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通航”安全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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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通航夏季安全运行风险提示

华东地区各通航单位：

近期浙江大部、江西南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

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地区有大暴雨（100～180毫米），

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 30～60毫米，

局地可超过 80 毫米）；浙江东部、福建北部和西南部等地

的部分地区将有 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西南

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 10级以上雷暴大风，

最大风力 12级以上，并可能有龙卷，各单位要密切关注雷

雨、大风、低云、低能见度等复杂天气条件，研判天气变化

趋势。

五一假期期间，各单位要切实做好节假日重点时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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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以及夏季运行工作，重点关注近年行业运行中暴露的突

出问题和普遍性问题，深入分析换季运行典型风险，认真组

织换季学习，确保飞行员充分了解夏季运行特点，准确掌握

夏季复杂天气条件下的运行标准、污染道面起降限制、风切

变改出、绕飞雷雨及雷达使用注意事项等重点要求。



一、案例分析

（一）2022年 5月 22日，某通航执照学员驾驶 DA40D

飞机实施单飞训练，在执飞第五次起落时，遇到风向风速变

化，未控制好航空器姿态，带较大左坡度着陆，造成左侧机

翼翼尖系留环擦地。机务航后检查发现飞机左侧系留环有磨

损痕迹。

（二）2019年 6月 13日，B737-700执行北京-太原航

班，飞机在北京起飞滑跑过程中，速度 80 节左右，空速不

一致故障旗出现，机组执行中断起飞程序，报告塔台后滑回

检查，后期查询译码显示中断速度最高为 90 节。飞机滑回

后，机务按手册进行检查，判断此故障是由于夏季多雨造成

皮托管进水产生的偶发故障。



（ 三 ） 2020 年 10 月 21 日 ， 某 航 空 公 司

C-600-2B16/B-7766 飞机执行沈阳 -牡丹江调机任务 (按

CCAR-91部运行),飞机在上升 2100米过程中，机组观察到

飞机左侧有光亮并听到一声响声，判断飞机可能遭遇雷击，

并立即检查飞机仪表显示及各主要系统参数，飞机飞行状态

和各项参数正常。机组决定返航在沈阳桃仙机场安全落地。

落地后，经机务检查发现飞机遭雷击，雷击点分别位于前起

落架舱门、前机身下部和左侧水平安定面翼尖等处。

（四）2021年 6月 14日，E190飞机执行榆林-西安航

班，西安航后机务检查发现左发吊架下部有一处损伤(裂纹),

损伤尺寸长 33.4mm,最远处距离边缘 28.8mm，经调查分析

为高温高振动导致疲劳裂纹。

（五）印尼巴迪机场的一架空中客车 A320客机，共搭

载 153人，在 1月 25日从东南苏拉威西飞往首都雅加达的

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和一名副驾驶由于疲劳先后睡着了大约

28分钟，使飞机离开了原计划的轨道。

二、运行风险提示及应对措施

（一）“人员”因素

1.随着五一假期临近，一线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思想松

懈的情况，各单位必须持续关注一线人员的思想动态，并采

取有效措施应对一线人员思想麻痹大意与夏季复杂运行条

件的叠加风险管控。为确保节日期间的安全，各单位需精心

组织、周密部署，切实加强节前教育，提高一线人员的安全

意识。同时，进一步强化飞行机组训练，优化机组成员的搭



配，细化机组成员飞行前的准备工作，严格执行放行标准，

加强对各类应急处置预案的准备，保障飞行任务能够高效完

成。

2.夏季温度较高，座舱周围外界温度骤增，一线人员在

作业过程中容易出现犯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急躁，高温

疲劳等现象，导致发生飞行程序的错、忘、漏，情景意识丢

失，决策能力下降等，从而影响飞行安全。其中飞行员疲劳

是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已经导致了多起事故。例如，2009

年 2月，美国科尔根航司的 3407号航班在纽约州坠毁，造

成 50 人死亡。调查报告指出，飞行员缺乏足够睡眠导致操

作反常是事故的一个因素。此外，印尼也曾发生一起事件，

其中机长在短暂休息后发现飞机偏离航线，幸运的是，飞机

安全着陆，无人受伤。为避免不安全事件发生，各单位要合

理安排工作与休息时间，确保通航人员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避免长时间连续工作导致疲劳；建立疲劳管理制度，制定详

