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管制席

监控管理规程

（征询意见稿）

1. 目的依据

【目的依据】根据《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CCAR-93-R5）

关于对管制席工作进行持续监督并提醒的要求，为进一步明确监控职

责，推动监控新技术、新模式应用，分类、按需、灵活配置持续监控

管制席的人员，特制定本规程。

2.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本规程适用于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以下简

称空管单位）对持续监控管制席的人员（以下简称为监控人员）进行

优化配置的管理。

3. 管理要求

【民航局管理职责】中国民用航空局对全国民航空管单位管制席

监控人员配置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地区管理局管理职责】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地

区管理局）对辖区内各空管单位管制席监控人员配置实行监督管理。



4. 监控人员及要求

4.1. 监控人员职责

【监控人员职责】监控人员负责对管制席实施监控，职责包括：

（1）监控管制席发出指令的合理性；

（2）监听管制席与飞行员陆空对话的一致性；

（3）监控航空器飞行动态与管制指令的一致性；

（4）监控管制席发出的指令与进程单及标牌标注的一致性；

（5）监视航空器间隔的安全性；

（6）监视航空器动态趋势的合理性。

对于程序管制条件下的管制运行场景，监控人员需履行（1）、（2）

和（4）条款的监控职责。

对于监视管制条件下的管制运行场景，监控人员需履行（1）、（2）、

（3）、（4）、（5）、（6）条款的监控职责。但在某些监控场景下，监控

人员可对部分管制席仅承担（5）、（6）条款的监控职责，同时负有对

管制席进行相应提醒的责任。（详见 7.1.1）

4.2. 监控方式

【监控人员实施监控的方式】在确保管制运行安全的条件下，对

管制席实施监控包括以下方式：

（1）同一席位上，对相同扇区（或管制区）的管制席实施监控；

（2）不同席位上，在同一管制运行现场对某一或某些扇区（或

管制区）的管制席实施监控；



（3）通过远程方式，在不同管制运行现场对某一或某些扇区（或

管制区）的管制席实施监控。

4.3. 监控人员分类

【监控人员分类】各空管单位可以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将监控人

员分为以下四类（见图 1）：

一类：同席位上，承担监控职责的人员；

二类：带班主任；

三类：负责管制指挥，并对相邻 1个管制席实施监控的人员；

四类：除二类外，对一个不同席位，或对多个席位（不排除其中

一个席位是同席位）实施监控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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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管制室岗位示意图

4.4. 监控人员实施监控的具体方式

程序管制下，一类监控人员可通过方式（1）履行监控职责（见

图 2），二类监控人员可通过方式（2）履行监控职责（见图 3），四类



监控人员可通过方式（2）、（1）+（2）履行监控职责（见图 4）。

图 2 程序管制下一类监控人员实施的监控方式示意图

图 3 程序管制下二类监控人员实施的监控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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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程序管制下四类监控人员实施的监控方式示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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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程序管制下四类监控人员实施的监控方式示意图 2

监视管制下，一类监控人员可通过方式（1）履行监控职责（见

图 5）；二类监控人员可通过方式（2）、（3）、（2）+（3）履行监控职

责（见图 6）；三类监控人员可通过方式（2）履行监控职责（见图 7）；

四类监控人员可通过方式（2）、（3）、（1）+（2）、（1）+（3）、（2）

+（3）和（1）+（2）+（3）履行监控职责（见图 8）。

指挥

方式（1）

同席位

一类监控
人员

图 5 监视管制下一类监控人员实施的监控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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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监视管制下三类监控人员实施的监控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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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监视管制下四类监控人员实施的监控方式示意图 2

