＡＳＣＩＩ文本，以“ＳＡＡＡＫＫ”

开始，以“＝”结束
ＳＡ＋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ＡＡＡＡ

ＳＰ
机场特殊天气报告

ＳＰＥＣＩ报
随时发布

ＡＳＣＩＩ文本，以“ＳＰＡＡＫＫ”

开始，以“＝”结束
ＳＰ＋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ＡＡＡＡ

ＷＳ／ＷＣ／

ＷＥ／ＷＴ／ＷＷ／

ＷＯ／ＷＶ／ＷＨ

重要气象情报

ＳＩＧＭＥＴ
一般不超过４ｈ或６ｈ

ＡＳＣＩＩ 文 本， 以 “ＷＳ／

ＷＣ／ＷＥ／ＷＴ／ＷＷ／ＷＯ／

ＷＶ／ＷＨ”开始，以“＝”

结束

Ｗ＋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ＡＡＡＡ

ＷＡ
低空 重 要 气 象 情

报 ＡＩＲＭＥＴ
一般不超过４ｈ或６ｈ

ＡＳＣＩＩ文本，以“ＷＡ”开

始，以“＝”结束
ＷＡ＋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ＡＡＡＡ

ＦＴ 机场３０ｈ天气预报 ０００６，０６１２，１２１８，１８２４
ＡＳＣＩＩ文本，以“ＦＴＡ

ＡＫＫ”开始，以“＝”结束
ＦＴ＋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ＡＡＡＡ

ＦＣ 机场９ｈ天气预报
０００９，０３１２，０６１５，０９１８，

１２２１，１５２４，１８０３

ＡＳＣＩＩ文本，以“ＦＣＡＡＫＫ”

开始，以“＝”结束
ＦＣ＋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ＡＡＡＡ

ＺＢ
周边、备用机场天

气实况

每正点和半点（民用机

场）；需要时索取（军用

机场）

ＡＳＣＩＩ文本，以“ＳＡＡＡＫＫ”

开始，以“＝”结束
ＺＢ＋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ＡＡＡＡ

示例：ＳＡ１２２３１３２８．００９２表示１２月２３日１３：２８发布的 ＭＥＴＡＲ报文，该报是当日的第９２份 ＭＥＴＡＲ报。

报文内容：

　　ＳＡＣＩ３３ＺＢＡＡ２３１３２０

　　ＭＥＴＡＲＺＢＡＡ２３１３２０Ｚ２４０２２ＫＴ９９９９ＦＥＷ０２７ＳＣＴ０４４１５／０９Ｑ１００６ＮＯＳＩＧ＝

　　ＳＡＣＩ３４ＺＳＳＳ２３１３２０

　　ＭＥＴＡＲＺＳＳＳ２３１３２０Ｚ１１００６ＭＰＳ９９９９ＳＣＴ０１３２６／２２Ｑ１００７ＮＯＳＩＧ＝

　　ＳＡＣＩ３４ＺＧＧＧ２３１３２０

　　ＭＥＴＡＲＺＧＧＧ２３１３２０Ｚ１８００７ＭＰＳ９９９９ＢＫＮ０２０２６／１９Ｑ１００８ＮＯＳＩＧ＝

该报文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气象实况，每条记录都以“ＳＡＸＸＸＸ”开头，以“＝”结尾，符合规范。

７．２．２．２．３　自动观测系统报文文件命名规则

文件命名格式为：ＶＶ（ＡＷＯＳ标识）＋ＭＭＤＤＨＨＭＭ（月日时分）＋“．”＋ ＡＡＡＡ（四位流水号）。

文件中的数据格式见示例。

示例：见表８所示的自动观测系统报文文件。

表８　自动观测系统报文格式

ＺＣＺＣ

数据开始

２００２０８１８２３２６

时间组（年：　月：　日：　时：　分）

　０１　　　　　　１８Ｒ　　　　　　３６Ｌ

跑道编号　　　跑道右端　　　跑道左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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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ＲＶＲ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跑道右端　　　　中　　　　跑道左端