细的疲劳管理计划，对通航人员的作息时间进行监控和调整；

提高高温疲劳意识，提防由于高温运行环境下带来的疲劳感，

严格执行疲劳管理。

（二）“航空器”因素

1.根据季节特点完成飞机的换季维护和检查工作，确保

航空器处于适航的状态，例如夏季要关注飞机的慢车转速，

防止慢车转速过低从而造成收油门时停车的风险。

2.夏季高温、空气密度低时，航空器性能明显下降，起

飞距离及越障、爬升、着陆距离影响比较明显，飞行中易发



生发动机转速超转、滑油温度超温等警告，此外，夏季运行

中发电机故障发生频率较高，机组需加强留意观察。

3.飞机外场停放，机务部门要有对恶劣天气的警觉性，

及时查看气象通报，针对恶劣天气要做到敏感性高、反应快、

手法熟、效果好，做好应对突发强降雨、大风以及雹击处置

预案，保证航空器和人员财产安全。

4.夏季是雷击航空器高发期，要重视老龄及特殊机型存

在的运行风险及隐患，严格按照检查单进行逐项检查，并进

行交叉复核，严禁发生漏项检查的情况，严格按照航空器适

航标准放行，确保不带故障放行。

（三）“环境”因素

1.夏季强对流天气频发，天气情况多变，短时大风、强

降雨以及非系统性的局地生成天气情况，例如雷暴、颠簸以

及低空风切变等现象，并且往往表现出发展迅速且预报难度

性大的特点。雷暴、颠簸以及低空风切变对航空安全构成极

大的危害，各单位要专门组织针对夏季天气特点的换季安全

教育以及航空器驾驶员指南-雷暴、晴空颠簸和低空风切变

（AC-91-FS-2014-20)的学习，确保航空人员了解相关知识，

掌握相应技术，从而在遭遇上述天气时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

保证飞行安全。

2.通航单位空中游览、体验飞行、农林喷洒、私人娱乐、

训练飞行等特殊作业区域通常在低空高温环境下进行，夏季

的高温对通航运行威胁极大，尤其是局部高温闷热的天气，

一线机组成员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特别炎热的天气要尽量



错开高温时段作业。低高度作业与夏季复杂气象条件运行的

叠加风险下，极易发生不安全事件，各通航单位应切实履行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自身作业运行种类主动分析研判夏

季运行风险，制定管控措施，帮助飞行人员提升应对复杂气

象条件的处置能力。

3.夏季危险天气形成较快，变化莫测，单飞学员很难预

判，当遇到危险天气时，飞行学员往往会出现情景意识变弱、

决策能力下降、飞行操作不当等情况，容易导致发生不安全

事件。各 141航校以及运动类驾驶员执照培训学校要严把学

员单飞转场关，确保学员能够研判天气变化趋势，并且在复

杂气象条件下能够正确处置，此外责任教员要借助相关工具

密切监控航空器飞行数据和天气变化情况，一但出现非预期

情况要及时通告塔台并进行询问，有必要时及时要求学员返

场落地。

三、下阶段工作要求

各通航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健全完善企

业自查体系，全面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严防松懈麻

痹，杜绝盲目蛮干；要进一步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三基”建

设，切实提升一线从业人员特别是飞行机组人员的理论知识

及实际操作技能，提高飞行训练的针对性，切实提升机组风

险管控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驾驶资源管理能力；要不断强

化从业人员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杜绝违章违规、超能力运

行、超标准放行；要周密做好飞行计划和飞行前准备工作，

认真分析作业地点及往返航线的地形特征、天气特点，严格



天气运行标准。

（一）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换季安全工作方案

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民航安全工作的政治站位，保持“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强化安全工

作组织领导，要针对当前季节变化特点，完善制定换季安全

工作方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深入整改，坚决防止松懈

麻痹情绪，切实做到安全关口前移，确保换季阶段安全形势

平稳向好。

（二）提升培训质量，夯实关键岗位人员“三基”

