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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芝机场飞行气象条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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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０６年３月西藏林芝建成第三个支线民用旅游机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恶

劣天气，使机场校验飞行和试验通航一度顺延。在青藏高原复杂的气候背景下，使用

机场建设前和校验期间的气象观测资料，分析影响林芝机场飞行的气象因素，讨论林

芝机场适航的气象条件，对做好高原航空飞行气象服务保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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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林芝地区位于西藏东南部，与昌都地区、

那曲地区、拉萨市相邻，与印度和缅甸接壤，

平均海拔３１００ｍ，气候宜人，山川秀美，素有

“西藏江南”、“东方小瑞士＂之美誉。林芝旅

游以峡谷河流、雪峰湖泊、森林花海为代表，

在西藏旅游中独树一帜。这里相对整个青藏

高原而言海拔较低，树木葱郁，雨量充沛，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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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量较高，旅游者到达这里后，稍事停留调整

适应，再前往高海拔地区可以减少缺氧带来

的烦恼。林芝机场是连接藏东南地区与内地

的重要通道，它距林芝地区所在地八一镇

５５ｋｍ，距雅鲁藏布江大峡谷１２０ｋｍ，距离拉

萨４６０ｋｍ。林芝机场建成通航，对促进西藏

林芝地区旅游、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由于机场独特地理位置和复杂天气

条件，导致机场校验飞行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首航计划一再推迟。国家民航总局和西藏自