ＣＣＣＣ　　　　１９．１　　　９６　　　　　 １０１１．６　　　　９９７　　　　０．００　　　１０

本场　　　　 温度　　　相对湿度　　　场压　　　修正海压　　　雨量　　　露点

１８Ｒ　　　　　　 ０２．８　　　　　０１７　　　　　　 ０２．８　　　　　 ０２４

跑道右端　　　２ｍｉｎ风速　　　 风向　　　　　１０ｍｉｎ风速　　　 风向

　　　　　　　　９８８３　　　　　　５１　　　　　　 ０．０２　　　　　 ５．２９

　　　　　　　　 ＶＩＳ　　　　天气代码　　　　 降雨强度　　　　雨量

　　　　　　　　 ２３４　　　 　　／／／　　　　　　 ８７６

　　　　　　　 云底高　　　 垂直能见度　　　　能见度

３６Ｌ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１７

跑道左端　　　２ｍｉｎ风速　　 　风向　　　１０ｍｉｎ风速　　　 风向

　　　　　　　　６１３１　　　　 　５１　　　　　０．０３　　　　　 １．３５

　　　　　　　　ＶＩＳ　　　　天气代码　　　降雨强度　　　　雨量

　　　　　　　　２３４　　　　　 ／／／　　　　 　８７６

　　　　　　　云底高　　　垂直能见度　　　能见度

ＮＮＮＮ

数据结束

表８中代码表示的数据格式如下：

ＺＣＺＣＹＥＡＲＭＭＤＤＨＨＭＭ ＮＮ ＲＷＲ ＲＷＬ ＲＩＲＶＲ ＭＩＲＶＲ ＬＥＲＶＲ ＣＣＣＣ ＴＥＭＰＲＨ ＱＦＥ ＱＮＨ ＲＦＤＰ

ＲＷＲＩＤＲＴＷＯＷＳＲＴＷＯＷＤＲＴＥＮＷＳＲＴＥＮＷＤＲＶＩＳＲＷＣＯＤＥＲＲＩＲＲＦＲＣＬＯＵＤＲＶＥＲＶＩＳＲＶＩＳＲＷＬＩＤＬＴ

ＷＯＷＳＬＴＷＯＷＤＬＴＥＮＷＳＬＴＥＮＷＤＬＶＩＳＬＷＣＯＤＥＬＲＩＬＲＦＬＣＬＯＵＤＬＶＥＲＶＩＳＬＶＩＳＮＮＮＮ

７．２．２．２．４　卫星云图文件命名规则

卫星云图文件命名规则分为简易规则和推荐规则：

ａ）　简易规则：

文件名为：ＴＴ＋ＭＭＤＤＨＨ（月日时）＋ＸＸＸ“．”＋ ＡＡＡＡ（四位流水号）的ＧＩＦ格式文件。

其中文件名称“ＴＴ”和“ＸＸＸ”部分取值解释见表９；

表９　云图文件命名规则

“ＴＴ”取值 “ＸＸＸ”取值 含义

ＩＬ ３１Ａ 红外１，兰勃特（中国区）

ＩＰ ３１Ｈ 红外１，大全盘（无两极）

ＩＭ ３１Ｇ 红外１，麦卡托（中国区）

ＶＯ ３１Ｄ 可见光１／４盘

　　　　 注：此种命名规则适用于引进的美国、日本的卫星云图。

ｂ）　推荐规则：

文件名格式为：ＦＹ２Ｃ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ｔｙｐｅ１＋ ＰＪ＋ｎ＋ ｔｙｐｅ２＋．ＧＩＦ。其中

“ＦＹ２Ｃ”表示风云２Ｃ卫星云图；“ＹＹＹＹ”表示年，“ＭＭ”表示月，“ＤＤ”表示日，“ＨＨ”表示小

时，“ｍｍ”表示分；“ｔｙｐｅ１”表示产品的投影方式，目前只有“Ｍ”，表示麦卡托；“ＰＪ”表示通道，是

固定格式；“ｎ”表示通道号；“ｔｙｐｅ２”表示产品类型。“ｎ”和“ｔｙｐｅ２”的取值规则见表１０。

　　 示例：ＦＹ２Ｃ＿２００８０９２２０８００Ｍ＿ＰＪ１＿ＩＲ４．ＧＩＦ表示２００８年０９月２２日０８：００的风云２Ｃ卫星云图，是中国区

的红外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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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卫星云图中的取值规则

