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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机场 2019 年初雪天气过程分析 

栾晓辉 

（民航山东空管分局 山东济南 250107） 
 

摘要：2019 年 2 月 13 日（北京时，下同）白天，济南机场经历了 2019 年初雪天气。本文利用常规天气资料、雷达资料、卫星云图资料和

跑道自动气象观测系统资料等对降雪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高空处于西北气流控制，浅层受冷平流影响。地面处于冷高压底前部，

东北气流影响。此次降雪属于回流形势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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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济南位于山东省中西部，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

降雪偏少。降雪天气会造成跑道及航空器积雪积冰，影响飞行安全

与正常。尤其长时间连续降雪，会造成航班大面积延误。做好降雪

天气的预报，对飞行安全保障有重要作用。 

2 实况分析 
2019 年 2 月 13 日白天，济南机场经历了 2019 年初雪天气。

降雪 08 时 25 分开始，13 时 03 分结束，小雪天气。降雪期间，能

见度最低 3 公里，云底高最低 300 米。此次降雪强度小，时间短，

对飞行影响不大。 

3 天气形势及影响系统 
分析 2019 年 2 月 13 日 08 时高空和地面天气形势可以看出，

此次天气过程，高空三层，山东及华北南部均处于西北气流控制之

下。850hpa，华北与东北有冷中心，济南受冷平流影响。地面，我

国北方受冷高压控制，济南处于冷高压底前部，东北气流影响。山

东中北部有东西分布的带状降雪区。综上所述，此次降雪属于回流

形势降雪，低层冷空气从北方地区回流影响我省，形成降雪。但由

于高层没有暖湿空气配合，因此降雪强度较小。 

4 雷达和卫星资料分析 
分析降雪过程的卫星云图和雷达资料（图 1），可以看出，降雪

初期，卫星云图上云系较弱，后期有所加强。而多普勒雷达上没有

强度回波，给预报带来了较大困难。 

 

 

  

图 1 卫星云图和雷达资料 

5 数值预报检验 
欧洲细网格预报 05 时至 08 时（图 2），鲁西北地区有成片降雪，

济南地区为局地小雪。08 时至 14 时，降雪范围明显缩小 ，济南地

区降雪也明显减弱。预报员对比实况发现 05 时至 08 时没有出现降

雪，认为数值预报偏差较大，08 时至 14 时更不会出现降雪天气。

省气象台精细化天气分析和预报系统没有预报 14 时之前有降雪，

偏差更大，也造成预报员更加坚定不会出现降雪的预报结论。 

  

  
图 2 数值预报降水预报 

6 预报服务总结 
13 日白天的降雪过程，预报室于 12 日 15:33 发布的“引发大

面积航班延误的重要天气概率”通报表中，预报重要天气为“无”，

没有考虑回流降雪的发生。 

12 日上午的交接班例行天气会商，交接班预报员分析了各家数

值预报的天气形势和物理量预报资料后，认为高层水汽条件较差，

13 日白天出现降雪的概率较小。会商结论没有预报降雪的发生。 

12 日中午向华东气象中心上传的天气趋势中 ，预报 24 小时为

多云到阴天气，也没有预报降雪的发生。 

13 日早晨交接班之前，预报员分析了欧洲细网格和省气象台精

细化天气分析和预报系统的降雪预报资料，认为上午降雪概率较

小。当预报员得知市区部分地区出现小雪天气，立即查看分析多普

勒雷达资料，雷达没有显示降雪回波。预报员考虑是局地零星小雪，

机场不确定会有降雪，因此没有发布机场警报。当机场降雪开始时，

预报员发布了机场警报，但由于雷达上仍然没有降雪回波，因而无

法判断降雪天气的范围。同时数值预报资料预报 08 时之前有局地

降雪，08 时之后降雪明显减弱，但实际 08 时之前机场没有发生降

雪，预报员认为数值预报的参考性不大。预报员根据以往经验判断

降雪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预计降雪结束时间和实况差别较大，

后续更新了两份机场警报，延长降雪结束时间。第一份机场警报 08：

43 发布，预计 10：30 降雪结束。第二份机场警报预计 11：40 降雪

结束，第三份机场警报预计 14：00 降雪结束。由于数值预报偏差

较大，雷达没有强度回波，预报员对降雪的发生和持续时间的预报

偏差较大。 

7 结论 
（1）造成此次降雪的主要天气系统是低层冷空气，但由于高

层暖湿空气条件不足，因此降雪强度小，范围小，持续时间也不长。 

（2）数值预报的降雪预报偏差较大，影响了预报员的提前预

报。降雪开始后，由于多普勒雷达资料没有显示降雪回波，造成预

报员对降雪结束时间预报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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