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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机场残损航空器搬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运输机场残损航空器搬移工作９提

升搬移能力和效率９尽快恢复机场正常运行秩序９依据 《民用机

场管理条例》《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管理规则》９参考

国际民航组织 《附件14-机场 第I卷 机场设计和运行》《机场服
务手册 第五部分 残损航空器搬移》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运输机场 （包括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９以下简称

机场）及其邻近区域内的残损航空器搬移工作适用本办法。

机场及其邻近区域是指机场围界以内以及距机场每条跑道中

心点8公里范围内的区域。

第三条 残损航空器是指因为不同的原因丧失其机动性且妨

碍机场正常运行的航空器９一般包括冲 （偏）出跑道、滑行道、

机坪或者发生事件导致受困、受损、解体的航空器以及事故后的

残骸。

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 （以下简称民航局）负责残损航空

器搬移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

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 （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负责辖区

内残损航空器搬移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航空器运营人负责残损航空器搬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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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管理机构负责根据残损航空器搬移协议组织残损航空器

搬移工作。

第六条 残损航空器搬移应当遵循预案完善、准备充分、协

同有力、处置高效的原则。

第二章 一般要求

第七条 航空器运营人应当委托机场管理机构实施残损航空

器搬移。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具备与机场可使用的最大机型相匹配的残

损航空器搬移能力。

第八条 航空器运营人应当在签订机场使用协议 （或者地面

服务保障协议）时９与拟运行机场 （包括备降机场）的机场管理

机构签订残损航空器搬移协议 （以下简称搬移协议）９或者在机

场使用协议 （或者地面服务保障协议）中明确残损航空器搬移

条款。

搬移协议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二）委托搬移的机型；

（三）关于航空器技术资料的提交条款；

（四）二次损伤免责条款；

（五）搬移收费条款；

（六）双方残损航空器搬移决策人 （或者授权的决策人）９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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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部门、联系方式。

第九条 航空器运营人向机场管理机构提交的航空器技术资

料９包括但不限于：

（一）飞机维护手册搬移部分 （中文版）；

（二）残损航空器搬移技术方案。

如有新机型投入运行９航空器运营人应当在新机型投入运行

30日前９补充提交新机型的相关技术资料。

第十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制定残损航空器搬移预案９制定

过程中应当征求有关单位的意见。搬移预案应当至少包括以下

内容：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二）与航空器运营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流程和要求９以及协

商决策流程；

（三）各种机型在不同损伤情形下的搬移方法；

（四）搬移培训及演练；

（五）搬移设备、人员清单；

（六）救援支援单位信息表９包括航空器运营人、其他机场、

当地有关单位等可支援的残损航空器搬移设备、航空器恢复

设备和人员及联系方式。

参与搬移工作的其他单位也应当制定相关预案，并与机场管

理机构制定的搬移预案相协调。

第十一条 搬移设备主要包括移动设备、起重和支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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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加固设备和拴系设备等 （见附件1）。

（一）移动设备主要包括搬移拖车 （或者平板车）、牵引车、

起落架挂具等；

（二）起重和支撑设备主要包括吊车、吊装索具、顶升气囊、

千斤顶等；

（三）地面加固设备主要包括活动道面或者枕木、钢板、碎

石、其他新型高强度板材等；

（四）拴系设备主要包括钢索、绳索等。

搬移拖车、顶升气囊、起落架挂具、活动道面、吊装索具等

应当符合国家和民航有关标准的要求。

第十二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本机场拟运行的机型、运

行量、气候环境、飞行区土面区土质状况等实际情况开展搬移设

备配置需求评估９并根据评估结果配置搬移设备。根据相关规定

和需求评估９确需配置搬移拖车、吊装索具、顶升气囊、起落架

挂具等主要搬移设备的９应当按照配置标准配备适宜的型号和足

够的数量 （见附件2）。搬移设备可以全部自配９或者部分自配和

部分协议支援的方式配置。

飞行区指标为4F的机场、E类飞机年起降架次超过2000架

次的4E机场应当自配搬移拖车和顶升气囊９其他机场一般可不

自配；每个机场应当至少自配1套起落架挂具 （尽量为通用型）

和1套吊装索具；其他需要自配的设备类型根据评估需求确定。

除了上述必须自配的设备外９对于在发生突发事件起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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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可能获得的搬移设备可以不自配 （顶升气囊除外９只要在实