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林芝机场的通航工

作，亲临现场督促指导及时解决通航前亟待

解决的诸多困难，在青藏高原复杂的气候背

景下，利用林芝机场所处藏东南林芝、米林两

站点历史资料，分析其天气气候背景，结合现

有宝贵的林芝机场气象资料，对林芝机场天

气气象条件进行分析，为机场校验飞行、试

飞、首航、通航等气象保障服务提供参考，对

今后更好地开展高原机场气象保障服务工作

具有一定意义。

１　藏东南气候背景和林芝机场特点

藏东南为典型高山峡谷地貌，境内小溪、

河流、湖泊星罗棋布，既有终年积雪的冰山雪

峰，也有水草丰盈牛羊成群的河谷草场，还有

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河谷－草甸－灌木－

森林－高山稀疏植被等多种类型并存，气候

类型复杂多样，“一山分四季”立体气候特征

明显。宗周全等［１］分析：藏东南林芝地区属

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冬半年主要受大陆气

团影响，降水稀少，气候干燥，多大风天气，旱

季特征突出；夏半年主要受印度洋西南季风

控制，云层密布，雨日较多，雨季特征明显。

林芝机场所处藏东南工布地区，包括工布江

达、林芝、米林一带，四季特征不明显，气温年

较差小，月较差、日较差大，春秋相连，长冬无

夏，无霜期１５０～１７０天。这一地区年平均雨

量７００ｍｍ，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干季和雨季

分明。干季（１０月—次年４月）降水少，日照

多，气温高；雨季（５—９月）阴天多，日照少，

气温低。总体气候特征温和、凉爽、湿润。林

芝机场坐落于青藏高原东南部雪山峡谷之中

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南岸（见图１），机场河谷

两侧山岭上分布着２０余座海拔４５００～

５０００ｍ常年云雾缭绕的山峰，北侧是念青唐

古拉山余脉，南侧为向东延伸的喜马拉雅山

脉，其中最高峰南迦巴瓦峰７７８４ｍ，常年被云

雾笼罩。林芝机场飞行区等级为４Ｃ级，跑

道长度３ｋｍ，宽６０ｍ，最大起降机型为波音

７５７，与林芝机场跑道接近平行的雅鲁藏布江

峡谷长约４０ｋｍ，呈西南—东北走向，机场河

谷宽度约１～３ｋｍ，机场下游约２０ｋｍ是尼洋

河与雅鲁藏布江的汇合处，飞机起降在狭窄

弯曲的河谷中进行，飞行空域受限很大。据

民航部门统计，林芝机场是国内民航净空环

境、气象条件、导航站布局及飞行程序制定最

为复杂，飞机起降和航班正点保障难度最高

的世界上最难飞行的机场之一。林芝机场是

目前西藏海拔最低的高原机场，海拔２９４９ｍ，

低于海拔４３３４ｍ 的昌都邦达机场和海拔

３５７０ｍ的拉萨贡嘎机场，在国内民用机场中

排位第五，与我国先前建成的所有机场相比，

林芝机场地形和气候条件最为复杂，是青藏

高原上最具特色的机场，是二战时期驼峰航

线的必经之地。

图１　西藏林芝机场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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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林芝机场气象条件分析

西藏林芝机场所处的地理环境集高原、

山地、峡谷、河谷于一身［２］，使得林芝机场成

为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复杂地理环境和多

变天气的高原机场。恶劣天气使得飞机起降

和飞行受到限制，是航班延误甚至发生飞行

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直接影响飞行

安全的航空气象因素有风、云、能见度、温度、

气压、降水、结冰、乱流、雷暴、下击暴流、低空

风切变、浓雾等。受青藏高原复杂大地形影

响，林芝机场周围地形地貌环境直接影响着

局地天气系统活动，使林芝机场天气变化极

其复杂，有资料统计，机场全年全天适航时间

累计仅有１００天。林芝机场位于林芝地区首

府八一镇和米林之间，距离米林县城１７ｋｍ，

利用林芝（八一镇）站和米林站气象观测资

料、林芝机场开工建设前由林芝地区气象局

地面观测人员在林芝机场选址米林县帮仲村

实地连续两年（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

月）气象观测资料和２００５年３—５月校飞期

间机场气象台的观测资料（其中３月９日至

５月２日，风要素每半分钟观测资料和其他

要素每个时次每分钟观测资料，以０８—１４

时、１４—２０时和８—２０时统计值分别代表上

午、下午、日要素值），对影响飞机起降飞行的

主要气象要素，包括风、云、降水、能见度、温

度、气压等进行分析，得出林芝机场飞行气象

条件及航空天气特征，因资料的限制，无论从

统计分析基础，还是统计方法来说，都不具备

很强的代表性，仅利用现有的宝贵资料做分

析，反映林芝机场总体天气特征，更多更深层

次研究有待于以后探讨。

２１　机场近地面风分析

在林芝机场对飞机起降威胁最大的气象

条件是近地面风，风向、风速对飞机起降，爬

升、下滑、平飞、停放机坪等均有直接影响。

由于机场坐落于藏东南高山峡谷型特定地理

环境之中，具有高原机场、山地机场、峡谷机

场及河谷机场兼而有之的复杂地理特征，林

芝机场的地理环境不仅直接影响了净空条

件，还直接影响了天气系统的活动，加上天气

尺度的大气环流与不同的高度山谷风环流叠

加的效应，天气复杂多变。林芝机场北临雅

鲁藏布江和尼洋河交汇处，东西紧靠森林山

地，飞机可根据机场的风向从西南和东北两

个方向降落，但飞机不论从西南方向还是东

北方向降落，均是从两条河谷汇合的地方进

入下滑道，在这样一个三叉型的河谷汇合处

空气易形成乱流，既有来自前后左右方向的

气流，又有上下方向的气流，变化非常快，形

成风切变，对正在下滑过程中的飞机安全影

响非常大，为此林芝机场安装了在国内机场

中绝无仅有的三部风廓线雷达，预防风切变

对飞机的影响。林芝机场隐含的另一危险来

自于机场跑道中间有一个和跑道成９０度的

山口，最高风速可达２７～３０ｍ·ｓ
－１，而在平

原地区风速达到１５ｍ·ｓ－１已是极限，这种强

烈的正侧风对快速滑跑的飞机将形成非常大

的安全隐患。藏东南地区多大风天气，特别

是机场位置特殊，一年中大风天气时有发生，

统计表明３月、１１月出现日数最多，最大风

速出现在上午８：００—１０：００和下午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两个时间段，林芝机场近地面风，还具

