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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安全通告（OSB）由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向行业发布，其中包含重要的运行安全信息，以及

相关的推荐措施。运行安全通告有助于航空运营人在开展新型或特殊种类运行、以及应对突发或紧

急事件时，以最高的安全水平依法依规运行，并符合公共利益。运行安全通告中提出的推荐措施可

以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发布之前对航空运营人的运行和局方监管提供指导，但不是唯一方法，其

他替代方法也可能达到同样的效能。 

主题：直升机目视飞行误入仪表气象条件的预防和处置 

一、目的 

本通告对直升机目视飞行误入仪表气象条件进行分析研究，

在现有技术上减少误入仪表气象条件后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并提

出预防和处置建议，为直升机运营人日常运行提供指导，为直升

机驾驶员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直升机运营人应在充分分析运

行风险的前提下，制定统一、规范的运行政策和特殊程序，以便能

够结合自身和执行任务的类型采取目视飞行误入仪表气象条

件预防和处置的必要措施，强化飞行机组的训练，减少运行过程

中机组因决策与操作不当等原因引发的不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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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告旨在提醒直升机运营人和驾驶员在运行时应当注意的

安全事项。不能取代特定机型的飞行手册或操作手册中相关的具

体程序。 

二、适用范围 

本通告适用于所有按照目视飞行规则运行的直升机驾驶员、

直升机运营人，以及直升机训练机构。 

三、介绍 

直升机不同于飞机，通常在目视飞行规则下运行，驾驶员主

要依靠外界目视参考来保持对直升机的控制。在目视飞行过程中

，一旦误入仪表气象条件，往往会因为缺乏目视参考而产生心理

压力和生理错觉，从而导致空间定向障碍。未经过有效训练的驾

驶员在出现空间定向障碍时，会本能的根据身体感官直觉去操纵

直升机，导致直升机进入不正常姿态，甚至失控；加上直升机低空

运行多的特点，极易造成坠机事故的发生。 

直升机目视飞行过程中，应当充分了解直升机运行的特点，

正确理解人的生理局限，正确识别低空目视飞行的安全风险，熟

练掌握基本仪表飞行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以及误入仪表气象条件

的预防和处置措施，提高直升机飞行安全水平。 

四、相关概念 

1.气象环境的影响 

仪表气象条件下的云、雾、霾、降水或组合气象（沙尘、尘、

扬雪）等，会给直升机飞行带来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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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气象恶化导致的目视环境降级，带来能见度降低。 

b.失去地平线参考、地平线模糊或虚假地平线。 

c.驾驶舱视野由于降水或雾化而模糊。 

d.变低的云底高使驾驶员下降到计划的安全高度以下。 

直升机驾驶员需要研究作业地区的气候特点，掌握容易引发

仪表气象条件的相关气象。例如山区飞行容易出现的“云遮山” 

（图1），以及海边飞行容易突然出现的平流雾（图2）等 

 

图1：低的云和雾覆盖着山脉，隐藏了地形的高度。 

 

图2：云和雾移动速度较快，地面能见度下降。 

2.空间定向障碍 

空间定向障碍是驾驶员在由地表和重力垂直向所确定的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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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系中未能正确地感知直升机或本人的位置、运动或姿态。在三

维的飞行环境中，由于人体存在生理局限性，人类确定方向和位

置的系统是不可靠的，复杂的飞行环境会更容易导致驾驶员出现

空间定向障碍。 

人在正常情况下是通过视觉系统、前庭系统、本体感觉系统

来判断方向和位置。这三个系统依靠不同的感觉受体来收集信息，

并发送给大脑，最终整合成单一的定位模型。 

a.视觉系统是三个系统中最重要的，提供了大约80%的定位

信息。在视觉线索不足或缺失的情况下，会造成80%的信息缺失。

驾驶员被迫依赖剩下20%的信息来定位，而前庭系统和本体感觉

系统都容易产生错觉和偏差。更危险的情况是，当驾驶员未察觉

自己已经丧失定向，只会相信自己的感官信息。因此，大多数定

向障碍与视觉环境降级有关，如仪表气象条件或夜间飞行。 

b.前庭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半规管和耳石器。驾驶员需

要注意，前庭系统可以检测到角运动阈值是2°/秒。在没有视

觉提示的情况下，如果转弯的角加速度低于这个阈值，本体是无

法感受到倾斜，将不会意识到转弯，只会感到仍处在平飞姿态。 

c.本体感觉系统由遍布全身的压力感受器组成，特别是在关

节、肌腱、韧带、肌肉和皮肤。在正常情况下，压力感受器会发

出信号形成整体的定位。例如，脚底、踝关节和膝关节的压力感

受器向大脑发出信号，告诉大脑身体处于直立姿态。 

根据驾驶员发生空间定向障碍时的空间认知水平，对空间定 



 

欢迎访问官方网站      华东通用航空服务中心              

www.safetyGA.com            微信公众号 
 

 

5 

加强关键信息共享做好事前提醒预防推动源头防控风险 

向障碍进行分类，可分为Ⅰ型（未察觉型）、Ⅱ型（察觉型）、

Ⅲ型（失能型）： 

a.Ⅰ型（未察觉型） 

驾驶员发生了空间定向障碍，但没有感知任何空间定向障碍

的迹象。此刻驾驶员不认为有任何错误，他所看到的或他认为他

所看到的，被他感知所确认。Ⅰ型空间定向障碍是空间定向障

碍最危险的类型，驾驶员意识不到问题，未能认可或纠正定向障

碍，往往导致严重的飞行事故。 

b.Ⅱ型（察觉型） 

驾驶员能够意识到自己发生了空间定向障碍，同时体验到与

实际的飞行空间状态或仪表视觉空间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驾驶

员需要通过观察仪表来纠正自己依靠感觉系统出现的飞行偏差。

通过以往的学习或经历，意识到已经发生了空间定向障碍。如果

处置得当，驾驶员可以从不正常状态中改出。 

 c.Ⅲ型（失能型） 

驾驶员意识上发生了冲突，即意识到发生了空间定向障碍，

但身心难以抵抗，心里的恐惧感会导致精神崩溃和身体疲惫，失

去了对直升机的控制能力。在疲劳或者高负荷压力下，驾驶员更

容易出现失能的状况。 

3.航空决策 

对于目视飞行的直升机驾驶员，避免进入仪表气象天气是最

智的航空决策。 驾驶员需要根据自己的飞行技术、飞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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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标准，以及直升机的机载设备等，综合做出判断是继续飞行