各单位要扎实开展换季教育培训，坚决防止重形式、走

过场现象，确保培训工作取得实效。要重点关注关键岗位人

员应对复杂和极端气象条件的技能水平，针对换季以后大风、

沙暴、风切变、雷暴、大雨、高温、大雾低能见等季节性天

气，制定针对性的培训课件和科目。

（三）有效应对风险，确保管控措施落实到位

各运行保障单位要切实做到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有机融合，防范化解换季过程中

各类运行风险。加强当前运行中各类风险研判，针对春夏季

节雷雨、台风、风切变等季节性风险以及疫情影响下的人员

技能生疏和航空器工况降低风险，制定完善风险控制措施，

并加强监督检查，确保航班换季各项风险管控工作落实到位。

各单位在安全自查过程中，要注意查找存在的系统问题和缺

陷，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跟踪整改，确保安全隐患动态清零，

实现闭环管理。



附件：1.机场夏季运行风险警示单

2.空中游览运行风险

3.运动照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通航安全服务平台

2024年 5月 1日



附件1：机场夏季运行风险警示单

序号 安全运行风险 管控措施 责任部门

1

夏季雷雨、大风、风切变等
复杂天气增多，易出现航空 
器绕飞、颠簸、不稳定进近
等。

1.航务管理部密切关注极端天 气复杂天气的
变化情况，根据天气情况增加天气会商和集体
观测次数，认真分析，及时准确发布各类预警
预报；
2.塔台管制部门应认真执行雷 雨、大风、低
云、低能见度、空中颠簸等复杂天气条件下管
制指挥程序，及时与气象部门沟通，为空中机
组提供准确信息，注意研判天气变化趋势。

航务管理部

2
夏季极端天气对飞行安全造
成影响。

1.气象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发  展，关注气象要
素变化，进一 步加强天气会商和天气形势分
析，及时做好危险、重要天气等各类气象灾害
风险预警  信息的传递报送，为飞行安全提供
天气信息支撑。
2.切实做好雷雨天气下机场保障和防汛物资储
备工作。要及时完善防雷、防汛和大风天气等
预案，做好应急准备。

航务管理部、运行
保障部

3
雷雨天气生成快与通航返场
慢存在的安全风险。

1.气象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提前进行
预报预警；
2.塔台管制员在当日通航开飞前对当日天气进
行提醒，开飞后关注天气雷达图，发现周边地
区有雷雨天气时提醒通航指挥员将空域飞机收
回本场进行本场训练，并联系好备降场；
3.本场出现雷雨天气，通航飞机远空域活动
时，联系好备降场，根据雷雨天气趋势，空域
等待或者备降。

航务管理部 、各
通航作业单位

4
雷雨天气易发生雷击损伤航
空器、设施设备，人员雷击
受伤等风险。

1.机坪作业单位应提前做好雷 雨天气作业安
全培训及设施设备、车辆的防雷检测与维护，
雷雨天气过后，应及时检查。
2.雷雨天气过后，机务人员应 注意检查停场
航班飞机，严把飞机放行关口。

机务保障部、应急
保障部



5

大风天气易造成机坪设施设 
备、轻型车、停场通航飞机 
等意外滑动，导致车辆设备
及航空器刮碰、人员受伤等

1.机坪保障单位应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检查设
施设备，包括制动、固定情况，并根据风力 
等级进行加固，必要时依照应急处置预案规定
及时作出设备入库或系留的防范决策。
2.加强大风条件下的敞篷车辆、轻型车辆及货
运的管理，使用及停放严格依照相关规定执行
。
3.尽量避免室外高空作业。
4.通航训练飞机应根据风向及时调整停放位
置，确保迎风停放，并做好停场飞机系留。

各机坪作业单
位 、各通航作业

单位

6
雷雨大风天气等易造成建筑
物、广告牌等刮落，电力短
路或中断。

1.持续关注大风预警，提前检查和加固建筑物
房顶、广告牌等设施，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
。
2.大风天气来临时，提醒旅客及工作人员减少
室外停留时间；运行保障部加密巡视频次，做
好实时监控，巡视人员按照要求穿戴安全防护
装备。
3.强化对电力设施设备的日常检查与维护，定
期开展针对电力短路或中断的演练，提升电力
短路或中断情况下的处置
能力。

运行保障部 、
通航公司

7
夏季雷雨大风天气，塑料、 
树枝、垃圾等易吹入跑道、
滑行道及机坪，造成FOD。

1.巡场人员及保洁人员应加强 飞行区围界附
近区域、净空范 围内和机坪区域的空飘物、
其 他轻质FOD的动态巡查清除工作。
2.应急保障部加大对机坪、控制区及机坪围界
的专项检查及时清理FOD。
3.机坪保洁人员应增加机坪日 常清扫频次，
及时机坪清除  FOD,并严格按照手册要求收集
机坪FOD收集桶内的FOD。
4.各作业单位对飞行区内施工及割草作业时产
生的杂物应 妥善处理，工具设备及时回收、
妥善存放。