ｎ的取值与含义 ｔｙｐｅ２的取值与含义

１———中国区； Ｐｉｃ———原始图；

２———澳大利亚； ＶＩＳ———可见光图；

３———东南亚； ３Ｄ———立体云图；

４———华南地区； ＩＲ１———红外１；

５———西亚。 ＩＲ２———红外２；

ＩＲ４———红外３；

Ｗ———水汽图。

７．２．２．２．５　雷达回波图文件命名规则

文件为：Ｒ（雷达图标识）＋ＣＣ（航站四字代码的后两位）＋ＤＤＨＨＭＭ（日时分）＋ＸＸ＋ＺＺ＋“．”＋

ＡＡＡＡ（四位流水号）的ＧＩＦ格式文件。其中文件名称“ＣＣ”、“ＸＸ”和“ＺＺ”部分解释见表１１。

表１１　雷达回波图文件命名规则

代号 取值 含义

ＣＣ

（航站四字代码的后两位）

ＡＡ 北京

ＧＧ 广州

ＳＳ 上海

ＸＸ

（产品代号）

ＰＺ ＰＰＩ中的Ｚ产品

ＲＺ ＲＨＩ中的Ｚ产品

ＣＺ ＣＡＰＰＩ中的Ｚ产品

ＰＶ ＰＰＩ中的Ｖ产品

ＣＶ ＣＡＰＰＩ中的Ｖ产品

ＭＸ ＭＡＸ的Ｚ产品

ＺＺ

（距离的百位和十位）

１０ １００ｋｍ

１５ １５０ｋｍ

２０ ２００ｋｍ

２５ ２５０ｋｍ

３０ ３００ｋｍ

４０ ４００ｋｍ

注：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ＣＣ”、“ＸＸ”、“ＺＺ”各项的值，不局限于上表。表格里列出的只是常用值。

示例：ＲＡＡ０６２２０５ＰＶ２５．００２８表示０６月２２日０５时北京的雷达回波图，该图的类型是ＰＰＩＶ，探测距离是２５０ｋｍ，

是当天的第２８号雷达图。

７．２．２．２．６　天气预告图文件命名规则

文件为：ＣＣ（航站四字代码的后两位）＋Ｔ１Ｔ２Ａ１Ａ２ＩｉＤＤＧ＋“．”＋ ＡＡＡＡ（四位流水号）的ＧＩＦ格

式文件。其中各部分取值解释见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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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天气预告图文件命名规则

代号 取值 含义

ＣＣ

（航站四字代码的后两位）

ＡＡ 北京

ＧＧ 广州

ＳＳ 上海

Ｔ１Ｔ２

（资料代号）

ＦＮ 重要天气预告图

ＦＢ 高空风／温度预告图

ＦＴ 航线颠簸剖面预告图

ＦＩ 航线积冰剖面预告图

ＦＲ 航线风／温剖面预告图

Ａ１

（地区代号）

Ｐ 中国区域

４ 乌鲁木齐

５ 东北

６ 西北

７ 西南

８ 中南

９ 华东

Ｚ 广州———上海

Ｘ 北京———上海

Ｙ 北京———广州

Ｉｉ

（高度层代号）

５０ ５００ｍｂ

４０ ４００ｍｂ

３０ ３００ｍｂ

２５ ２５０ｍｂ

２０ ２００ｍｂ

ＳＨ 高层重要天气预告图

ＳＭ 中层重要天气预告图

ＪＢ 航线积冰剖面预告图

ＰＭ 航线风／温度剖面预告图

ＤＢ 航线颠簸剖面预告图

Ａ２

（时限代号）

Ａ 分析（００时）

Ｂ ６ｈ预报

Ｃ １２ｈ预报

Ｄ １８ｈ预报

Ｅ ２４ｈ预报

Ｆ ３０ｈ预报

Ｇ ３６ｈ预报

Ｈ ４２ｈ预报

Ｉ ４８ｈ预报

ＤＤ

（日期）

０１ 每月的１日

０２ 每月的２日

 

