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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民用航空导航台建设指导材料》的通知 

 

各地区管理局，各监管局，各地区空管局、各空管分局（站），各机

场公司：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导航台建设，指导导航设施的规划、设计和

运行维护工作，确保运行保障单位提供所需导航服务，现将《民用

航空导航台建设指导材料》下发你们。 

望各单位参照本材料加强导航台建设管理，补充完善运行维护

规范，确保运行安全。 

 

 

民航局空管办 

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抄送：局领导，政法司、计划司、运输司、飞标司、机场司，空管局。 



 2

 

民用航空导航台建设指导材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及指导民用航空导航台（以下简称导航台）建

设，保证导航台的建设符合国家和民航局相关规定、技术规范，确保导

航台建设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特制定本指导材料。 

第二条 本指导材料要求导航台在选址、规划、设计及施工的各

阶段，落实场地保护、电磁环境保护等行业规范要求，保证导航台在供

电保障、机房装修、维护空间、防雷接地等方面，达到规定的标准，满

足实际使用需要，为导航设备的长期持续正常运行提供所需环境，为飞

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第三条 本指导材料使用以下定义： 

导航台是指利用无线电波的传播特性，为航空器提供测定导航

参量（方位、距离和速度），确定航空器的位置，并引导航空器按预

定航路（线）飞行的地面台站。包括无方向信标台、仪表着陆系统、

全向信标台、测距台和指点标台等。 

航路导航台是指为在航路（线）上飞行的航空器提供飞行引导信息

的导航台。 

机场导航台是指为在机场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提供起飞和着陆引导

信息的导航台。本指导材料中导航台设备包括导航设备及附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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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设备是指航向信标、下滑信标、全向信标、测距仪、指点信标、

无方向信标等设备。 

    附属设备是指所需的供电、配电、通信、消防、照明和防雷等设备。 

第四条 新型号导航设备的建设指导材料，将根据实际需要，另

行发布。 

第五条 本指导材料适用于导航台的新建、改建及移动式机房的

建造、安装，并可作为民用导航台行业验收的参考依据。 

第二章 导航台选址与场地 

第六条 导航台的选址应符合飞行程序设计的要求，并满足导航

设备的工作环境、地方规划、投资规模等要求，同时考虑供电、维护、

维修及值班人员生活的需要。 

第七条 导航台台址应符合 GB6364《航空无线电导航台站电磁

环境要求》及 MH/T 4003《航空无线电导航台和空中交通管制雷达站设

置场地规范》的相关要求。 

第八条 导航台的选址应考虑土壤的电阻率、当地雷电统计资

料，避免选择雷电多发地区及地电阻难以达到要求的地区。 

第九条 导航台的选址应考虑地质条件，避开断层、滑坡、塌方

的位置，避开易燃、易爆的仓库，同时考虑洪水防范及有害气体、粉尘

的影响。 

第十条 导航台选址应考虑对维护人员的辐射保护，应符合 GB 

8072《电磁辐射防护规定》及 GB 12638《微波和超短波通信设备安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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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等国家标准的要求。 

第十一条 导航台在规划选址阶段，应考虑导航台保护区环境的变

化情况，做好保护区的长期保护规划。 

第十二条 导航台台址及其场地保护区，应根据《民用机场管理条

例》要求，向地方政府备案。 

第三章 导航台规划与设计 

第十三条 导航台的占地面积应考虑场地保护、电磁环境保护及电

磁辐射保护等有关标准及规定的要求，既要满足设备正常使用的环境条

件，也应满足对人员和环境保护的安全等要求，还应考虑导航设备工作

地网和防雷地网敷设范围的需求。 

建在地震活跃区域的导航台，应符合国家有关抗震设计标准规范要

求。 

第十四条 场内导航台机房及天线塔等设施建设，应符合 MH5001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要求。 

第十五条 导航台及保护区范围内应建设通畅的排水系统，避免水

浸。 

第十六条 导航台应配套建设环境绿化工程，绿化应符合场地规范

的要求。 

第十七条 导航台的机动车通行道路宽度不应小于 3.5 米，围墙高

不低于 2.5 米。  

第十八条 有人值守导航台，机房与生活区可分离建设，但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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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设备实时监控及导航台安保的要求。 