应急保障部 、
运行保障部

8
夏季高温天气下人员长时间
在岗，易导致疲劳作业，发
生不安全事件。

各部门根据航班时刻合理安排人员排班，避免
出现疲劳上岗，并关注员工身体状况，严禁带
病上岗。

各运行保障单
位



9

通航作业进入旺季，飞机航
空器起降多，作业人员疲劳
、通航 航空器故障等易导
致不安全事件发生。

1.通航单位应合理安排飞行任务，确保人员充
分休息，避免疲劳风险。
2.通航单位应按照行业标准对 新学员进行培
训考核，严把首飞安全关口。
3.通航单位应切实按照行业标准，落实好通航
训练飞机的 航前，航后以及定检检查工作，
确保飞机适航性。
4.严格执行最低起降标准，杜绝低于标准运行

各通航
单位

10
进入夏季，鸟类活动显著增 
多，鸟击损伤航空器风险升
高。

1.充分借鉴学习好的、有效的鸟防做法，举一
反三。
2.严格执行航班起降前半小时至天黑不间断驱
鸟措施。
3.更新维护现有驱鸟设施，加强设备检修。
4.加强与非机场机务保障航班的航司、机组、
委托维修单位的信息沟通，明确如发现鸟  击
、FOD、机械故障等特殊情 况，第一时间通知
机场指挥中心，便于下一步处置。

运行保障部

11
夏季进入汛期，极端天气状
况频发，防汛压力增大。

1.做好对飞行区道面、围界、 排水、设施设
备的巡查工作。 
2.各运行保障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值
班值守工作

各运行保障单位



12

跑道局部道面积水风险；评 
估员错误判断跑道表面状况 
或通报不规范；标志、标线 
维护不及时；道面修补质量
不达标。

1.强降雨期间，与塔台沟通协调，加强对跑道
的巡视检查力度，发现局部大面积积水，影响
航空器起降安全时，立即报告上级，采取强排
水措施；严格按照跑道表面状况评估规则，辅
以跑道摩擦系数测试的方式，准确掌握跑道表
面状况，并及时通报空管塔台和运行指挥中心
。
2.加强道面评估人员跑道表面状况评估培训和
演练；除驾驶员外，道面评估车配备至少2名
评估员。
3.做好道面标志、标线的巡视检查，及时对不
清晰的标志标 线进行刷新；根据要求及时更 
新标志线；航班高峰期，加强 对跑道中心线
、滑行线的巡视检查。
4.加强对修补材料的检查。

航务管理部 、运
行保障部



附件2：空中游览运行风险

序号 隐患描述 隐患等级 原因分析 风险管控措施 责任部门 管控状态

1
作业量大，易导致飞行员疲
劳

一般安全隐患

空中游览受众群体较为
广泛，且开展空游相对
于其他任务较为简易
（程序、审定、批
复），空中游览飞行量
占比较大
单架次飞行时间较短，
频繁起落，也容易导致
飞行员疲劳

