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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程序设计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1. 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飞行程序设计单位质量管控体系建设，根据《民用机

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管理规定》（CCAR-97FS），制定本

咨询通告。

2. 适用范围

本通告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民用机场（含军

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分）飞行程序设计或飞机性能分析等相关航

行服务研究活动（不含对机场周边障碍物开展的航行评估活动及

机场容量评估）的单位。

3. 参考文件

(1) 国际民航组织文件《飞行程序设计质量保证手册》（Doc990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T/T19001-2016/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3) 《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管理规定》

（CCAR-97FS）

(4) 《飞行程序设计单位备案管理规定》（AC-97-FS-03）

(5) 《民用机场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培训管理规定》

(AC-97-FS-04）



4. 质量管理体系和手册

飞行程序设计单位通过建立飞行程序设计质量管理体系和

手册，实施对飞行程序设计全过程的管控。

4.1 体系。建立飞行程序设计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合理设置岗

位，通过原始资料准确获取、满足规范要求的设计、内部审核、

审查意见落实等全过程管理，实现对设计质量的管控，具体按照

质量保证管理手册实施。

4.2 手册。明确飞行程序设计质量管控内容和方法，用以指导质

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飞行程序设计日常工作的开展。由专人负责

手册管理和修订，确保手册内容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持续符

合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质量保证管理手册基本内容详见附件1。

5. 质量管理体系组织框架

5.1 程序设计。负责原始数据的收集、核对和整理、方案设计和

评估，以及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等。

5.2 技术审核。负责对提交的设计方案和报告进行审核，提出修

改意见。

5.3 技术负责。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转，全面负责飞行程序

设计质量管控。

6. 飞行程序设计人员



6.1 资格准入。招收人员时，注重专业背景，优选民航院校飞行、

空管、飞机性能、飞行签派、航行情报等专业，或具备相关从业

经历的人员。备案前完成要求的基础培训和见习。

6.2 能力保持和提升。完成要求的定期培训；结合业务开展，参

加针对性专题培训和研讨，持续对规章、技术标准、规范性文件

等进行学习；结合设计实践，促进业务、协调能力提升，确保能

力与岗位匹配。

6.3 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规章意识，对照工作作风典

型问题负面清单，严格遵守飞行程序设计技术标准，践行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设计单位通过强化安全宣讲、日常教育、问题整

改，推动设计人员养成优良作风，杜绝重经营轻业务、迎合业主

需求突破规章底线等行为。

6.4 人员档案。建立飞行程序设计人员技术档案，包括：个人基

本信息、培训记录、工作经历、设计成果等。

7. 系统设备

7.1 设计软件。飞行程序设计相关软件应经过数据准确性、标准

符合性、信息安全性、系统可靠性等技术验证，并开展经常性检

查。

7.2 硬件。保证工作所需的设备。

7.3 工作资料。持续更新、修订、保存飞行程序设计相关资料，

包括 NAIP 资料、地形图、原始数据资料和设计报告等，并配备



独立的资料存放空间。

8. 飞行程序设计过程管控

在飞行程序设计实际工作中，对照质量保证管理手册有关要

求，明确项目分工、督导责任落实，规范飞行程序设计工作流程，

强化过程管控和符合性检查（详见附件 2），聚焦原始数据资料

的收集、关键核心要素（净空条件、空域环境等）的分析研究、

军民航协调、审查意见的落实、报告编制等飞行程序设计重点环

节，确保飞行程序设计质量。



附件 1.飞行程序设计单位质量保证管理手册

I 法定代表人声明

可授权实际负责人执行声明，声明至少包含以下要素：

➢ 手册编制依据

➢ 手册对本单位设计、管理人员的约束力

➢ 本单位承诺按手册进行飞行程序质量管理并接受民航行业主管部

门的监督检查，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以提高设计质量

➢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的签名和日期

II 修订记录

III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 编制目的和依据

➢ 适用范围

➢ 术语和定义

➢ 手册的管理职责

➢ 修订与公布

第二章 组织机构、岗位职责和管理办法

➢ 组织机构框架

➢ 设计岗位的职责、选定和管理办法

➢ 技术审核岗位职责、选定和管理办法

➢ 技术负责岗位的职责、选定和管理办法

➢ 支持岗位的职责、选定和管理办法



第三章 培训制度

➢ 培训计划制定

➢ 培训内容确定

➢ 培训过程管理

➢ 培训档案管理

第四章 设计工具和资料管理

➢ 设计软件的验证、使用和管理

➢ 项目启动时资料接收、检查

➢ 项目实施中数据、资料管理

➢ 项目结束后资料归还、归档和保管

第五章 飞行程序设计工作内容和流程

参考《民用运输机场仪表飞行程序质量保证管理规定》制定本单

位的仪表飞行程序设计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第六章 飞行程序设计质量管控

➢ 质量审核程序

➢ 项目分工

➢ 规章、标准的符合性检查

➢ 与相关方沟通和征求意见的协调联络机制

第七章 作风建设

制定和完善飞行程序设计工作作风典型问题负面清单。



附件 2.飞行程序设计过程管控-符合性检查单

检查内容 关键核心要素 检查情况

【原始资料的

收集】

障碍物数据质量（精度/完好性）、来源（各批次日期/责任人/盖章

/必要说明）

机场基础资料完整性（跑道/导航/灯光/气象）及特殊要求（低能见

度运行所必须的气象资料）

NAIP（航图/航路图）是否引用最新

前期相关重要批复件

其他必要检查项

【空域方案的

拟定】

航线走向、高度限制等是否与军民航空域协调会纪要内容一致

进出港点/航路航线衔接等是否与管制进行沟通一致

其他必要检查项

【净空处理方

案的拟定】

净空评估内容是否完整、准确

是否明确净空处理需求

净空处理方案是否与整体运行匹配从而避免局部过度处理

其他必要检查项

【内部审核】

预先研究阶段（选址/预可行性研究）：

主要关注各备选场址是否有利于航空器运行（净空可行性）和

空中交通管理（空域可行性）。

方案研究阶段（可行性研究/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主要关注机场规模/跑道构型和近远期飞行程序设计

方案的匹配性；

可行性研究阶段主要关注飞行程序方案与空域的可行性及明

确净空处理量。

初步设计阶段：

根据批准的建设规模和总体规划以及净空处理方案、空域协调

方案和导航台址预选情况，按局方、军民航单位意见要求逐一落实

细化具体飞行程序设计方案，并检查航图/报告。

正式设计阶段：

在机场建设竣工阶段，根据实际的跑道、导航设施、目视助航

设施、障碍物等数据以及空域限制，确定正式使用的飞行程序，并

按各项规范要求（航图绘制/报告模板/资料上报/数据库编码/II、III

类运行等），逐一检查上报资料。

其他必要检查项

【审查意见的

落实】

是否完成对局方审查意见的回复

方案/报告是否已落实局方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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