第十九条 有人值守导航台，可按 4 人配备生活用房，配置室内活

动（图书）室。有条件的导航台可配套建设室外运动场所，配套工作用

车及生活用车车库。 

第二十条 导航台应根据实际需要，配套建设供配电设施、发电机

及其用房。配套用房及变配电设施的设计，应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规范

及标准。 

当市电中断时，配套的发电机应能承担导航台的全部用电负荷。 

第二十一条 导航设备机房（以下简称机房）按使用功能划分为导航

设备区、弱电区、配电区及电池区。其中： 

导航设备区是指安装导航设备的机房内区域； 

弱电区是指安装传输设备或信号电缆的机房内区域； 

配电区是指安装主要供电、配电设备的机房内区域； 

电池区是指安放设备用蓄电池的区域，包括设备后备电池及不间断

电源（UPS）电池。 

第二十二条 导航设备区可与弱电区合并，配电区应远离主设备区，

电池区可为独立区间。 

第二十三条 机房设计应包含防鼠害和防虫害措施。机房地面、墙面

除满足防潮要求外，应能满足设备的承重要求。 

第二十四条 生活区、变电配电机房、发电机机房的消防设备，应符

合 GB50140《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设备机房、配电房、发电机机房应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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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仪表着陆系统下滑台保护区的 A 区范围，可适度硬化

处理，以降低场地变化影响辐射导航信号的稳定，其边界应设置容易识

别的保护区范围标识。 

第二十七条 4E 以上（含）机场的场内供电线路及信号电缆线路，

可按双向线路路由设置。 

第四章 导航设备配置 

第二十八条 导航台的导航设备配置应根据机场运行标准及飞行程

序的要求，选择能提供持续稳定导航信号、性能可靠的设备。 

第二十九条 导航设备应取得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临时使用

许可证或使用许可证。 

第三十条 仪表着陆系统（ILS）设备应满足 MH/T 4006.1《航空

无线电导航设备第 1 部分 仪表着陆系统（ILS）技术要求》。 

第三十一条 甚高频全向信标（VOR）设备应满足 MH/T 4006.2《航

空无线电导航设备第 2 部分 甚高频全向信标（VOR）技术要求》。 

第三十二条 测距仪（DME）设备应满足 MH/T 4006.3《航空无线电

导航设备第 3 部分 测距仪（DME）技术要求》。 

第三十三条 无方向性信标（NDB）设备应满足 MH/T 4006.4《航空

无线电导航设备第 4 部分 无方向性信标（NDB）技术要求》。 

第三十四条 导航设备监控系统的传输方式首选有线传输方式，其它

传输方式可作为补充。 

第三十五条 导航设备监控系统应能满足值班员对设备工作状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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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信息的实时监控。导航设备加装的监控系统，应独立于设备原监控

系统，不得影响设备原监控系统的正常使用。 

第三十六条 导航台可根据实际需要，安装环境监控设备。  

第五章 导航台电源配置 

第三十七条 机场导航台宜采用双路市电专用路由供电，机场灯光站

的后备电源应保证机场导航台的供电，支线机场导航台可不采用双路市

电供电。 

航路导航台宜保证一路市电供电，并配置发电机作为后备电源。 

导航台应采用 TN-C-S 的配电连接方式。 

第三十八条 导航台可采用太阳能供电或其他可靠的供电方式。太阳

能供电的储能电池容量，应根据该地区日照统计中连续出现阴雨天气的

天数确定。 

第三十九条 导航设备应配备蓄电池作为主用后备电源。蓄电池应采

用在线全浮充充电连接方式，满足导航设备 4 小时连续正常工作。 

蓄电池应选用阀控式蓄电池。 

第四十条 可以选择在线式不间断电源（以下简称“UPS”）作为导

航设备备用后备电源，同时可作稳压电源使用。 

UPS 的额定功率选择应是用电设备额定功率的 2 倍。 

第四十一条 机房配电分为转换开关箱、配电箱，转换开关箱及配电

箱分离设置、安装。 

配置 UPS 时，应加装 UPS 电源输出配电盒， UPS 的输出经配电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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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设备。 

转换开关箱、配电箱及 UPS 配电盒之间安装距离应满足浪涌防护

的退耦要求。 

第四十二条 机房应设置足够数量的电源插座。配置 UPS 时，可设

置不间断电源插座，满足设备维护及维修的需要。 

第四十三条 导航台的电源开关应选用空气断路开关，电源系统中不

得安装漏电开关。 

第四十四条 需提供气象设备电源的导航台，应为气象设备的电源预

留连接端，或预留安装位置。 

第六章 机房工艺要求 

第四十五条 机房宜为框架结构，矩形布局，建筑面积宜为 30 平方

米，机房净高宜为 3 米，机房门的高度不低于 2.1 米,宽度不小于 1 米，

也可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只安装单套设备的机房，其机房面积可适当减少。 

第四十六条   机房的建筑设计应包含屏蔽及防雷功能。机房外墙、

地基及房顶，应按格栅形空间屏蔽（法拉第笼）的方式设计，根据电缆

进出机房位置，预留电缆孔及等电位连接端。 

第四十七条   机房的房顶应避免积水，并有防渗漏、保温、耐热的

性能，除防雷设施外房顶不得安装其它设施。 

第四十八条   机房地基高度应满足防止机房水浸的要求。地面混凝

土强度、墙面应满足防渗漏、防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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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机房内装修应选用耐久、环保、不发尘、阻燃的材料，