建立疲劳管理制度，合理搭配机
组，避免长时间高强度飞行

飞行部

2
夏季高温运行，航空器功率
下降，大风、雷雨等天气风
险

一般安全隐患
季节性运行特点带来的
风险

合理安排载重，根据任务量装载
燃油；做好载重平衡计算，掌握
航空器性能；加强对天气的监测
和预警。

飞行部/运控部

3
夏季运行，因蚊虫、飞蛾等
撞击风挡，残留物堆积，导
致影响视线

一般安全隐患
季节性运行特点带来的
风险

机务人员及时清理风挡，保证风
挡清洁

机务部

4
冬季低温运行，降雪、积冰
等天气风险

一般安全隐患
季节性运行特点带来的
风险

做好航空器除/防冰工作；加强对
天气的监测和预警

飞行部/运控部

5
野外临时起降点等陌生场地
运行带来的风险

一般安全隐患

临时起降点等陌生场地
运行，飞行员对空域环
境及起降点周围障碍物
分布情况不熟悉

提前做好场地勘察工作，将运行
区域内高大建筑物、障碍物、高
压线等提前标注

飞行部/市场部

6
山区飞行航空器姿态、高度
等易受气流影响

一般安全隐患
山区运行特点，风向风
速不稳定，乱流、风切
变，背风坡下降气流等

熟悉山区飞行的特点，避免背风
坡飞行，同时熟知各类应急情况
的处置措施

飞行部

7
山区飞行，地形较复杂，潜
在cfit风险

一般安全隐患
山区地形复杂，高压线
不易发现，易导致cfit

机组加强观察，保持足够安全飞
行高度，熟悉允许区域内障碍物
分布情况；根据线塔判断高压线
走势，降低cfit风险

飞行部



8
临海地区飞行，风切变、平
流雾等对飞行的运行

一般安全隐患

海边水汽充足，易产生
平流雾，导致飞行员误
入仪表气象；再加上海
陆风影响，易产生风切
变

加强理论培训，熟悉危险天气的
特点，以及IMC处置程序

飞行部

9
鸟击、野生动物等对飞行的
影响

一般安全隐患

空中游览运行地区多为
环境较好的地方，鸟类
和野生动物活动频繁，
容易对飞行产生影响

飞行机组加强观察，做好避让，
同时地面指挥人员也应及时与机
组沟通，作出提醒

飞行部/运控部

10
航空器长时间在外场作业，
无法按时完成定检

一般安全隐患
外场没有航材、工具
等，导致航空器无法及
时完成定检

机务部门做好航空器飞行时间监
控，提前调配定检工具及航材。
如场地为长期起降点，公司可建
立航材储备地。

机务部

11
无人机、风筝、气球等空飘
物对飞行的影响

一般安全隐患
公众自发行为，难以管
理

机组加强观察，做好避让。地面
工作人员也加强观察，及时提
醒，同时做好维护、管理工作

飞行部/运控部
/安保部

12
飞行员思想麻痹大意，易出
现差错，忽视潜在风险

一般安全隐患

运行区域及航线较为固
定，长时间飞同一游览
航线容易使飞行员思想
放松、大意

加强作风教育，提高机组安全意
识和警觉意识，切勿麻痹大意

飞行部

13
乘客在登离机过程中乱跑，
不受控制，部分家长会将小
孩抱起

一般安全隐患
乘客没有注意听安全讲
解，登离机过程中较激
动兴奋

建立适用的乘客登离机程序，安
排专员全程引导乘客登离机，防
止乘客在登离机过程中发生意外
事件；做好飞行前安全讲解工
作，确保乘客已完全知悉安全须
知

飞行部/安保部

14
乘客在登离机过程中，站在
旋翼正下方拍照

一般安全隐患
工作人员引导不到位；
乘客忽视安全风险

加强工作人员日常培训；全程引
导乘客上下机；登机前做好安全
讲解；登离机过程中保持大车状
态

飞行部/安保部

15
乘客帽子被直升机旋翼吹
飞，影响飞行安全

一般安全隐患
乘客未将帽子脱下或扶
紧帽子，导致被旋翼气
流吹起

做好飞行前安全讲解，或劝导乘
客不要携带帽子登机

安保部



16 乘客误触操纵装置 一般安全隐患

乘客在上下机的过程中
容易触碰到操纵装置，
或衣物意外勾住操纵装
置

为防止乘客误触，除进行安全告
知外，还应将副驾驶操纵装置拆
除

飞行部/机务部
/安保部

17
航空器重心不断变化带来的
风险