依此类推 依此类推

Ｇ１

（时次）

０ ００点

６ ０６点

２ １２点

８ １８点

　注：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ＣＣ”、“Ｔ１Ｔ２”、“Ａ１”各项的值，不局限于上表。表格里列出的只是常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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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ＡＡＦＮＰＢＳＨ２７０．００３０表示华北空管局气象中心发布的中国地区的高层重要天气６ｈ预告图，该图根据２７日

０时的数据制作完成，是当天的第３０号天气预告图。

７．２．２．２．７　热带气旋路径图文件命名规则

文件命名格式为：ＳＢＦＨＮＮＮＮ．ＤＤＹ＋“．”＋ ＡＡＡＡ（四位流水号），其中“ＳＢＦＨ”表示气旋图；

“ＮＮＮＮ”为台风号；“ＤＤ”为日期；“Ｙ”为时效：“Ｙ”为“０”时表示０点，“Ｙ”为“６”时表示０６点，“Ｙ”为“２”

时表示１２点，“Ｙ”为“８”时表示１８点。

示例：ＳＢＦＨ０００４２８２．０００２表示２８日１２点制作的４号台风的台风图。

７．２．２．２．８　航线积冰、颠簸剖面图文件命名规则

文件的命名规则同７．２．２．２．６。

７．２．２．２．９　机场天气警报、通报文件命名规则

文件命名格式为：ＴＴ＋ＭＭＤＤＨＨＭＭ（月日时分）＋“．”＋ ＡＡＡＡ（四位流水号），其中“ＴＴ”取值

约定见表１３。

表１３　机场天气警报、通报文件命名规则

标识 取值 含义

ＴＴ

ＷＷ 天气警报

ＷＧ 天气通报

示例：ＷＧ０６１８０２３６．０００２表示０６月１８日０２：３６（ＵＴＣ世界时）发布的天气通报，该通报是当天的第二份。

７．２．２．２．１０　航线高空风、高空温度剖面图文件命名规则

文件的命名规则同７．２．２．２．６。

８　系统网络布局

８．１　基本要求

系统应构建高速、可靠的专用网络平台，并通过高速网络与数据源连通，以保证高质量的信息传输

服务。

８．２　网络设计

８．２．１　对于物理布局，系统的服务器和网络交换设备应安装在主机机房内，系统终端安装在管制大

厅里。

８．２．２　对于网络带宽，系统骨干网应采用１０００ＭＢ带宽的光纤网，主要用于服务器之间的联接。到

客户端采用快速以太网技术，达到１００ＭＢ的桌面接入速率。

８．２．３　核心交换机应采用双路冗余模式，同时双交换机用集群管理软件进行管理，保证在单点失效的

情况下系统能正常工作。

８．２．４　所有服务器和ＰＣ设备应采用双网卡设计，每块网卡应分别连接主用交换机和备用交换机。

８．２．５　进行内部网路的配置时，应将不同功能的设备划分到不同的ＶＬＡＮ中，以有效控制广播数据，

提高网络管理和维护的效率。

８．３　外部连接

８．３．１　与系统有关系的外部其他系统包括气象前端处理系统和情报中转系统。这些系统和本地系统

的关系是数据供给关系，它们为综合信息显示系统提供气象和情报数据。相关数据接口规范见７．２。

８．３．２　系统的外部连接应包括两部分：

ａ）　与远程用户的连接：

远程用户为技术支持人员，只在系统故障时接入。系统应提供拨号接入或其他远程接入方式。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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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提供有效的身份认证机制，并在接入设备与交换机之间加装防火墙；

ｂ）　与数据源的连接：

网络连接应采用民航专用的光纤网或者ＡＴＭ网作为传输媒介。系统与数据源的连接链路应

采用双路或者多路冗余的设计模式。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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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规范性附录）

