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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加强特殊重点人员管控是保障民航运输秩序、维护空防

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珠海机场公安分局立足机场实际，积极开

展有精神病史的特殊重点人员管理工作，探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

“空地一体”管控机制，从机制建立、预警推送、部门联动、现

场处置等多个环节设定详细动作，处置措施到位，职责分工明晰，

效果显著有效，为珠海机场的飞行安全和空防安全打牢了双基础。 

 

     

2018年4月15日，国航 CA1350航班从长沙飞往北京途中，一名

有肇事肇祸精神病史男性乘客疾病复发，使用自制电击器和钢笔

胁持乘务员，导致该航班备降郑州。事件发生后，公安部和民航

局领导多次批示，要求相关部门举一反三、总结经验、完善措施、

补齐短板，着力加强重点人员管控工作，严守空中安保防线。珠



海机场公安分局认真贯彻领导要求，充分履行职责，努力构建特

殊重点人员管控机制，有效防止了因有精神病史的特殊重点人员

在珠海机场或航班上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 

一、高站位部署，推动构建管控工作机制，营造社会治理新

格局 

珠海机场毗邻港澳，有精神病史的特殊重点人员受博彩、娱

乐等多种因素诱发疾病复发的案例时有发生。针对这种形势，5月

初，机场公安分局主动担当，积极加强与金湾区、三灶镇两级综

治和卫计等部门沟通协调，牵头召开珠海机场特殊重点人员管控

工作会议，认真分析评估该类重点人员危害珠海机场航空安全的

风险隐患，要求驻场各单位提高思想认识，立即对照梳理工作措

施，推动探讨建立了以智慧警务为支撑，信息情报主导、分类分

级管控、多方联动处置、政府部门兜底的“空地一体”管控机制，

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特殊重点人员社会治理新格局。 

二、高效率行动，推动管控机制落到实处，筑牢“双安全”

底线 

    机场公安分局牵头统筹各单位各司其责，迅速行动，推动管

控机制落到实处，切实筑牢飞行安全和空防安全底线。机场公安

分局依托“全国民航公安值班勤务管理与情报信息平台”，及时

发现、签收出港航班的特殊重点人员订票信息，将该类特殊重点

人员订票信息标注风险程度后及时推送给机场相关部门，为分类



分级管控做好准备。同时视情加强治安巡逻警力，加强异常行为

识别，做好特殊重点人员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准备。机

场现场指挥中心负责将公安机关推送的信息分发推送相关业务部

门，并跟进落实情况。机场或航空公司旅客服务部门根据公安机

关推送的信息，将此类特殊重点人员座位安排在客舱后1/3处，且

不得安排在应急出口和过道座位，最大限度的降低此类人员在空

中发病对航空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机场安检站根据公安机关推

送的信息，在加强异常行为识别的基础上，采取“内紧外松”的

方式，实施人体安检设备与手工检查双100%检查，对随身行李安

检实施 X 射线设备与开箱包双100%检查，确保危险物品、违禁物

品不被带上飞机。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妥善处置并快速通报机场公

安分局。航班机组根据公安机关推送的信息，制定专门防控措施，

加强空中客舱巡视，安排空乘人员或安保人员全程关注，对有超

过3名以上此类人员的航班，加派空中安保力量，确保有效管控。

今年以来，机场公安分局以智慧警务为支撑，通过建立“空地一

体”管控机制共向机场指挥中心、机场或航空公司旅客服务部门、

机场安检站和航班机组推送特殊重点人员预警信息190人次，为旅

客服务部门提前安排座位、机场安检站采取差异化安检措施和航

班机组提高客舱安保等级提供实时可靠的信息支撑，确保了167班

次搭载该类特殊重点人员安全无事故。 



    三、高要求见效，推动管控机制形成闭环，追求最优管控效

果 

机场公安分局针对在机场已经出现可能影响机场运营秩序和

航空运输安全异常行为的特殊重点人员，要求执勤民警、机场安

保人员及工作人员做好前期处置的同时快速报告，并组织警力妥

善处置，以该类特殊重点人员不在社会面发生发生肇事肇祸或其

他影响安全的事件并得到妥善安置为最终目标。一是加强培训，

细化工作流程。加强对民警及辅警处置能力培训，要求注意掌握

沟通技巧，梳理细化形成情绪安抚→疏散围观群众→引导离开现

场或现场隔离守护→核实个人信息→联系家属接回或送院救治的

工作流程。二是稳控优先，同步核实评估。接报后按照流程对特

殊重点人员进行情绪安抚、疏散围观人员后将其引导至相对安静

区域守护（当其抗拒离开现场时则采取现场相对隔离守护），防

止现场肇事肇祸，进一步继续稳住情绪并通过同行人、随身证件、

订票信息、重点人员管控系统和人脸识别等多种渠道核实核实个

人身份信息、既往病史及家庭成员等情况，同时联合机场医务人

员对其异常行为的危险程度进行充分判别和评估。三是制定方案，

分类分级处置。根据获得的个人信息和现场初步评估的情况，按

照家属接回为主、强制送院救治为辅的原则，制定最后处置方案：

如能及时联系到家属且当天能够到达现场、其情绪稳定的，采取

现场守护等待家属接回；如果无法联系到家属、家属当天不能到



达现场或者虽然能够到达现场但其情绪不稳定、存在较大安全风

险的，做好现场音、视频记录（有家属尽量争取家属的理解和同

意），联系金湾区卫计部门和指定医疗机构，做好强制救治准备。

四是加强协调，建立绿色通道。分局加强与区、镇综治及卫计等

部门的沟通协调，争取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与红旗精神康复医

院建立了24小时送医救治的绿色通道，打通了管控机制末端最后

一公里，确保该类重点人员得到妥善安置，确保不给社会面增加

社会安全风险，推动管控机制形成闭环，真正落点见效。年内，

机场公安分局共通知家属接回发病期特殊重点人员18人次，通过

绿色通道送院救治13人次，先后有15名家属专门送（寄）来锦旗

和感谢信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