有瞬时性、局地性和多变性，相距２～３ｋｍ的

机场主降站和辅降站的风向风速均有不同变

化（见表１），这更增加了该危险天气对机场

飞机起降的影响。

　　林芝机场上午地面风一般不大，下午１３

时开始地面风开始增大，从校飞期间风速日变

化平均曲线图（见图２）：０１时至１２时风速在１

～３ｍ·ｓ
－１间平稳波动，１３时以后，风速明显

增大，１５时达最大值６ｍ·ｓ－１，之后风速逐渐

减小。林芝机场上午风速较小，对飞机的影响

不大，校飞期间风速统计平均为３．３ｍ·ｓ－１，

瞬间最大风风速为２３．４ｍ·ｓ－１，出现在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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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西藏林芝机场风资料统计

月份
平均风速／ｍ·ｓ－１

主降站 辅降站
最大风速／ｍ·ｓ－１ 风向 出现时段 大风日数

１ ３．３ ３．０ １８ ＳＥ １６：１０ ５

２ ３．４ ４．２ １５ ＳＥ １０：００ ６

３ ３．８ ３．８ １８ Ｅ １７：００ １２

４ ２．９ ４．１ ２０ Ｓ ９：００ ５

５ ３．１ ３．４ １５ Ｓ １０：００ ８

６ ２．１ ３．２ １３ Ｓ ９：００ ２

７ ２．１ ２．３ １８ Ｓ １５：４５ ５

８ ２．４ ２．５ １２ ＳＥ ８：００ ７

９ ２．２ ３．３ １６ Ｓ １０：００ ２

１０ ２．６ ３．３ １５ Ｓ １０：００ ７

１１ ２．６ ３．２ １８ ＳＥ ８：００ １２

１２ ２．０ ３．２ １４ Ｓ １７：４０ ９

１０日１６时，风向东北风，对飞机在该时间起

降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林芝机场上午大多以

晴间少云天气为主，风小，很少出现雷暴天气，

因此航班时间适合选择安排在上午进行。实

际林芝———成都航班飞机离港时间为１０：００。

 

 

 

 

 

 

图２　西藏林芝机场平均风速日变化曲线图

２２　云雨分析

藏东南属季风气候，干雨季分明，干季降

水稀少，多大风天气；雨季雨日多阴天多，云

层密布，雨季特征明显。机场附近林芝、米林

平均年雨量分别为６７９．２ｍｍ和７１３．１ｍｍ，

机场年降雨量平均为６８０ｍｍ，年平均雨日

１８２天，降雪日２９天，积雪日６天，结冰９３

天，降雨主要出现在３—１０月，其中６—８月降

雨集中，月降雨量平均超过１００ｍｍ；降雪、积

雪天气主要出现在１２月至次年４月，结冰天

气出现１０月至次年３月。林芝机场在青藏高

原属多雨地区，具有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

天”天气特点。根据机场云资料分析可看出：

林芝机场云多，常年云雾遮蔽，干季净空条件

相对比雨季好，机场全年平均不论是总云量还

是低云量均在５成以上，高峰值均出现在７

月，低值出现在１１—１２月（见图３），机场上空

云层厚度经常在３００～４００ｍ左右，附近山峰

云雾缭绕，天空状况条件差。另外林芝机场，

年平均出现露８０天，雾６天，霜６８天，雷暴日

１７天，冰雹日４天，大风８０天，露出现在４—

１０月，雾主要在５、１０、１１、１２月出现，霜出现在

１０月至次年５月，雷暴在３—１０月出现，冰雹

多出现在３—６月。机场降水全年降雨量呈中

间高两头低的单峰型分布（见图４）。

图３　西藏林芝机场云量逐月变化

图４　西藏林芝机场降雨量逐月变化

　　林芝机场飞机起降要求云底高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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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ｍ以上。林芝机场校飞期间天气较好，