天气现象简语和中文对照表

在 ＭＥＴＡＲ、ＳＰＥＣＩ、ＡＷＯＳ等报文中出现的天气描述符应按照表Ａ．１内容进行翻译。

表犃．１　天气简语及译文

编号 天气现象 简语（中文） 简语（中文） 简语（中文）

１ 雨 ＋ＲＡ（大雨） ＲＡ（中雨） －ＲＡ（小雨）

２ 阵雨 ＋ＳＨＲＡ（大阵雨） ＳＨＲＡ（中阵雨） －ＳＨＲＡ（小阵雨）

３ 阵雨伴小冰雹 ＋ＳＨＲＡＧＳ（大阵雨伴小冰雹） ＳＨＲＡＧＳ（中阵雨伴小冰雹） －ＳＨＲＡＧＳ（小阵雨伴小冰雹）

４ 阵雨伴冰雹 ＋ＳＨＲＡＧＲ（大阵雨伴冰雹） ＳＨＲＡＧＲ（阵雨伴冰雹） －ＳＨＲＡＧＲ（小阵雨伴冰雹）

５ 毛毛雨 ＋ＤＺ（大毛毛雨） ＤＺ（中毛毛雨） －ＤＺ（小毛毛雨）

６ 雪 ＋ＳＮ（大雪） ＳＮ（中雪） －ＳＮ（小雪）

７ 阵雪 ＋ＳＨＳＮ（大阵雪） ＳＨＳＮ（中阵雪） －ＳＨＳＮ（小阵雪）

８ 阵雪伴小冰雹 ＋ＳＨＳＮＧＳ（大阵雪伴小冰雹）ＳＨＳＮＧＳ（中阵雪伴小冰雹） －ＳＨＳＮＧＳ（小阵雪伴小冰雹）

９ 阵雪伴冰雹 ＋ＳＨＳＮＧＲ（大阵雪伴冰雹） ＳＨＳＮＧＲ（中阵雪伴冰雹） －ＳＨＳＮＧＲ（小阵雪伴冰雹）

１０ 米雪 ＋ＳＧ（大的米雪） ＳＧ（中的米雪） －ＳＧ（小的米雪）

１１ 冻雨 ＋ＦＺＲＡ（大冻雨） ＦＺＲＡ（中冻雨） －ＦＺＲＡ（小冻雨）

１２ 冻毛毛雨 ＋ＦＺＤＺ（大的冻毛毛雨） ＦＺＤＺ（中冻毛毛雨） －ＦＺＤＺ（小的冻毛毛雨）

１３ 雨夹雪
＋ＳＮＲＡ（大的雪夹雨）

＋ＲＡＳＮ（大的雨夹雪）

ＳＮＲＡ（中雪夹雨）

ＲＡＳＮ（中雨夹雪）

－ＳＮＲＡ（小的雪夹雨）

－ＲＡＳＮ（小的雨夹雪）

１４ 阵性雨夹雪
＋ＳＨＲＡＳＮ（大的阵雨夹雪）

＋ＳＨＳＮＲＡ（大的阵雪夹雨）

ＳＨＲＡＳＮ（中阵雨夹雪）

ＳＨＳＮＲＡ（中阵雪夹雨）

－ＳＨＲＡＳＮ（小的阵雨夹雪）

－ＳＨＳＮＲＡ（小的阵雪夹雨）

１５ 霰（雪丸） ＋ＧＳ（大的霰） ＧＳ（霰） －ＧＳ（小的霰）

１６ 冰粒 ＋ＰＬ（大的冰粒） ＰＬ（中冰粒） －ＰＬ（小的冰粒）

１７ 阵性冰粒 ＋ＳＨＰＬ（大的阵性冰粒） ＳＨＰＬ（中阵性冰粒） －ＳＨＰＬ（小的阵性冰粒）

１８ 冰雹 ＋ＧＲ（强的冰雹） ＧＲ（中的冰雹） －ＧＲ（弱的冰雹）

１９ 小冰雹 ＋ＧＳ（强的小冰雹） ＧＳ（中的小冰雹） －ＧＳ（弱的小冰雹）

２０ 雷雨 ＋ＴＳＲＡ（大雷雨） ＴＳＲＡ（中雷雨） "ＴＳＲＡ（小雷雨）

２１ 雷雨伴冰雹 ＋ＴＳＲＡＧＲ（大雷雨伴冰雹） ＴＳＲＡＧＲ（中雷雨伴冰雹） －ＴＳＲＡＧＲ（小雷雨伴冰雹）

２２ 雷雨伴小冰雹 ＋ＴＳＲＡＧＳ（大雷雨伴小冰雹） ＴＳＲＡＧＳ（中雷雨伴小冰雹） －ＴＳＲＡＧＳ（小雷雨伴小冰雹）

２３ 雷暴夹雪 ＋ＴＳＳＮ（大雷暴夹雪） ＴＳＳＮ（中雷暴夹雪） －ＴＳＳＮ（小雷暴夹雪）

２４ 雷暴雨夹雪
＋ＴＳＲＡＳＮ（大的雷暴雨夹雪）

＋ＴＳＳＮＲＡ（大的雷暴雪夹雨）

ＴＳＲＡＳＮ（中雷暴雨夹雪）

ＴＳＳＮＲＡ（中雷暴雪夹雨）

－ＴＳＲＡＳＮ（小雷暴雨夹雪）

－ＴＳＳＮＲＡ（小雷暴雪夹雨）

２５
雷暴雨夹雪

伴小冰雹

＋ＴＳＲＡＳＮＧＳ

（大雷暴雨夹雪伴小冰雹）

＋ＴＳＳＮＲＡＧＳ

（大雷暴雪夹雨伴小冰雹）

ＴＳＲＡＳＮＧＳ

（雷暴雨夹雪伴小冰雹）

ＴＳＳＮＲＡＧＳ

（雷暴雪夹雨伴小冰雹）

－ＴＳＲＡＳＮＧＳ

（弱雷暴雨夹雪伴小冰雹）

－ＴＳＳＮＲＡＧＳ

（弱雷暴雪夹雨伴小冰雹）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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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编号 天气现象 简语（中文） 简语（中文） 简语（中文）