还是改航备降或野外着陆，减少错误决策的概率。 

a.如果发现能见度已经缓慢下降，并对飞行造成影响，请返

航。如果发现前方天气突然变坏，请返回目视气象条件下飞行或

返航备降。最重要的是防止误入仪表气象条件。 

b.当前方地形已经模糊不清时，不要继续向前飞行。 

c.如果起飞地点的天气状况已经变坏，或者驾驶员直觉感到

不安全，则考虑延迟飞行计划或取消飞行。 

d.飞行前准备时，要确保在每条航段上都要有可以安全降的

区域(如开阔的区域或备降机场)。 

五、直升机目视飞行误入仪表气象条件的处置建议 

正确的决策虽然可以降低直升机误入仪表气象条件的概率，

但无法完全避免误入仪表气象条件情况的发生，正确的处置才是

确保直升机飞行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1.安全运行建议 

a.直升机驾驶员应主动加强与仪表气象条件相关的气象、生

理错觉理论的学习研究。 

b.直升机驾驶员要意识到最好的决策是避免误入仪表气象条

件。 

c.直升机驾驶员应熟悉误入仪表气象条件的处置程序，掌握

不正常姿态的改出方法。 

d.直升机驾驶员应保持仪表飞行能力，即使拥有仪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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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仪表飞行经历较少的情况下，仪表飞行能力会下降。 

2.基本处置程序建议 

直升机目视飞行过程中，一旦误入仪表气象条件，建议按顺

序执行以下四个步骤（如厂家相关机型有推荐处置程序，按照厂

家处置程序操作）： 

a.保持直升机平飞。 

首先驾驶员要立刻把视线回收到驾驶舱内，参考地平仪及相

关仪表保持直升机平飞，不带侧滑。驾驶员要意识到在仪表气象

条件下正确认读地平仪的重要性。 

图4：地平仪显示当前姿态为坡度右10°,俯仰0° 

视线以地平仪为中心，循环检查地平仪-速度表、地平仪-高

度表、地平仪-航向指示器、地平仪-转弯侧滑仪、地平仪-升降

速度表。  在交叉检查仪表中，应保持水平直线飞行状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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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及时修正。如下图所示： 

 

 

 

 

 

 

图5：循环检查仪表的方法 

直升机横侧稳定性较差，驾驶员应多关注横侧偏差。 在未

稳定保持平飞姿态前，不建议驾驶员采取其他操纵。 

b.建立爬升姿态 

直升机目视飞行往往在低空运行，为防止可控飞行撞地，驾

驶员应根据当前所飞机型，设置最大爬升功率，建立爬升姿态，

保持Vy爬升速度。在建立爬升姿态和所需空速的同时，要柔和

上提总距杆到所需功率，切勿粗猛操纵或因输入过量导致驾驶员

额外的工作负荷增加。目视飞行误入仪表气象条件处置过程中速

度不小于过渡速度，当直升机小于过渡速度时，稳定性会降低，

驾驶员需要输入更多操纵来保持直升机姿态。 

c.选择合适的航向 

若飞行航向上刚好没有障碍物，则保持当前航向；若需要转

弯，建议坡度不宜过大（不大于10°)，可以通过设置航向指示

器上的游标，提醒改出航向，从而帮助提高驾驶员的情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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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通信 

在完成上述操作后，驾驶员应及时与地面人员或管制员进行

沟通，宣布紧急情况，并寻求必要帮助。 

为方便记忆，可以参考“4C”步骤： 

 Control-参考仪表保持平飞操纵。 

 Climb-参考仪表建立爬升。 

 Course-选择合适的航向脱离仪表气象条件。 

 Communicate-与地面人员或管制员沟通，告知情况并寻求帮助。 

每个驾驶员都应该熟悉的上述基本步骤。但驾驶员要意识到

：没有经过仪表飞行训练、没有相关知识或者直升机没有所需的

仪表设备时，在处置时会更加困难。 

六、直升机运营人安全运行要求 

1.运营人应当按照“昼间能见度不小于800米，夜间能见度

不小于1600米”要求，制定并细化直升机目视飞行规则最低天气

标准，科学合理把控各种作业任务的天气放行关，减小飞行机组

决策的压力，并向驾驶员提供获取气象信息的便利条件。 

2.运营人要进一步明确安全是产生经济效益的先决条件，鼓

励直升机驾驶员根据实际任务情况和自身技术能力，合理做出返

航备降或者取消飞行计划的决策，坚决反对盲目蛮干。 

3.运营人应当结合自身运行和机型特点，制定直升机目视飞

行误入仪表气象条件的预防和处置程序，至少包括本通告的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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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以及最低安全高度、改航备降决策和相应求助频率的使用

等内容。 

4.运营人应当定期组织直升机基本仪表飞行训练，以及目视

飞行误入仪表气象条件的相关知识培训，特别是针对风险较高的

载人载客类运行，要制定直升机目视飞行误入仪表气象条件的预

防和处置年度复训计划，并严格组织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