一般安全隐患

每架次乘客人数及重量
不同，容易导致航空器
重心变化频繁且变化过
大

乘客登机前应称量体重，工作人
员根据乘客重量安排座位，尽量
保证航空器重心靠近基准面

安保部/机务部

18
载重平衡计算错误/不规范导
致出现飞行差错

一般安全隐患
机长工作不严谨，导致
出现错误

根据游览航线、天气情况、客流
量决定燃油量，做好载重平衡计
算；加强作风建设工作，开展专
项培训

飞行部

19
外场作业，人员配置不足，
机长面临过多任务干扰，影
响飞行

一般安全隐患

外场作业，机长需处理
过多事物（协调人员、
计划、沟通任务细节
等），分散过多精力

公司合理配置外场作业保障人
员，替机长分担任务压力，使机
长能够将精力更多地放在飞行上

公司

20
公司领导压力给机长带来的
干扰，运行压力转移到机长
身上，影响飞行

一般安全隐患
公司领导给机长施加过
多的运行压力、干扰，
影响机长决策

公司应给与机长更多的决策权，
不要给机长施加过多的压力，干
扰机长决策

公司

21
人口稠密区上空开展空中游
览任务，航空器性能不满足
要求

一般安全隐患
对规章理解不透彻，未
执行相关要求

加强规章学习；航空器性能需满
足《空中游览和体验飞行》咨询
通告9.2条相关内容

公司

22
水面上空飞行，未按规定配
备漂浮装置或救生衣

一般安全隐患
对规章理解不透彻，未
执行相关要求

加强规章学习；航空器需符合《
空中游览和体验飞行》咨询通告
5.2条与7.2条c款相关内容

公司

23
航空器出现动力故障时，处
置不及时，无法安全迫降

一般安全隐患
机长飞行前准备不充
分，对应急处置程序和
迫降点不熟悉

机长应当熟悉游览线路上所有阶
段的迫降点，确保在航空器出现
动力故障时，能第一时间选择合
适的场地进行迫降；加强应急处
置程序训练

飞行部



24
飞行四个阶段工作落实不到
位

一般安全隐患
公司对规章学习不透
彻，相关规定落实不到
位

根据《通用航空飞行组织与实施
安全指南》要求，完成四个阶段
工作。
预先准备：人员资质、航空器、
天气等
直接准备：航空器检查、运行保
障等
飞行实施：绕机检查、驾驶舱纪
律等
飞行讲评：各部门总结运行情况
等

公司各部门

25
乘客是否到场、人数未及时
告知机组

一般安全隐患
公司未制定相关工作程
序；地面人员职责落实
不到位

各部门加强内部沟通，及时通报
客人数量；加强人员培训和队伍
建设，合理分工，防止工作疏漏
。

市场部/安保部

26 未对客人身份信息进行登记 一般安全隐患
安保部工作落实不到
位，出现疏忽

加强安保人员作风建设，梳理部
门职责，规范工作程序

安保部

27
长途空中游览，因山体遮
挡，影响无线电通讯

一般安全隐患 无线电信号传输受阻
安装北斗终端，确保能够实时掌
握航空器飞行动态

公司

28
运行高度超过3000米未配备
供养设备，违反规章要求

一般安全隐患
对规章理解不透彻，未
执行相关要求

加强对规章的学习和落实；按要
求配备氧气设备

公司

29 驾驶舱嘈杂，影响机组飞行 一般安全隐患

部分乘客（小朋友）上
机后说话声音过大，使
机长分心，影响飞行安
全

乘客登机前做好安全告知；机长
进行提醒；必要时关闭内部通话

飞行部/安保部

30
应急撤离程序不熟悉带来的
风险

一般安全隐患
机组未接受应急撤离专
项培训，对相关程序不
熟悉

公司制定应急撤离预案，每年至
少开展一次应急撤离训练

飞行部/安监部

31
机组资质（总时间、近期经
历等）不符合要求

一般安全隐患

机长时间不满足空中游
览相关规定，或因天气
、客流等原因导致长时
间没有飞行，近期经历
不满足要求

加强运行人员资质能力建设，建
立飞行时间监控制度，定期开展
相应飞行技能训练

飞行部



附件3：运动照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序号 问题类别 问题描述 风险管控措施 管控状态