２６
雷暴雨夹

雪伴冰雹

＋ＴＳＲＡＳＮＧＲ

（大雷暴雨夹雪伴冰雹）

＋ＴＳＳＮＲＡＧＲ

（大雷暴雪夹雨伴冰雹）

ＴＳＲＡＳＮＧＲ

（中的雷暴雨夹雪伴冰雹）

ＴＳＳＮＲＡＧＲ

（中的雷暴雪夹雨伴冰雹）

－ＴＳＲＡＳＮＧＲ

（小的雷暴雨夹雪伴冰雹）

－ＴＳＳＮＲＡＧＲ

（小的雷暴雪夹雨伴冰雹）

２７ 雷暴伴冰粒 ＋ＴＳＰＬ（大雷暴伴冰粒） ＴＳＰＬ（中的雷暴伴冰粒） －ＴＳＰＬ（小的雷暴伴冰粒）

２８ 雷暴伴小冰雹 ＋ＴＳＧＳ（大雷暴伴小冰雹） ＴＳＧＳ（中的雷暴伴小冰雹） －ＴＳＧＳ（小的雷暴伴小冰雹）

２９ 雷暴伴冰雹 ＋ＴＳＧＲ（大雷暴伴冰雹） ＴＳＧＲ（中的雷暴伴冰雹） －ＴＳＧＲ（小的雷暴伴冰雹）

３０ 尘暴 ＋ＤＳ（大尘暴） ＤＳ（尘暴） －ＤＳ（弱尘暴）

３１ 沙暴 ＋ＳＳ（大沙暴） ＳＳ（沙暴） －ＳＳ（弱沙暴）

３２ 高（低）吹沙
ＢＬＳＡ（高吹沙）

ＤＲＳＡ（低吹沙）
— —

３３ 高（低）吹尘
ＢＬＤＵ（高吹尘）

ＤＲＤＵ（低吹尘）
— —

３４ 高（低）吹雪
ＢＬＳＮ（高吹雪）

ＤＲＳＮ（低吹雪）
— —

３５ 火山灰 ＶＡ（火山灰） — —

３６ 冰针 ＩＣ（冰针） — —

３７ 雷暴 ＴＳ（雷暴） — —

３８ 霾 ＨＺ（霾） — —

３９ 烟 ＦＵ（烟） — —

４０ 浮尘 ＤＵ（浮尘） — —

４１ 尘或沙旋风 ＰＯ（发展完好的沙或尘卷） — —

４２ 龙卷 ＦＣ（发展完好的龙卷云） — —

４３ 轻雾 ＢＲ（轻雾） — —

４４ 雾 ＦＧ（雾） — —

４５ 冻雾 ＦＺＦＧ（冻雾） — —

４６ 碎雾 ＢＣＦＧ（碎雾） — —

４７ 部分雾 ＰＲＦＧ（部分雾） — —

４８ 浅雾 ＭＩＦＧ（浅雾） — —

４９ 机场附近（ＶＣ）

ＶＣＢＬＤＵ（机场附近高吹尘）

ＶＣＢＬＳＡ（机场附近高吹沙）

ＶＣＢＬＳＮ（机场附近高吹雪）

ＶＣＴＳ（机场附近雷暴）

ＶＣＤＳ（机场附近尘暴）

ＶＣＳＳ（机场附近沙暴）

ＶＣＦＧ（机场附近有雾）

ＶＣＦＣ（机场附近有龙卷云）

ＶＣＰＯ机场附近有尘卷风）

—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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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规范性附录）

