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个“飞的”上班，快递“从天而降”，无人机运输药品……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气象条件是
影响低空飞行安全的重要因素，如何护航低空经济安全“腾飞”？11月2日，南京低空气象观测试验启动会暨
研讨会举办，南京在全国率先启动低空飞行气象科学观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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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市级飞行服务平台，将能同
时为6万架次的低空飞行器提供服务，这
对低空气象服务提出了立体、三维、高精
度的要求。”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康志明
介绍了《南京低空飞行气象科学观测试
验方案》，他表示，目前南京已经形成了
地面气象站水平分辨率城区达4公里、郊
区达6.2 公里的一个比较领先的大城市
综合气象观测网络，这为开展环境低空
气象观测实验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根据方案，南京将开展无人机跨江
飞行气象观测，以浦口试验区为起点，江
心洲为终点，飞行区域覆盖老山、长江、
夹江等，收集0—1KM梯度气象数据，将
为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低空气
象综合观测布局以及飞行气象观测仪器
制造等提供科学依据，支撑建立低空适
飞气象条件业务规范、研发基于多源数

据融合的低空交通运行航路的精细化气
象预报技术。

在“气象×低空经济”领域，新的活
力正在迸发。现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朱彬、南京大学教授张宁、江苏省气
象台台长王啸华等低空领域专家作报
告，分享了低空气象观测领域最新的研
究成果和技术进展。

南京市气象局局长严明良表示，依
托低空气象监测网络，归集多源观测信
息，通过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研
发推出水平间距百米级、低空垂直间距
十米级、时间间隔分钟级的精细化气象
实况分析系统和预报产品，为低空经济
实际应用场景提供定制化、精细化、智能
化的气象预报预警产品，为南京低空经
济产业链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
撑。

让气象护航低空经济“高飞”
南京在全国率先启动这项试验

▲南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
无人机基地内，学员在学习无人机飞行
操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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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无人机正在进行高速巡检
图片来源：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本次会议以“数智气象 护航低空”
为主题，中国气象局科技司、南京市气
象局、南京气象科技创新研究院、市交
通集团及低空产业链企业齐聚一堂，共
话政府部门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
深度合作，为低空气象服务能力提升建
言献策。

今年5月，《南京市促进低空经济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6 年）》
发布，明确提出要规划建设低空分层次
气象观测站点，逐步建立城市微气象观
测预报体系。南京市气象局整合内外资
源，梳理出可用于低空气象观测的自动
站215个、雷达探测设备93部、数据9大
类上万条，整合为“高精度、多要素、立体
化、分钟级、全覆盖”南京低空气象数字

底座。自主研发的“南京低空飞行气象
服务保障平台”，9月起接入南京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运行管理中心，并开始试运
行，为低空飞行活动提供气象保障。

南京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前的气象基础观测网在低空1公里
以下尤其是300米以下的精细化、微观
化的气象监测能力还存在明显不足，严
重制约了低空飞行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为此，市气象局联合多方，共同提
出在南京开展低空飞行气象观测试验，
通过实际观测数据的分析研究，优化低
空气象观测能力、建立低空气象预报模
型、完善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这项工作将对低空气象服务的全面开
展起到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会上提出了南京低空气象工作四
个“一”，包括签署一份合作协议，成立
一个创新基地，上线一个保障平台，启
动一项科学试验。

南京市气象局、南京气象科技创新
研究院、南京市交通集团与浦口高新区
管委会共同签署“南京低空气象能力提
升战略合作协议”，四方将集聚资源，共
同开展科学实验、数据共享、技术研究、
标准制定等工作。

中国气象局交通气象重点开放实验
室——“南京低空气象科技创新基地”揭
牌。该科创基地将成为南京低空气象服
务重要创新平台，在推动低空气象领域
科技成果业务应用，解决低空飞行气象
保障中的关键问题，建立低空适飞气象
条件业务规范，研发精细化气象预报技

术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南京市气象局通过视频正式发布了

“南京低空飞行气象服务保障平台”。该
平台于11月正式上线运行，能满足不同
飞行场景需求的 2周以内逐日到分钟
级、水平分辨率2.5公里到500米、垂直
分辨率1公里到50米的强大预报预警功
能，开展不同航线飞行活动气象环境评
估，实现精准放飞、安全调度等功能。自
接入南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运行管理中
心以来，平台为日均 1000余架次的低
空飞行活动提供气象保障服务。此外，
以该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基于数字孪生
的特大城市立体交通气象保障技术研
发与示范”项目获评城市气象科技联盟

“全国十大典型案例”及“数据要素×”
江苏分赛气象赛道一等奖。

数字底座 让低空飞行更安全可靠

现场签约 多部门将联合制定标准

因地制宜 这份“低空方案”更加适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