程序管制下，监控人员类型、监控方式和监控职责之间的关系如

表 1所示：

表 1 程序管制下，监控人员类型、监控方式和监控职责之间关系表

方式（1） 方式（2） 方式（1）+（2）

一类 职责 1、2、4 /

二类 / 职责 1、2、4

四类 职责 1、2、4 职责 1、2、4 职责 1、2、4

监视管制下，监控人员类型、监控方式和监控职责之间的关系如

表 2所示：

表 2 监视管制下，监控人员类型、监控方式和监控职责之间关系表

方式（1） 方式（2） 方式（3）
方式（1）

+（2）

方式（1）

+（3）

方式（2）

+（3）

方式（1）

+（2）+（3）

一类 职责 1-6 / / / /

监控方式

监控人员

监控方式

监控人员



二类* / 职责 1-6 职责 1-6 职责 1-6 /

三类 / 职责 5、6 / / /

四类* / 职责 1-6 职责 1-6 职责 1-6 职责 1-6 职责 1-6 职责 1-6

注：*二类、四类监控人员，如果只监控一个席位，需履行职责 1-6。如果

监控两个及以上席位，可只选择监听其中一个席位，并且可根据需要在不同席

位间切换监听，对未被监听的席位需履行职责 5 和 6。

5. 塔台管制单位管制监控配置要求

5.1. 席位配置优化依据

塔台管制单位根据自身管制运行需求，以充分发挥管制员的管制

能力为基本原则，对所辖管制区进行分类、管制员能力进行分级，结

合管制运行环境是否受限情况，形成机场管制席监控人员的配置优化

方案。

5.1.1. 【塔台所辖管制区分类】管制区类型

（1）塔台管制单位可根据所在单位实际情况和管制运行需求，

将所辖管制区的复杂度从难到易划分为若干类型（如附件 1 表 4 所

示），主要依据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a) 机场跑道数量和构型；

b) 机场滑行道数量和构型；

c) 航空器起降架次；

d) 跑道运行模式；

e) 机场附近空域结构；



f) 其他对管制区类型划分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2）塔台管制单位根据辖区内的实际情况和管制运行需求，结

合辖区各种因素的变化情况，可对所辖管制区类型进行周期性调整。

5.1.2. 【管制员执勤能力分级】管制员能力等级

（1）塔台管制单位可根据所在单位人员资质情况和管制运行需

求，按照管制员的岗位执勤能力将管制员分为若干能力等级（如附件

1表 6所示），主要依据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a) 身体状况；

b) 生理年龄；

c) 放单年限；

d) 应急处置能力；

e) 管制运行现场表现；

f) 工作中因技术原因导致的差错次数；

g) 其他对管制员能力等级划分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2）塔台管制单位根据管制员的运行现场表现和管制运行需

求，可对管制员能力等级进行周期性调整。

5.1.3. 【管制运行环境受限】管制运行环境受限情况

当机场运行环境或空管设备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视为管制运行

环境受限。

a)对管制员指挥造成实际影响的使用空域受限，具体场景由空管

单位细化定义；



b) 运行条件变化，具体场景由空管单位细化定义；

c)通信导航监视设备降级及失效，具体情况由空管单位细化定

义。

5.2. 管制监控配置要求

5.2.1. 【管制员及监控人员配置】塔台管制单位原则上应安排一类监

控人员实施监控，但可结合 5.2.2-5.2.5，按照 5.1确定的基本原则，

优化监控人员和管制席人员配置。具体参考附件 1表 1。

5.2.2. 【运行良好降低要求】最近一年中未出现因空管原因导致飞行

事故征候或严重差错，塔台管制单位可根据管制运行需求，结合管制

运行环境是否受限，在所辖管制区复杂度较低的管制席，经安全评估

后可配置二类或四类的监控人员。

5.2.3. 【夜间降低要求】塔台管制单位在夜间低流量执勤阶段，根据

空中交通流量下降情况，可为相关管制席配置二类或四类的监控人

员。低流量水平由管制单位自定。

5.2.4. 【监控数量】塔台管制单位应综合考虑管制运行环境是否受

限，在保证管制运行安全的基础上，二类、四类的监控人员最多可监

控 2个管制席。

5.2.5. 【一类/四类监控人员其他职责】塔台管制单位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和管制运行需求，在保证管制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可赋予一类、四

