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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航数据库管理背景导航数据库管 背景

自2007年ICAO正式发布《PBN手册》（DOC 
9613，第三版）以来，全球统一协调推广PBN应用。

中国民航局于2009年10月，向全球发布了《中国中国民航局于2009年10月，向全球发布了《中国
民航PBN实施路线图》，并陆续发布了相关运行咨询
通告。通告。

与先前传统运行相比较，PBN运行代表了从基于

陆基导航台相对位置的传统导航 到主要基于卫星导陆基导航台相对位置的传统导航、到主要基于卫星导
航的绝对位置（WGS-84）基于性能的导航的转变，

因此具有诸多有别于传统运行的典型特征 对导航数因此具有诸多有别于传统运行的典型特征，对导航数
据库也有特殊的需求。





1 1 运行需求1.1 运行需求
坐标系变化

PBN运行主要基于GNSS导航 目前主用导航卫星系统为PBN运行主要基于GNSS导航，目前主用导航卫星系统为
GPS，GPS定位基于WGS-84坐标系；

我国目前在NAIP和AIP上公布的坐标 很大一部分还是我国目前在NAIP和AIP上公布的坐标，很大一部分还是
BJ-54坐标系，BJ－54与WGS-84坐标系存在较大差异；

在传统运行时 在导航数据库中不需要跑道入口坐标 在在传统运行时，在导航数据库中不需要跑道入口坐标，在
PBN运行中需要高精度入口坐标；

PBN运行是，如果导航台是导航定位源（如DME/DME）PBN运行是，如果导航台是导航定位源（如DME/DME）
，则对该台的坐标有较高要求。如果仅供交叉检查，则要
求稍低。



障碍物及空域避让

传统程序保护区相对较宽，飞行主要采用相对位置方式，
对障碍物及航路点坐标质量要求不高；

精确的障碍物和空域数据，是在进行PBN程序设计是划设
保护区的重要依据；

RNP进近（尤其RNP值很小时）需要高精度的WGS-84航
路点坐标，来建立精确的进近引导航迹，以避让障碍物或
空域空域；

不确定的障碍物高程信息，将导致垂直超障余度的增加，
影响程序的优化和航空器性能的发挥影响程序的优化和航空器性能的发挥。





航空器控制

PBN运行由于采用星基导航或陆基导航实时绝对位置（
WGS-84坐标）来引导，将主要依赖导航数据库信息来控

制和管理航空器，因此数据库的准确性和完好性将直接影
响飞行及运行安全；

精确的航路点坐标能建立精确的航径 航空 引 和控制精确的航路点坐标能建立精确的航径，航空器引导和控制
准确性更高；

在 些特殊机场（如西藏林芝机场） 由于地形条件及其在一些特殊机场（如西藏林芝机场），由于地形条件及其
复杂，机场可能没有传统飞行程序或程序可飞性差，唯一
依靠的RNP AR进近，对导航数据库的要求更高。依靠的RNP AR进近，对导航数据库的要求更高。



1 2 管理需求1.2 管理需求
虽然ICAO、CAAC、FAA、EASA等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

导航数据库相关的规章 但是这些规章不能完全满足我国PBN导航数据库相关的规章，但是这些规章不能完全满足我国PBN
运行对导航数据库管理的需求。

数据源 致性数据源一致性
我国关于地理信息的管理政策，目前与中国民航PBN运行
相关要求有 定的差异相关要求有一定的差异；

源数据可能来自于政府、航空公司、NAIP、委托测绘单
位等 源数据可能有较大差异；位等，源数据可能有较大差异；

全国所有民用机场，目前已完成WGS-84坐标统一测量，
中国民航局将分阶段陆续公布。中国民航局将分阶段陆续公布。

。



导航数据库编码

源数据的精确性和完好性将直接源数据的精确性和完好性将直接
影响数据库质量；

源数据错误或误差大 将导致无源数据错误或误差大，将导致无
法编码；

导航数据库编码错误 将导致程导航数据库编码错误，将导致程
序不可用或可飞性很差；

合理选择航径终结码、高度控制合理选择航径终结码、高度控制
和速度控制等，能优化程序，提
高可飞性；

由于有不同的编码服务商、
ARINC版本和航电，必须要对其
进行规范 需要管理法规进行规范，需要管理法规。



数据库验证、维护及第三方比对数据库验证、维护及第三方比对
航空公司，或者航行情报主管单位和程序设计单位，需
要对运行的数据库进行日常维护；要 护

如果公司大、运行机场和航线多，即使借助专用维护工
具，导航数据库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和压力也很大；

在周期更新后，发现错误并及时和数据库服务商建立及
时、准确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新设计PBN程序、新制作的导航数据库，必须要经过多

次验证，包括专用工具、第三方比对、模拟机验证和实
地飞行验证等地飞行验证等。



局方监管局方监管
对程序设计单位、导航数据库编码商、航电制造商等进行
资格审查；

组织对新设计或有较大修改的旧程序维护审定，包括导航
数据库；

运行程序、数据持续监管；

如发现有潜在运行风险的程序和数据库，应通知停用并下
达整改意见。





2.导航数据库管理咨询通告的考虑导航数据库管理咨询通告的考虑

2.1 主要参考法规主要参考法规

a．CAAC相关法规和咨询通告

“中国民航基于性能的导航（PBN）实施路线图”中国民航基于性能的导航（PBN）实施路线图

CCAR-175TM-R1,“民用航空情报工作规则”

“中国民航国内航空资料汇编”中国民航国内航空资料汇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行资料汇编”

“中国民航班机航线汇编”“中国民航班机航线汇编”