避免设备投产后的重复装修。 

第五十条 机房不设吊顶，不宜安装防静电活动地板。机房地面可

铺设导静电地面或防静电胶。 

第五十一条 机房门窗宜采用不锈钢材料，窗宜采用平开窗。门窗、

墙壁、顶棚、地面的构造和施工缝隙，均应采取密闭措施。 

第五十二条 导航设备的安装位置宜保证 1.2 米宽的维护空间，满足

维护人员对设备的维护及维修需要。 

第五十三条 机房内应根据设备的安装及防雷需要，预留足够的接地

连接端，用于连接防雷装置。 

第五十四条 机房应根据上走线要求，设计安装走线架，并满足信号

电缆及电源电缆分离安装的防雷规范要求。 

第五十五条 机房内导航设备及附属设备、线缆应设置识别标识。 

第五十六条 机房温度应保持在 10℃至 28℃之间，相对湿度应小于

85%，避免结露。 

机房可根据设备环境需要配置湿度调节器。 

第五十七条 机房应配置 2 台具有停电自启动功能的空调，单台空调

应能满足设备正常工作的需要。 

第五十八条 机房内照明宜采用节能灯具，灯具应分组分离安装。灯

具安装位置应满足设备的维修和维护需要。 

第五十九条 机房照明的照度应不低于 300 勒克斯。机房应安装应急

照明光源，在距地面 0.8 米处，其照度不应低于 5 勒克斯。 

第六十条 机房应配备两个适用于电子设备的移动式或手持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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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灭火器，其灭火剂不应对设备造成损害及污渍。 

第七章 导航台防雷与接地 

第一节  一般要求 

第六十一条 导航台的防雷与接地设计，应满足人员安全及设备设施

的正常运行要求。 

第六十二条 导航台采用联合接地、电磁屏蔽、等电位连接、馈线接

地分流、雷电过压保护、直击雷防护的综合防雷措施。 

第六十三条 导航台地网由机房基础地网（接地体）、机房四周的环

形地网、天线及铁塔地网（接地体）等组成。机房基础地网（接地体）、

机房四周的环形地网合称机房地网。 

第六十四条 导航台地网的接地电阻值宜小于 1 欧姆。接地电阻难以

达到要求的，应在机房地网四周增加辐射型水平地网及接地体。地网的

等效半径应大于 20 米，敷设的辐射型水平接地体的长度宜在 20 至 30

米之间，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 欧姆。 

第六十五条 导航台地网与设计成屏蔽体的机房连成一体。 

第六十六条 导航设备电源的浪涌保护装置（以下简称“SPD”）按

照多级防护设计和安装。SPD 的接地线应垂直与预留的接地端连接，长

度应不大于 0.5 米。 

SPD 的接地线中不得加装开关或熔断器。 

第六十七条 导航设备电源的第一级 SPD 安装在双路电源转换开关

箱的电源输出端，通流量应大于 120KA，应选用包含开关及限压功能的



 11

3+1 型 SPD。第二级 SPD 安装在电源分配箱的输出端。配置 UPS 电源

的应在 UPS 电源输出端设置第三级 SPD。 

第六十八条 进入导航台的电缆应选用具有金属保护层的电缆，光纤

电缆应选择防雷型光缆。 

第六十九条 进入导航台的电缆距离导航台 200 米以外埋地，埋地深

度不应小于 0.7 米。电缆的金属保护层在机房墙边与导航台地网连接。 

电缆在进入机房前，套入至少 15 米长的镀锌钢管，钢管应首尾电气

贯通。钢管一端在机房墙边与导航台地网连接，另一端应连接埋设的接

地体。 

第七十条 设备馈线电缆和信号电缆进出机房的位置，应远离进出

机房的电源电缆及避雷引下线及接地连接线位置，距离不小于 1 米。 

第七十一条 机房内沿墙设置等电位连接带。连接带与导航台地网多

点连接。机房内所安装设备的金属外壳、管道、线槽等，应与等电位连

接带或与预留的接地端连接。 

第七十二条 导航台的防雷接地宜为垂直连接。地网、接地体、接地

引下线、接地汇流排、连接线应采用焊接或可靠的紧固连接方式，并满

足防腐要求。 

第七十三条 机房内电源线应穿入墙中预埋的金属管或沿全封闭金

属走线架铺设。电源线与信号线的走线架应分离设置，距离不小于 300

毫米。 

第七十四条 组成地网的垂直接地体长度应不小于 2.5 米，材料可以

选用 50×50×5 毫米的镀锌角钢。接地体的设置间隔应是接地体长度的 1

至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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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体埋地深度上部距地面应不小于 0.7 米。在严寒地区，应埋设