1 训练相关
在运动驾驶员执照培训中，未按照
执照训练大纲训练，或训练大纲填
写不及时/未填写

公司指派专人对训练大纲及学员训练进
度进行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

2 训练相关
在运动驾驶员执照评估/熟练检查/
定期检查时，未做到考试/评估全
程视频记录

公司指派专人对学员评估/考试视频进行
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

3 训练相关

教员对云执照使用不熟悉，未按要
求在学员云执照中进行正确、及时
的签注，未能正确的指导学员填写
云执照及申请执照

公司检查、统计飞行教员云执照使用情
况，并对云执照使用不熟练的教员进行
集中培训及考核

4 训练相关
教员未及时提供飞行记录给学员/
学员未及时填写云执照/教员未及
时确认学员飞行经历记录

公司指派专人对当天飞行记录进行统
计，以文字形式发送给飞行教员及学
员，并提醒填写和确认，定期检查云执
照填写及确认情况

5 训练相关
未能在每次训练飞行前，监督指导
学员进行载重平衡计算及填写载重
平衡计算表

严格执行载重平衡计算，做好填写、存
档工作

6 训练相关
在转场飞行训练时，缺乏针对转场
训练的教案及课件，或教学课件不
够完善

公司应制作转场的课件，提供好必要的
教材及教具，在转场训练前对学员进行
针对性培训及考试

7 训练相关
在转场训练及转场单飞训练中，未
让机组人员携带备份导航设备

培训单位应购买备份导航设备，指导机
组人员携带并正确使用，或由教员及学
员共同确认手机、iPad等便携导航设备
可以携带并正确使用

8 训练相关
在转场训练中，教员未能正确、完
善的对学员进行地标罗盘领航教学

在转场训练前，教员应对学员进行必要
的地表罗盘领航教学和模拟训练



9 训练相关
在转场训练时，未能多方面参考沿
途航路气象预报信息

教员需指导学员一起参考沿途气象预
报，包括但不限于沿途附近机场气象报
文、手机气象预测APP、沿途气象站气象
预测信息等，并在转场计划中做好记录

10 训练相关
在地面训练时，未能按照教材及训
练大纲理论课部分要求进行理论教
学培训，培训过程中重实践轻理论

训练单位需向学员提供必须的航空理论
知识教材并按照大纲要求制定理论教学
计划，并设立理论培训记录，由教员及
学员签字确认，在培训结后进行书面理
论考试并存档；在日常训练中培养学员
“理论支撑实践”的概念；

11 训练相关
部分飞行教员航空理论知识未满足
教学水准

训练单位应不定时以书面理论考试的形
式抽查本单位飞行教员航空理论知识水
平，制定奖惩措施

12 训练相关
部分军转飞行教员存在飞行操纵粗
猛的习惯

训练单位飞行负责人招收、训练飞行教
员时应严格把关，日常飞行中应定期进
行飞行技术交叉检查

13 训练相关
部分教员在实践教学中未能严格使
用检查单

不使用检查单的行为极易让学员学习阶
段养成不好的飞行习惯，检查单是防止
“错忘漏”的重要环节，训练单位应从
教员抓起，严格规定，不定期抽查学员
在被教学过程中检查单的使用情况

14 训练相关
未对学员进行针对性的机载设备使
用培训

飞行教学中部分教员重操作轻设备使
用，设备使用是保障飞行安全的关键一
环，需在学员开飞前的地面培训中让学
员完全掌握机载设备的使用方法并考试

15 训练相关
飞行教学中，未对学员进行模拟仪
表飞行训练

训练单位应制作简易遮挡物或眼罩等教
学设备，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要求保质保
量的进行模拟仪表训练

16 训练相关
在飞行教学中，重视起落航线训
练，轻视空域动作训练及特情处置
训练

空域动作训练及特情处置训练是保障飞
行安全的重要训练内容，训练单位应在
训练时进行视频记录并分类存档，由单
位负责人定期检查



17 训练相关 部分教员及学员飞行手册意识淡薄
飞行手册是重要的参考资料，飞行教员
应在学员开飞前进行必要的手册培训并
考试

18 训练相关
未能按要求执行飞行的“四个阶段
”

飞行教员应在每一个飞行训练日对学员
严格执行“四个阶段”，飞行前检查学
员飞行笔记及准备情况，合格后方可正
常训练，让学员养成良好的飞行习惯

19 训练相关
对教员、学员的身体状态、精神状
态及休息时间是否充足未能良好的
监控

对于教员训练单位应建立相互监督机
制，通过定期开会、谈话等形式强调身
体状态对飞行安全的影响，提高飞行教
员对航空医学的重视程度；对于学员，
飞行教员应在每次飞行前主动观察询问
其身体状态，并在飞行训练过程中随时
注意学员意识情况，做出评估与处置措
施；教员与学员在飞行训练前需进行酒
精测试

20 训练相关
盲目追求训练时间而忽略学员接受
能力

训练单位应严格监控学员在某一飞行日
的总飞行训练时长，并不定期对学员进
行训练状况询问，及时了解并制止盲目
追求训练时间的行为

21 训练相关
运动驾驶员执照学员来自社会各
界，学员年龄及学习能力参差不
齐，未能按照学员特点因材施教

军转及141航校毕业从事运动驾驶员执照
培训的飞行教员，应及时转变身份及教
学方法，以安全和高效为前提针对不同
年龄段学员制定适应其自身特点的训练
方式

22 训练相关
部分教员在学员单飞前未进行必要
的特情处置教学和模拟训练

CCAR-61中明确要求了飞行学员在单飞前
应完成的必要理论培训及飞行实践训
练，飞行教员应带领学员在单飞前进行
完整的特情处置训练并视频记录，由训
练单位飞行负责人检查确认训练质量后
方可实施单飞