AP-175-TM-2009-01，“中国民用机场原始资料提供及
上报规程”上报规程



AC-91FS-05, “特殊航空器和机组（SAAAR）实施所需
导航性能（RNP）程序的适航和运行批准准则”

AC-91-08，“RNAV5运行批准指南”

AC-91-FS-2009-12，“在海洋和偏远地区空域实施
RNP4的运行指南”

“在航路和终端 实施 和AC-91-FS-2008-09，“在航路和终端区实施RNAV1和
RNAV2的运行指南”

AC 91 FS 2010 01R1 “在终端区和进近中实施RNPAC-91-FS-2010-01R1，“在终端区和进近中实施RNP
的运行批准指南”

AC 97 FS 2011 01 “民用航空机场运行最低标准制定AC-97-FS-2011-01， 民用航空机场运行最低标准制定
与实施准则”





b.FAA相关法规和咨询通告

AC 20-153A，“航空数据处理和相关导航数据库的认可”

FAAO 8260.58，“美国PBN仪表程序设计标准”美国 仪表程序设计标准

AC 90-105，“美国国家空域内RNP运行和气压垂直导航
批准指南”

AC 90-96A，“美国营运人和航空器在欧洲B-RNAV和P-
RNAV空域根据仪表飞行规则（IFR）运行的批准准则”

AC 90-100A，“美国终端区和航路区域导航运行”

FAAO 8400.33，“获取所需导航性能RNP-4海洋和偏远
地区运行批准的程序”





c.欧洲相关法规和咨询通告

AMC 20-4，“用于欧洲B-RNAV空域的导航系统的适航和
运行标准”

ED-77A，“航空信息标准”

ED-76，“航空数据处理标准”

ED-99B，“机场制图信息的用户要求”

ED-98A，“地形和障碍物数据的用户要求”

ED-119A，“地形、障碍物和机场制图数据互换标准”

TGL-10R1，“在欧洲制定空域进行精密区域导航（P-欧洲 精密 航
RNAV）运行的适航和运行批准”

AMC 20-27，“RNP APCH（含APV Baro-VNAV）适航
和批准标准”



d．ICAO文档

ICAO附件4，“航图”

ICAO附件11，“空中交通服务”附件 空中交通服务

ICAO附件14，“机场”

ICAO附件15，“航行情报服务”ICAO附件15， 航行情报服务

ICAO DOC 9613（第三版），“PBN手册”

ICAO DOC 8168（第二卷），“目视和仪表飞行程序设ICAO DOC 8168（第二卷）， 目视和仪表飞行程序设
计规范”

ICAO DOC 9368，“仪表飞行程序设计手册”表 序

ICAO DOC 9906，“飞行程序设计质量保证手册”

ICAO DOC 9905，“RNP AR程序设计手册”， 程序设计手册



e．RTCA文档

RTCA/DO-200，“用户可选择的导航数据库的准备、验
证和分发”

RTCA/DO-201，“航空服务信息的用户建议”

RTCA/DO-200A，“航空数据处理标准”

RTCA/DO-201A，“航空信息标准”

RTCA/DO-236B，“最低航空系统性能标准：区域导航所
需导航性能”

RTCA/DO-272B，“机场制图信息的用户要求”

RTCA/DO-276A，“地形和障碍物数据的用户要求”

RTCA/DO-291A，“地形、障碍物和机场制图数据互换标
准”



f．ARINC文档

ARINC-424，“导航系统数据库”。

ARINC-816，“机场地图数据库的嵌入式交换格式”机场 图数据库的嵌 式交换格式

g.TSO文档

TSO-C129a “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机载补充TSO-C129a， 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机载补充
导航系统”

TSO-C145a，“用广域增强系统（WAAS）增强的使用全TSO C145a， 用广域增强系统（WAAS）增强的使用全
球定位系统（GPS）的机载导航传感器”

TSO-146a，“用广域增强系统（WAAS）增强的使用全用 统 使用
球定位系统（GPS）的独立式机载导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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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中国民航导航数据库管理的思考关于中国民航导航数据库管理的思考
统一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

主要针对局方和航空公司导航数据库管理；主要针对局方和航空公司导航数据库管理；

兼顾程序设计方、导航数据库制造商、航电制造商和数据
库比对方（第三方）的管理；库比对方（第 方）的管理；

规范导航数据库数据源和导航数据库制作流程；

涵盖新程序设计、旧程序维护的导航数据库管理；涵盖新程序设计、旧程序维护的导航数据库管理；

符合当前航空公司对导航数据库的使用需求和管理需要，
同时考虑后续发展需求等。



3.飞行学院与汉莎系统的交流与合作飞行学院与汉莎系统的交流与合作

为了更好地完成导航数据库管理研究工作，民航飞行学院与

汉莎系统等，建立了长期合作交流关系。

2012年8月 民航飞行学院课题组 在瑞士接受了汉莎系统2012年8月，民航飞行学院课题组，在瑞士接受了汉莎系统

的专题培训。

近年来 导航数据库管理研究课题组 多次参加国内外PBN近年来，导航数据库管理研究课题组，多次参加国内外PBN
运行、导航数据库研讨及相关民航新技术会议，为课题研究

储备知识和技术。

先后参加了四次导航数据库专题研讨会，包括两次广州会议

、一次三亚会议、一次西宁会议。





4.后续工作计划后续 作计划

将由飞标司牵头召开“航空公司导航数据库管理规将 飞 司牵头 航 司导航数 管 规
范”咨询通告撰写讨论会；

收集航空公司及相关各方反馈意见；收集航空公司及相关各方反馈意见；

修改定稿送审；

2013年择时发布咨询通告2013年择时发布咨询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