类监控人员其他职责，例如协调职责。



6. 进近、区域管制单位管制监控配置要求

6.1. 席位配置优化依据

进近、区域管制单位根据自身管制运行需求，以充分发挥管制员

的管制能力为基本原则，对所辖扇区进行分类、管制员能力进行分级，

结合管制运行环境是否受限和管制指令检测功能应用情况，形成管制

席监控人员的配置优化方案。

6.1.1. 【进近区域扇区分类】扇区类型

（1）进近管制单位可根据所在单位实际情况和管制运行需求，

将所辖扇区的复杂度从难到易划分为若干类型（如附件 1表 5所示），

主要依据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a) 空域结构；

b)扇区内航路和航线数量；

c) 扇区内航路交叉点数量及位置；

d) 飞行流量（瞬时/小时飞行流量）；

e) 改变高度层次数；

f) 航路（线）冲突点数量；

g) 其他对扇区类型划分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2）区域管制单位可根据所在单位实际情况和管制运行需求，

将所辖扇区的复杂度从难到易划分为若干类型（如附件 1表 5所示），

主要依据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a) 空域结构；



b)扇区内航路和航线数量；

c) 扇区内航路交叉点数量及位置；

d) 飞行流量（瞬时/小时飞行流量）；

e) 航路（线）冲突点数量；

f) 其他对扇区类型划分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3）进近、区域管制单位根据辖区内的实际情况和管制运行需

求，结合辖区各种因素的变化情况，可对所辖扇区类型进行周期性调

整。

6.1.2. 【管制员执勤能力分级】管制员能力等级

（1）进近、区域管制单位可根据所在单位人员资质情况和管制

运行需求，按照管制员的岗位执勤能力将管制员分为若干能力等级

（如附件 1表 6所示），主要依据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a) 身体状况；

b) 生理年龄；

c) 放单年限；

d) 应急处置能力；

e) 管制运行现场表现；

f) 工作中因技术原因导致的差错次数；

g) 其他对管制员能力等级划分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2）进近、区域管制单位应根据管制员的运行现场表现和管制

运行需求，对管制员能力等级进行周期性调整。



6.1.3. 【管制运行环境受限】管制运行环境受限情况

当扇区内的空域环境或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视为管制运行环境受限。

a) 对管制员指挥造成实际影响的使用空域受限，具体场景由空

管单位细化定义；

b) 运行条件变化，具体场景由空管单位细化定义；

c) 通信导航监视设备降级及失效，具体情况由空管单位细化定

义。

6.1.4. 【管制指令检测技术应用】管制指令检测技术应用情况

当进近、区域管制单位配置管制指令检测技术相关系统和设备

的，应具备以下管制指令检测功能，且需满足相应性能和可靠性要求

（见附件 1表 7）：

a) 航空器飞行动态与管制指令的一致性检测;

b) 管制指令与进程单及标牌标注的一致性检测;

c) 管制指令可能产生的潜在冲突的检测。

6.2. 管制监控配置要求

6.2.1. 【管制员及监控人员配置】进近、区域管制单位原则上应安排

一类监控人员实施监控，但可结合 6.2.2-6.2.5，按照 6.1确定的基本

原则，优化监控人员和管制席人员配置。具体参考附件 1表 2和表 3。



6.2.2. 【运行良好降低要求】进近、区域管制单位最近两年中未出现

因空管原因导致飞行事故征候或严重差错的，可结合管制运行环境是

否受限和席位上的设备是否具备管制指令检测功能，在所辖扇区复杂

度较低的管制席，经安全评估后可配置二类、三类或四类的监控人员。

6.2.3. 【夜间降低要求】进近、区域管制单位在夜间低流量的执勤阶

段，可根据空中交通流量下降情况，为相关管制席配置二类、三类或

四类的监控人员。

6.2.4. 【监控数量】进近、区域管制单位应综合考虑管制运行环境是

否受限和席位上的设备是否具备管制指令检测功能，在保证管制运行

安全的基础上，二类监控人员最多可监控 2个管制席，四类监控人员

最多可监控 3个管制席。

6.2.5. 【一类/四类监控人员其他职责】进近、区域管制单位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和管制运行需求，在保证管制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可赋予一