施搬移前支援到位即可）９但应当有明确的救援支援协议。

鼓励机场集团设立区域残损航空器搬移支援中心９根据支援

需求配备足够类型、数量的搬移设备。

当机场使用的最大机型拟发生变化、新机型在机场运行前或

者开展残损航空器搬移工作后９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开展搬移

设备配置适用性评估。

第十三条 对于新建和涉及飞行区等级提升的改 （扩）建机

场９应当在项目前期阶段开展搬移设备配置评估９提出残损航空

器搬移设备配置方案或完善方案９并将设备配置费用纳入工程

费用。

第十四条 残损航空器搬移人员应当熟悉搬移预案９熟练操

作搬移设备９掌握搬移方式 （方法）等。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本机场拟运行的机型、运行量、设备

配备等因素评估确定残损航空器搬移人员数量９其中至少配备2
名负责残损航空器搬移培训、操作指导的技术人员。

第十五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对搬移人员进行经常性培训９

培训内容应当至少包括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航空器技术资料、搬

移预案、设备操作、相关案例等。

鼓励千万级以上机场或者省会机场设立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

基地。

航空器运营人及其他相关单位应当对本单位搬移人员进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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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培训９或者参加机场管理机构组织的残损航空器搬移培训。

第十六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残损航空器

搬移实操演练。

航空器运营人及其他相关单位应当参与机场管理机构组织的

残损航空器搬移演练。

第三章 搬移要求

第十七条 机场及其邻近区域内发生航空器突发事件后９残

损航空器需要搬移的９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搬移协议、搬移预

案和现场情况等及时制定搬移实施方案９并做好设备、人员调配

工作。

航空器运营人应当及时提供航空器配载信息 （包括货物装载

信息、油料信息等）以及相关技术支持９积极配合机场管理机构

制定搬移实施方案。

其他相关单位应当配合机场管理机构做好残损航空器搬移准

备工作。

第十八条 紧急备降等特殊情况下９需要搬移残损航空器９

但航空器运营人未与机场管理机构签订搬移协议的９航空器运营

人应当配合机场管理机构制定搬移实施方案９由机场管理机构组

织搬移。

第十九条 应急救援现场的灭火和人员救护工作结束９经组

织事件调查的部门同意后９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单位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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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残损航空器搬移９并最大限度地在建议时长内完成搬移工作

（见附件3）９尽量减少对机场正常运行的影响。

第二十条 以下情形９机场管理机构可以按其制定的搬移实

施方案９强行搬移残损航空器９并尽量避免造成残损航空器二次

损伤。

（一）残损航空器严重威胁其他航空器、机场航站楼及地面

设施安全的；

（二）机场管理机构与航空器运营人就搬移实施方案难以达

成一致９影响搬移实施且严重影响机场正常运行的；

（三）机场应急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实施强行搬移的。

第二十一条 搬移过程中９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做好现场录

像、拍照、记录工作。

第二十二条 搬移完成后９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快速清理现

场、恢复设施设备９尽快恢复机场正常运行。

第二十三条 搬移工作全部结束后９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召集

有关单位进行总结讲评９对搬移预案中暴露出的不合理部分及缺

陷等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和修改完善。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地区管理局应当根据有关行政检查计划定期对

残损航空器搬移工作实施监督检查９发现存在问题的９应当及时

提出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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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机场管理机构、航空器运营人及有关单位应当

配合地区管理局对残损航空器搬移工作的监督检查９及时整改检

查发现的问题。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残损航空器搬移工作实行有偿服务。具体收费

标准和收费计算方法由有关各方本着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原则

协商确定９并在搬移协议收费条款中予以明确。

航空器运营人未与机场管理机构签订搬移协议的９航空器运

营人应当按照上述原则向机场管理机构支付搬移费用。

第二十七条 航空器运营人认为机场管理机构在搬移过程中

造成残损航空器二次损伤的９可以依法请求损害赔偿。二次损伤

情况应当委托具有相应鉴定能力的民航专业机构鉴定。

机场管理机构认为残损航空器对机场设施设备等造成损害或

者影响机场正常运行造成运营损失的９可以依法请求损害赔偿。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民航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2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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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主要搬移设备的用途简介

一、搬移拖车
搬移拖车是用于航空器发生事故或者起落架受损时代替起落

架使用的航空器搬移救援的载重车辆。主要由拖车底盘平台和支
承上装 （机身支承和机翼支承）组成９前起落架上装支撑平台采
用万向结构设计９支撑宽度可进行调节；主起落架上装支撑平台
采用液压翻转设计９配有不同型号的增高架９满足不同高度航空
器的救援需求。单台搬移拖车的载荷与单线轴承载力有关９线轴
越多承载力越大９如图1所示。