23 训练相关
部分训练单位未制定明确的学员单
飞气象条件标准

训练单位应及时自查是否建立明确的学
员单飞气象标准，制定并加入公司运行
手册

24 训练相关

多数运动驾驶员执照学员存在非脱
产学习间断性特点，是否对间断学
员进行必要的地面理论培训、安全
培训及针对性的实践恢复训练

间断飞行超过1周的学员，应由教员在飞
行前进行必要的间断恢复及机型理论知
识培训并进行口头询问，严禁间断学员
在未进行恢复训练的情况下实施单飞训
练

25 训练相关
在自有场地或航空飞行营地等非标
准通用/民用机场进行训练的学
员，存在无线电使用不规范的特点

应加强无线电规范使用的教学，并在地
面进行多种情况的无线电报话模拟训
练；应加强航空飞行营地等指挥员标准
无线电使用的规范

26 训练相关

在自有场地或航空飞行营地等非标
准通用/民用机场进行训练的学
员，存在机场地面标识/标志识别
不准确、机场滑行不规范等特点

教员应在地面教学中加强学员对机场标
志的识读，尽可能增加学员训练阶段在
标准通用/民用机场的训练场次

27 训练相关
跨水域飞行时飞机上是否配备有满
足全部机组人员使用的救生衣

训练单位应检查本公司是否有跨水域航
线，及时在航空器上配备足够数量的救
生衣

28 机务保障
部分训练单位实行机长放行制，在
航前及航后检查是否按照工卡内容
检查到位

机长应严格按照工卡内容执行航前航后
检查工作，并在工卡上签字，训练单位
负责人及机务人员定期检查工卡填写情
况及航空器适航状态

29 机务保障
未按规定将每天航前放油检查的燃
油样本进行留样保存

训练单位应设置专用的置物架或置物
柜，对燃油样本进行标记留样

30 机务保障
在自有场地或航空飞行营地运行
时，加油操作未按照标准进行“三
接地”并设置灭火瓶

训练单位负责人应及时检查确认本单位
航空器在加油过程中操作是否标准，如
存在立即整改

31 机务保障
在自有场地或航空飞行营地运行
时，未在机库、机坪设置必要的灭
火瓶或消防设备

训练单位和飞行营地进行自查，如发现
此类问题立即采购并设置



32 机务保障
航空器上是否配备灭火瓶/灭火瓶
是否在有效期/灭火瓶压力是否在
绿区

训练单位立即自查，如存在此类问题立
即采购/更换合格的灭火瓶

33 机务保障
航空器在地面短期/长期停放时，
是否按照要求进行必要的刹车、轮
挡或系留操作

训练单位应加强飞行教员及机务人员的
安全培训，飞机停留应及时进行轮挡等
防止航空器移动的操作，养成良好的安
全习惯

34 机务保障
航空器在长期停放后是否按照工卡
要求进行必要的恢复工作

机务人员在完成停放恢复工作后，单位
负责人及飞行人员需再次检查，并进行
试车、试飞等测试工作，确保恢复工作
完善

35 机务保障
航空器是否按照手册或厂家服务通
告要求进行必要的维护，并予以记
录

单位负责人应定期检查飞机记录本，与
机务人员确认是否按时效执行了必要的
维护工作

36 机务保障
长期露天停放的航空器维护是否到
位

训练单位应根据航空器露天停放的特点
加强重要易损部位检查，及时维护和更
换

37 安全管理

部分训练单位人员紧缺，存在“一
人多职”的情况，尤其在飞行和航
务等关键岗位，在高密度训练时不
利于飞行安全

训练单位应在高密度训练时设置专门的
人员负责除飞行训练以外的工作，如航
务、地面勤务、接待引导等

38 安全管理
飞行教员及学员是否定期进行安全
教育或安全培训

训练单位应定期组织教员及学员参照典
型案例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39 安全管理
训练单位是否组织学习局方下发的
重要文件及明传电报

训练单位定期组织安全学习并做好台账
记录，明传电报需通过工作群等形式传
达到每一位员工手中

40 安全管理
是否定期组织公司内部进行隐患排
查

公司需制定明确的隐患排查整改制度，
严格按照制度要求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
查整改，并做好台账记录

41 安全管理
事故上报程序不明确，上报联系方
式未上墙

公司需明确事故上报程序，并对所有员
工进行培训，上报流程及联系方式应打
印并张贴在公司明显位置；定期组织特
情处置及上报演练并做好视频记录



42 市场相关

运动驾驶员执照市场存在恶意竞价
、低于运行成本销售等现象，既影
响运动类培训市场正常运行环境，
也不利于通航安全运行

通航抓安全的同时也无法抛开商业盈利
的本质，各兄弟单位应加强交流沟通，
正向竞争，避免价格战，共同保障通航
安全、维护通航市场和谐，同时也建议
局方设立非官方平台用于建议和管理辖
区内市场经营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