类、四类监控人员其他职责，例如协调职责。

7. 运行及配置管理

7.1. 运行管理

7.1.1. 【一对多监控时的要求】在监视管制条件下，当一名监控人员

监控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管制席时，应当严密监视各席位的飞行动态和

间隔，并根据实际情况至少选择监听其中一个管制频率，并且可以根



据需要在不同频率间切换监听。被监视的各席位应尽可能增加必要的

视觉信息。

7.1.2. 【超负荷时的要求】管制席管制员或监控人员，当认为管制监

控配置不能满足岗位执勤要求时，应向带班主任提出。带班主任应当

及时调整管制席和监控人员的配置。

7.1.3. 【指令检测异常的要求】各单位应为具备配置管制指令检测功

能的管制扇区，制定无管制指令检测功能下的管制席监控人员配置预

案，以确保管制指令检测功能出现异常时，可立即恢复到该扇区类型

下无管制指令检测功能时的管制监控配置。

7.2. 配置管理

7.2.1. 【优化方案制定】各单位对管制席监控人员进行优化配置时，

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管制运行需求，制定管制席监控人员配置优化

方案和应急保障措施。

7.2.2. 【优化方案审核】各单位安全管理部门负责审核本单位提交的

管制席监控人员配置优化方案和应急保障措施，必要时可由上一级管

理机构的安全管理部门进行审核，确保其满足管制运行安全。

7.2.3. 【地区空管局指导与安全检查】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

局负责指导各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空管局）的管制席

监控人员的配置，并对其管制席监控人员配置的运行情况进行安全检

查，确保管制运行持续安全。



7.2.4. 【空管分局（站）指导与安全检查】地区空管局负责指导辖区

内各空中交通管理分局（站）的管制席监控人员的配置，对其管制席

监控人员配置的运行情况进行安全检查，确保管制运行持续安全。

7.2.5. 【中小机场指导与安全检查】各中小机场（集团）负责指导所

属管制单位的管制席监控人员的配置，并对管制席监控人员配置的运

行情况进行安全检查，确保管制运行持续安全。

7.2.6. 【局方备案】地区管理局负责所辖地区各单位提交的管制席监

控人员配置优化方案的备案，可根据管制运行安全需要提出修改意

见。

7.2.7. 【局方视情评审】地区管理局可视情对各单位所提交的管制席

监控人员配置优化方案进行评审，根据需要可组织第三方机构进行安

全评估。



附件 1 管制监控配置要求示例

表 1 塔台管制监控配置表

席

位

所辖管

制区类

型

管制运行

环境受限

配置要求 1
（管制员等级为最低要求）

配置要求 2
（管制员等级为最低要求） 备注

管制指挥 监控 管制指挥 监控

塔

台

管

制

席

位

I类 / A 一类 C C 一类 A 监控人员只能监控

1个管制席。

II类

/ A 一类 D D 一类 A

否 A 可为二类或四类 A 可为二类或四类

二类或四类监控人

员可同时监控 2个
管制席。

/
B 一类 C C 一类 B 监控人员只能监控

1个管制席。

III类
/

A 一类 E D 一类 B 二类或四类监控人

员可同时监控 2个
管制席。

B 一类 D E 一类 A
否 B 可为二类或四类 B 可为二类或四类

IV类 / B 可为二类或四类 B 可为二类或四类

……

注：/表示不考虑管制运行环境是否受限。



表 2 进近和区域管制监控配置表（不具备管制指令检测功能）

席

位

扇区

类型

管制运行

环境受限

配置要求 1
（管制员等级为最低要求）

配置要求 2
（管制员等级为最低要求） 备注

管制指挥 监控 管制指挥 监控

进

近

管

制

席

位

I类
/

A 一类 B B 一类 A 监控人员只能监控

1个管制席。

II类
/ A 一类 C B 一类 B 二类或四类监控人

员可同时监控 2个
管制席。

/ B 一类 B C 一类 A

III类
/ A 一类 D C 一类 B
/ B 一类 C D 一类 A

IV类

/ B 一类 D D 一类 B

否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V类
/

C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C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

区

域

管

制

席

I类
/

A 一类 B B 一类 A 监控人员只能监控

1个管制席。

II类
/ A 一类 C B 一类 B 二类或四类监控人

员可同时监控 2个
管制席。

/ B 一类 B C 一类 A
III类 / A 一类 D C 一类 B



位 / B 一类 C D 一类 A

IV类

/ B 一类 D D 一类 B

否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V类 / C及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C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