天气警报告警分级

应根据表Ｂ．１对例行天气通报 ＭＥＴＡＲ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应警告。

表犅．１　天气警报告警分级

要素和名称 红色告警 黄色告警

风
阵风风速（犌） 犌≥１５ｍ／ｓ １５ｍ／ｓ＞犌≥１０ｍ／ｓ

或平均风速（犞） 犞≥１２ｍ／ｓ １２ｍ／ｓ＞犞≥７ｍ／ｓ

能见度（犚） 犚≤１ｋｍ ２ｋｍ≥犚＞１ｋｍ

天

气

现

象

雨 ＋ＲＡ ＲＡ

阵雨 ＋ＳＨＲＡ ＳＨＲＡ　－ＳＨＲＡ

阵雨伴小冰雹 ＋ＳＨＲＡＧＳ　ＳＨＲＡＧＳ　－ＳＨＲＡＧＳ —

阵雨伴大冰雹 ＋ＳＨＲＡＧＲ　ＳＨＲＡＧＲ　－ＳＨＲＡＧＲ —

毛毛雨 ＋ＤＺ　ＤＺ －ＤＺ

雪 ＋ＳＮ　ＳＮ －ＳＮ

阵雪 ＋ＳＨＳＮ　ＳＨＳＮ －ＳＨＳＮ

阵雪伴小冰雹 ＋ＳＨＳＮＧＳ　ＳＨＳＮＧＳ　－ＳＨＳＮＧＳ —

阵雪伴大冰雹 ＋ＳＨＳＮＧＲ　ＳＨＳＮＧＲ　－ＳＨＳＮＧＲ —

米雪 ＋ＳＧ　ＳＧ －ＳＧ

冰针 ＩＣ

冻雨 ＋ＦＺＲＡ　ＦＺＲＡ　－ＦＺＲＡ —

冻毛毛雨 ＋ＦＺＤＺ　ＦＺＤＺ　－ＦＺＤＺ —

雨夹雪
＋ＳＮＲＡ　ＳＮＲＡ

＋ＲＡＳＮ　ＲＡＳＮ

－ＳＮＲＡ

－ＲＡＳＮ

阵性雨夹雪
＋ＳＨＲＡＳＮ　ＳＨＲＡＳＮ

＋ＳＨＳＮＲＡ　ＳＨＳＮＲＡ

－ＳＨＲＡＳＮ

－ＳＨＳＮＲＡ

霰（雪丸） ＋ＧＳ　ＧＳ　－ＧＳ —

冰粒 ＋ＰＬ　ＰＬ －ＰＬ

阵性冰粒 ＋ＳＨＰＬ　ＳＨＰＬ －ＳＨＰＬ

阵性冰粒伴小冰雹 ＋ＳＨＰＬＧＳ　ＳＨＰＬＧＳ　－ＳＨＰＬＧＳ —

阵性冰粒伴小冰雹 ＋ＳＨＰＬＧＲ　ＳＨＰＬＧＲ　－ＳＨＰＬＧＲ —

小冰雹 ＋ＧＳ　ＧＳ　－ＧＳ —

大冰雹 ＋ＧＲ　ＧＲ　－ＧＲ —

雷暴 ＋ＴＳ　ＴＳ　－ＴＳ —

雷雨 ＋ＴＳＲＡ　ＴＳＲＡ　－ＴＳＲＡ —

雷雨伴小冰雹 ＋ＴＳＲＡＧＲ　ＴＳＲＡＧＲ　－ＴＳＲＡＧＲ —

雷雨伴小冰雹 ＋ＴＳＲＡＧＳ　ＴＳＲＡＧＳ　－ＴＳＲＡＧＳ —