低云出现概率较低，上午无有效降水，云底高

度除个别时次以外，大多数在１２００ｍ以上，

符合飞机的起降要求（见表２）。

表２　校飞期间机场云底高度与降水统计表

项目
上午（０８—１４时） 下午（１４—２０时）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平均

平均云底高度（ｍ）３２８０ １７９５ ２３７９ ３９２９ １８２１ ２４７５

日合计降水量（ｍｍ）０．０ ０．２

２３　能见度、压温湿等气象因素影响分析

据国内外航运飞行统计，因受雾天影响

能见度而不能正常起降的占６０％以上。林

芝机场能见度除偶尔有雾出现时受到影响之

外，大部分时间均大于１０ｋｍ，出现雾或者轻

雾天气的时段集中在００—１１时，概率为

２％。校飞记录能见度统计日平均和日最大

均大于１０ｋｍ，小于１０ｋｍ或接近１０ｋｍ最低

能见度出现时段集中在上午０８—０９时，其主

要原因是林芝地区地处山区，农村和居民使

用生活燃料大都为木材，同时该地域夜间湿

度大，清晨风力小，早晚温差较大，夜间辐射

降温容易在次日清晨形成雾或烟霾，早上能

见度低于白天，上午０９时以后的能见度在

１０ｋｍ以上，所以机场地面能见度条件基本

能够满足飞机起降飞行要求。气温和气压两

个气象要素对飞机起飞和着陆时的滑跑距

离、飞机的升限和载重以及燃料的消耗有影

响，但与风、云、能见度等相比，对飞行的影响

相对较小。机场气压年平均７１１．９ｈＰａ，气温

年平均１１．２℃，最高气温平均１６．７℃，最低

气温平均４．０℃，极端最高气温２９．０℃，出现

在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８ 日，极 端 最 低 气 温

－１３．７℃，出现在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从校

验飞行实际观测资料来看，温度变化比较平

稳，气温范围在－１．８～２５．３℃之间变化，没

有出现大幅度的降温和增温天气，气压在

７０５．９～７２６．３ｈＰａ之间变化，对飞行影响不

大。机场相对湿度年平均６１％，其中７—９

月相对湿度较高，在７０％以上，１１—１２月、

１—３月在５０％～５９％之间，其他为６０％～

７０％，机场的气压、温度、湿度条件对飞行无

不利影响。

３　结　论

由于资料受限，对西藏林芝机场所处地理

环境、气候背景以及机场航空天气特征和天气

条件影响因素做现有资料基础上的分析，概略

地反映某些天气特征，为从未涉足航空气象服

务的西藏林芝气象服务提供基本思路、方法和

基础性探讨。以下分析结论仅供参考。

（１）西藏林芝机场是集高原机场、山地

机场、峡谷机场、河谷机场于一身，具备复杂

地理特征和高原局地天气条件的机场。

（２）林芝机场上午多以晴好天气为主，

近地面风较小，适宜飞机起降。午后１３时地

面风开始增大，１５时左右为最大，随后减

小，局地瞬时风切变和机场跑道侧风是林芝

机场飞行气象条件中重要考虑因素。

（３）秋、冬、春季出现雪和结冰天气，对

林芝机场正常航班有影响；雨季持续时间长，

时常萦绕山头的低云对飞机起飞、降落有一

定影响。

（４）相对其它高原机场而言，林芝机场能

见度、气压、气温、湿度条件对飞行无不利影响。

（５）航空气象服务以天气背景分析为基

础，加强多普勒天气雷达和风廓线雷达监测，

提高短时和临近预报准确性，为飞机顺利起

降和安全飞行提供气象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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