注：/表示不考虑管制运行环境是否受限。



表 3 进近和区域管制监控配置表（具备管制指令检测功能且满足要求）

席

位

扇区

类型

管制运行

环境受限

配置要求 1
（管制员等级为最低要求）

配置要求 2
（管制员等级为最低要求） 备注

管制指挥 监控 管制指挥 监控

进

近

管

制

席

位

I类 / A 一类 B B 一类 A 监控人员只能监控

1个管制席。

II类
/ A 一类 C B 一类 B 监控人员只能监控

1个管制席。/ B 一类 B C 一类 A

III类

/
A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A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二类监控人员可同

时监控 2个管制

席。

四类监控人员可同

时监控 3个及以下

的管制席。

否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IV类

/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否 C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C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V类
/

C 可为二类或三类

或四类
C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

区

域
I类

/
A 一类 B B 一类 A 监控人员只能监控

1个管制席。



管

制

席

位

II类 / A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A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二类或四类监控人

员可同时监控 2个
管制席。

III类

/
A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A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二类监控人员可同

时监控 2个管制

席。

四类监控人员可同

时监控 3个以下的

管制席。

否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IV类

/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B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否 C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C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V类 / C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C 可为二类、三类

或四类

……

注：/表示不考虑管制运行环境是否受限。



表 4 塔台管制区分类参考表

管制区

类型
影响因素

类别

I类 II类 III类 IV类

塔台

必选

因素

空域结构 复杂 中等 一般 简单

跑道构型 构型复杂 构型中等 构型一般 构型单一

跑道数量（n）（条） 2≤n 1≤n≤2 1≤n≤2 n=1

滑行道构型 构型复杂 构型中等 构型一般 构型单一

……

可选

因素

滑行道数量（n）（条） 10＜n 6＜n≤10 4＜n≤6 n≤4

每小时进出港飞行架次

（n）（架次）
60＜n 40＜n≤60 20＜n≤40 n≤20

……



表 5 进近和区域管制扇区分类参考表

扇区

类型
影响因素

类别

I类 II类 III类 IV类 V类

进近

管制

扇区

必选

因素

空域结构 很复杂 复杂 中等 一般 简单

扇区内航路和航线数量（n）（条） 6＜n 4＜n≤6 2＜n≤4 n≤2 不要求

……

可选

因素

扇区内高峰 80%飞行流量（n）（架次） 8＜n 6＜n≤8 4＜n≤6 2＜n≤4 不要求

扇区内航路交叉点数量（n）（个） 4≤n 3≤n≤4 2≤n≤3 n≤2 不要求

……

区域

管制

扇区

必选

因素

空域结构 很复杂 复杂 中等 一般 简单

扇区内航路和航线数量（n）（条） 6＜n 4＜n≤6 2＜n≤4 n≤2 不要求

……

可选 扇区内高峰 80%飞行流量（n）（架次） 12＜n 10＜n≤12 8＜n≤ 4＜n≤8 不要求



因素 10

扇区内航路交叉点数量（n）（个） 4≤n 3≤n≤4 2≤n≤3 n≤2 不要求

……



表 6 管制员能力分级参考表

/ 影响因素
等级

A级 B级 C级 D级 E级

管

制

员

相

关

因

素

必选因素

身体健康情况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雷达管制执照 持有 持有 持有 持有 持有

ICAO英语等级 4级 4级 4级 4级 4级

管制能力（包括应急能力） 最强 很强 较强 一般 一般

管制现场表现 最优 优秀 良好 一般 及格

放单扇区情况（包括放单扇区

数量）

均可值守 均可值守 值守 80%

以上席位

值守 60%

以上席位

值守 20%

以上席位

因个人技术原因在工作中出

现管制差错的次数
无 无 无

最近两年

最多 1次

最近一年

最多 1次

……



可选因素

年龄（n）（岁） 28≤n≤40 25≤n≤45 25≤n≤50 25≤n 25≤n

放单年限
>8年 >5年 >3年 >1年

刚放单及

以上

……



表 7 管制指令检测功能符合要求参考表

功能名称 相关要求

管制指令检测功能

纠错概率大于 99%

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大于 2000小时

平均修复时间（MTTR）小于 0.5小时

虚警率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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