在冻土层以下。 

第七十五条 水平接地体可选用 40×4 毫米的镀锌扁钢或等效铜材，

防雷引下线及防雷设施连接线应选用 40×4 毫米的热镀锌扁钢或等效铜

线。 

第七十六条 信号电缆的金属配线架应安装防雷装置，信号电缆的空

线应做接地处理。 

第二节 航向台的防雷与接地 

第七十七条 天线阵地网，通过埋地的连接带，与机房地网连接成导

航台地网。连接带与航向馈线电缆间隔宜大于 3 米。 

第七十八条 机房顶安装避雷带，应通过等间距或沿机房四角安装的

引下线与导航台地网连接。 

第七十九条 每根天线的接地端应与天线阵地网连接。 

第八十条 监控天线应设置单独的接地体。电源及信号电缆应按第

六十九条要求进行埋设及接地。 

第三节  下滑台（含测距仪）的防雷与接地 

第八十一条 天线塔地网（接地体），通过埋地的连接带，与机房地

网连接成导航台地网。 

第八十二条 机房顶安装避雷带，通过等间距或沿机房四角安装的引

下线与导航台地网连接。 

第八十三条 天线塔上安装接闪器，沿铁塔外侧安装引下线。引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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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线塔地网（接地体）连接。 

第八十四条 铁塔中安装金属套管，馈线电缆套入金属管内安装。馈

线在天线连接位置、离塔位置及进入机房位置，通过专设的接地线直接

与导航台地网连接。金属套管在铁塔侧宜采用活连接方式。 

第八十五条 监控天线应设置单独的接地体，电源及信号电缆应按六

十九条要求进行埋设及接地。 

第八十六条 合装的 DME 天线及馈线根据安装位置，按六十九条要

求埋设及接地。 

第八十七条 馈线如必须连接 SPD，SPD 安装应在机房外，接地线应

在机房外侧与地网连接。 

第四节 全向信标/测距仪台的防雷与接地 

第八十八条 全向信标天线反射网（平台）钢筋应满足防雷规范要求，

按屏蔽及防雷的要求焊接，通过支撑柱金属与导航台地网连接成一体。

反射网（平台）上的全向信标天线及测距仪天线的安装位置，应预留接

地连接端。 

第八十九条 全向信标台应沿天线反射平台圆周设置避雷带，防护侧

击雷。避雷带与发射网（平台）钢筋焊接成一整体。 

第九十条 在全向信标天线阵反射地网平台外，沿天线阵等圆周分

设安装 4 至 6 根避雷针，避雷针高度应按照 45 度保护角设计，并满足对

中央天线的保护需要。避雷针距离 DME 天线应不小于 3 米。 

全向信标天线馈线金属外层就近与天线立柱接地端连接。 

第九十一条 监控天线避雷装置应在全向信标监控天线塔（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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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不小于 3 米处，背离天线阵方向单独设置避雷针及接地体。 

第九十二条 监控天线馈线电缆按第六十九条的要求进行埋设及接

地。 

第九十三条 测距仪天线柱与导航台地网就近连接，测距仪馈线进入

机房前，馈线金属外层在外墙处接地。 

第五节 无方向信标台的防雷与接地 

第九十四条 机房顶安装避雷带，通过等间距或沿机房四角安装的引

下线与导航台地网连接。 

第九十五条 天线塔上安装接闪器，沿铁塔外侧安装引下线，与天线

塔地网（接地体）连接。两铁塔地网连成一体，与机房地网连成导航台

防雷地网。 

第九十六条 导航台防雷地网应埋设在 NDB 天线地网的下方，并隔

离装设。 

第九十七条 天线应安装间隙放电装置（或定制设计）。放电装置的

接地端垂直与防雷地网连接。 

第九十八条 可适当加高天线塔，在天线上方安装避雷金属线，加强

对天线的雷击保护。 

第六节  指点标台的防雷与接地 

第九十九条 机房顶安装避雷带，通过等间距或沿机房四角安装的引

下线与机房地网连接。馈线金属外层应在机房外墙处接防雷接地装置。 

第一百条 单独设置的指点标台，其避雷针应距离指点标天线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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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 米。避雷针通过引下线及连接线，与机房地网连接。 

第八章 设备安装要求 

第一百零一条 导航设备及附属设备的安装，应在导航台土建及天线

基础建设完成，机房内外装修完成，并待墙壁干燥后，按以下顺序实施：  

1、安装接地装置 

 2、安装走线架 

 3、安装供电配电设备及 SPD 

 4、安装机房环境调节设备 

 5、安装弱电设备 

 6、安装主设备 

 7、等电位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