平板车在残损航空器搬移过程中可以代替搬移拖车使用９平
板车的载荷与线轴承载力有关９线轴越多承载力越大。当起落架受
损时９在平板车上一般垫有轮胎、顶升气囊等柔性物体９避免机身
与平板车直接接触９将飞机顶升后放置在平板车上９如图2所示。

图1 搬移拖车使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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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平板车使用示意

二、吊装索具
吊装索具是用于航空器救援的起重装置９主要由副吊带、主

吊梁、副吊梁、主吊带组成。吊装索具各组成部分在设计上可根
据机型大小进行拆卸组装。通常在飞机机身前后以及机翼处均有
起吊点９在使用过程中９主要起吊点为前机身起吊点和机翼起吊点９
后机身起吊点一般不受力９用于稳定飞机。其中前后机身起吊点使
用吊装索具进行起吊、机翼起吊点使用吊绳起吊９如图3所示。

图3 吊装索具使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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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顶升气囊

顶升气囊是在航空器救援中用于将倾覆的航空器顶升恢复至

正常姿态的柔性可充气物体９由独立的气囊单体层叠组成。在起

落架未受损的情形下９需要配合牵引车进行搬移；在起落架受损

的情形下９需要配合搬移拖车或者平板车等进行搬移９并需预留

搬移拖车和平板车的作业空间。顶升高度不足时可以使用枕木搭

建平台满足顶升高度的需求９当单侧主起落架部位受损时可使用

多组气囊进行顶升９如图4所示。

图4 顶升气囊使用示意

四、起落架挂具

起落架挂具是作用于航空器起落架减震立柱９可使牵引车远

距离拖拽航空器行进的装置９由牵引缆、起落架拴系带、安全保

护装置、连接卸扣等组成。根据机型大小确定使用起落架挂具的

长度９使用时绕过主起落架的减震支柱９再绕过起落架轮轴 （双

轮式）或轮轴架 （小车式）９然后用卸扣与安全装置连接好９如

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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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起落架挂具使用示意

五、活动道面
活动道面是铺设在松软湿滑地面上,便于陷入软土地的航空

器及救援车辆顺利通过的一种临时硬化设备９按结构分为平板式
和卷曲式活动道面。平板式活动道面由移动作业路面结构单元、
单孔连接件、双孔连接件三部分组成９单孔连接孔和双孔连接件
主要位于移动作业路面的四个直角区域９连接两块移动作业路面
结构单元。卷曲式活动道面主要由软质移动式道面单元块、单孔
橡胶保护垫、双孔连接保护垫和钢钎四部分组成９用钢钎将卷曲
式活动道面固定在救援区域上９在一定救援条件下可用枕木、钢
板、碎石、其他新型高强度板材等替代９如图6所示。

图6 活动道面使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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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斤顶

千斤顶是将飞机顶起脱离地面的顶升装置９根据作用区域不

同分为机身千斤顶和机翼千斤顶９主要由锁定螺帽、手摇泵、压

力表、气动开关、轮子、万向底座、气管接头等组成９用于更换

飞机主轮或者刹车时使用９在一定情形下可用于应急救援工作９

如图7所示。

图7 千斤顶使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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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主要搬移设备的配置标准

一、搬移拖车

应当按最不利情况９即可使用最大机型3个起落架全部损坏
情形配置。前起落架部位搬移拖车承载能力不小于飞机净重的

30%９单侧主起落架部位搬移拖车承载能力不小于飞机净重的

42.5%。

以某E类机场可使用最大机型B747-400为例９飞机净重
约178吨９前起落架部位搬移拖车承载能力为53.4吨９需配备
承载能力不小于53.4吨的搬移拖车1台；单侧主起落架部位搬
移拖车承载能力75.65吨９因此单侧主起落架需配备承载能力不
小于75.65吨搬移拖车1台９两侧主起落架共需配备搬移拖车2
台。具体型号由机场管理机构自行选配。

其他机型的搬移拖车按照上述计算承载力并选配型号。

二、吊装索具

根据相关标准９吊装索具主吊带额定载荷一般为30吨、60
吨、90吨、120吨、150吨。

前机身部位吊装索具载荷应当大于飞机净重的30%９一般为

1套。后机身部位吊装索具载荷根据航空器损伤程度和为防范二
次损伤要求进行充分评估后确定９总载荷应当大于飞机净重的

70%；当机翼完好时９两侧机翼部位可使用吊绳起吊９单侧吊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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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应大于飞机净重的42.5%。每个机场应当至少按照本机场可