雷暴夹雪 ＋ＴＳＳＮ　ＴＳＳＮ　－ＴＳＳＮ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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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要素和名称 红色告警 黄色告警

天

气

现

象

雷暴雨夹雪

＋ＴＳＲＡＳＮ　＋ＴＳＳＮＲＡ

ＴＳＲＡＳＮ　ＴＳＳＮＲＡ

－ＴＳＲＡＳＮ　－ＴＳＳＮＲＡ

—

雷暴雨夹雪伴小冰雹

＋ＴＳＲＡＳＮＧＳ　＋ＴＳＳＮＲＡＧＳ

ＴＳＲＡＳＮＧＳ　ＴＳＳＮＲＡＧＳ

－ＴＳＲＡＳＮＧＳ　－ＴＳＳＮＲＡＧＳ

—

雷暴雨夹雪伴大冰雹

＋ＴＳＲＡＳＮＧＲ　＋ＴＳＳＮＲＡＧＲ

ＴＳＲＡＳＮＧＲ　ＴＳＳＮＲＡＧＲ

－ＴＳＲＡＳＮＧＲ　－ＴＳＳＮＲＡＧＲ

—

雷暴伴冰粒 ＋ＴＳＰＬ　ＴＳＰＬ　－ＴＳＰＬ —

雷暴伴小冰雹 ＋ＴＳＧＳ　ＴＳＧＳ　－ＴＳＧＳ —

雷暴伴大冰雹 ＋ＴＳＧＲ　ＴＳＧＲ　－ＴＳＧＲ —

高（低）吹沙
＋ＢＬＳＡ　ＢＬＳＡ

＋ＤＲＳＡ　ＤＲＳＡ

－ＢＬＳＡ

－ＤＲＳＡ

高（低）吹尘
＋ＢＬＤＵ　ＢＬＤＵ

ＤＲＤＵ
－ＢＬＤＵ

高（低）吹雪
＋ＢＬＳＮ　ＢＬＳＮ

ＤＲＳＮ
－ＢＬＳＮ

特

殊

天

气

火山灰 ＶＡ —

尘暴 ＋ＤＳ　ＤＳ　－ＤＳ —

沙暴 ＋ＳＳ　ＳＳ　－ＳＳ —

尘或沙旋风 ＋ＰＯ —

龙卷 ＋ＦＣ —

雾 ＦＧ —

冻雾 ＦＺＦＧ —

碎雾 ＢＣＦＧ —

部分雾 ＰＲＦＧ —

浅雾 ＭＩＦＧ —

机场附近（ＶＣ） —

ＶＣＳＨ　ＶＣＢＬＤＵ　ＶＣＢＬＳＡ

ＶＣＢＬＳＮ　ＶＣＴＳ　ＶＣＤＳ

ＶＣＳＳ　ＶＣＦＧ　ＶＣＦＣ　ＶＣＰＯ

云
云状 ＳＣＴ、ＢＫＮ、ＯＶＣ量ＣＢ或ＴＣＵ ＦＥＷ量ＣＢ或ＴＣＵ

云底高（犎） 或对任何云量，犎≤９０ｍ ２１０ｍ≥ 犎＞９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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