使用的最大机型前机身部位载荷配备1套吊装索具９年旅客吞吐

量1000万 （含）人次以上的机场可以适当增配９后机身部位需

要的吊装索具建议以支援协议的方式获取。具体型号由机场管理

机构自行选配。

以某C类机场可使用最大机型A320-200为例９飞机净重

约42吨９前机身部位吊装索具承载能力为12.6吨９需要配备至

少1套30吨吊装索具。

三、顶升气囊

根据相关标准９顶升气囊额定载荷一般为不小于25吨、30吨、

40吨、60吨９最大顶升高度分别为2米、3米、3米和3.8米。

当起吊点受损９不适用吊装索具起吊时９宜使用顶升气囊顶

升航空器恢复至正常姿态９一般应当至少按可使用最大机型两侧

主起落架受损情形配置。单侧机翼部位顶升气囊承载能力应当大

于飞机净重的42.5%。在顶升过程中９尽量与吊装索具配合使

用９保持机身前后平衡。具体型号由机场管理机构自行选配。

以某E类机场可使用最大机型B747-400为例９飞机净重

约178吨９单侧机翼部位顶升气囊承载能力75.65吨９单侧机翼

部位需配备2组40吨以上顶升气囊９两侧主起落架部位共需配

备4组40吨以上顶升气囊。

以某C类机场可使用最大机型为A320-200为例９根据相

关规定和需求评估９确需配置顶升气囊的９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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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型
机身长度

（米）
机身高度

（米）
机腹高度

（米）
净重

（吨）

1 C919 38 12 - 41.5

2 B737-800 39.5 12.57 1.45 41.413

3 A320 37.57 11.76 1.72 42.4

4 A300 54.1 16.54 2.07 90

5 B747-400 70.6 19.4 2.08 178.756

规定９该机场可以不自配９但应当以协议支援的方式获取顶升气

囊９鉴于一般应用顶升气囊搬移时航空器损伤和调查的实际情

况９获取时不受发生突发事件起4小时之内的时限要求限制。

四、起落架挂具

根据相关标准９起落架挂具牵引缆额定载荷一般为20吨、

40吨和60吨。牵引缆的荷载应当大于飞机主起落架可承受的牵

引拉力９通常按照牵引两侧主起落架的情形所需要的牵引拉力

配置。

以某C类机场可使用最大机型A320-200为例９飞机净重

42吨９单侧主起落架可承受的牵引拉力为13吨９单侧主起落架

部位需配备1套20吨以上起落架挂具９因此两侧主起落架部位

共需配备2套20吨或者1套40吨 （1套40吨时可通过延长牵

引缆分别连接至两侧主起落架部位使用９即相当于2套20吨）

以上起落架挂具。

五、部分机型参数

表1部分机型相关参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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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型
机身长度

（米）
机身高度

（米）
机腹高度

（米）
净重

（吨）

6 B777-200 63.73 18.5 2.15 139.225

7 B787-8 56.7 16.9 1.7 110

8 A330-300 58.82 17.39 2.10 124.5

9 A380 72.73 24.45 2.23 277

10 B747-8 76.4 19.4 2.12 185.972

注：1、C919数据参考有关公开信息９其他数据来源于各机型飞机维

护手册。

2、以上数据仅供参考９具体在评估设备配备需求时还要依据本

机场实际运行机型的飞机维护手册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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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移时长 （小时）

道面或者硬质土面区 软质土面区

C类及
以下机型

D类及
以上机型

C类及
以下机型

D类及
以上机型

机身受损
航空器侧倾９机翼触地造成折损９
机身严重破坏等事件但不必拆解

6.5 7 7.5 8

航空器本体及其他部位未发生严重

损伤９起落架受损及未受损起落架
下轮胎受损９无法靠起落架移动

5 5.5 6 6.5

航空器本体以及其他部位未发生严

重损伤９起落架受损９无法靠起落
架移动

3.5 4 4.5 5

轮胎/刹车
毂受损

航空器本体以及起落架没有受损９
轮胎/刹车毂受损 3 3.5 4 4.5

其他情形

航空器本体没有受损９因液压系
统、发动机故障等系统故障无法靠
自身动力移动９但部件基本完好

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

残损航空搬移情况
2.5 3

损伤分类I
（大类）

损伤情形II
（中类）

起落架

受损

附件3

一般情形的残损航空器搬移建议时长

说明：搬移时长=搬移完成时间-搬移起算时间

搬移完成时间是指残损航空器搬移至指定区域的时间

搬移起算时间一般为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同意搬移的时间。如需要设备支援９且

支援设备到达的时间晚于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同意的时间时９当设备到达的时间小于

等于发生突发事件起4小时的９以支援设备到达时间为起算时间；当设备到达的时

间大于发生突发事件起4小时的９以发生突发事件起4小时为起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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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西藏区局、各监管局９航安办、飞标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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