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 

编    号：MD-TM-2000-176 

部门代号：TM 

日    期：2000 年 11 月 27 日 
                                                                               

关于下发《民航航行情报处理系统 

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管理局： 

为规范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使用，提供及时、准确、完整的航行情报，现下发《民

航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管理规定》，请遵照执行。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 

二OO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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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航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管理，保证各地按照统一要求和规

范，正常运行系统，提供及时、准确、完整的航行情报，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民航航行情报处理系统是民航航行情报自动化系统的组成部分，是提供

航行情报服务的重要设施。 

第三条  民航航行情报处理系统主要用于接收、处理和发布国内外航行通告、雪

情通告及其它电报，并向航空公司、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和其它用户提供飞行前资料公

告和航行通告的查询服务。 

第二章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组成和各级单位的职责 

第四条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组成。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分三级组成： 

(一)一级中心：民航总局空管局航行情报服务中心所属航行通告室； 

(二)二级中心：各地区空管局航行情报中心所属航行通告室； 

(三)节点用户：通过网络与一级中心和二级中心连接的远程用户。 

第五条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各级单位必须履行规定的职责，按照分工管理和运

行系统，以保证提供及时、准确、完整的航行情报。 

第六条  一级中心的职责： 

(一)负责民航总局空管局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运转，监督全系统的运行情况； 

(二)利用系统接收、处理国内外航行通告、雪情通告和其它电报，发布 A、C 系

列的航行通告、雪情通告和其它电报； 

(三)向其它国家的航行情报部门提供航行通告的自动查询服务，归口答复国外的

有关要求； 

(四)发布“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管理通告”，通报静态数据库参数及程序变化等有

关事宜，确定疑难电报的处理方法； 

(五)指导各地有关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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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为系统总备份，必要时向国内外用户提供飞行前航行情报服务； 

(七)负责受理各地有关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故障报告，向指定维修部门通报无法

自行排除的故障，并督促其及时排除和修复。 

第七条  二级中心的职责： 

(一)负责本中心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正常运转，监督本地区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

运行情况； 

(二)利用航行情报处理系统接收、处理国内外航行通告、雪情通告和其它电报，

并发布本地区的航行通告、雪情通告和其它电报； 

(三)按照一级中心的指示修改系统通用参数，并维护本地航行通告数据库； 

(四)利用系统向本地区用户和临时备份的用户提供飞行前资料公告和航行通告

的查询服务； 

(五)指导本地区节点用户的日常工作； 

(六)受理本地区节点用户的故障报告，并及时向一级中心报告本地区的系统的不

正常情况。 

第八条  节点用户的职责： 

(一)管理本地设备，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转； 

(二)利用系统接收、处理国内外航行通告、雪情通告和其它电报，发布本机场的

航行通告、雪情通告和其它电报； 

(三)利用系统提取飞行前资料公告或查询航行通告； 

(四)当系统发生故障不能恢复时，从规定的中心提取航行通告； 

(五)按照一级中心的指示修改系统通用参数，维护本地数据库； 

(六)遇系统故障需要上级单位派人维修时，及时向二级中心报告系统的不正常情

况。 

第三章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管理和使用 

第九条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运行管理应以本规定为依据，并按照《民航航行情

报处理系统操作规程》运行系统。 

第十条  系统软件和数据库是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核心。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运

行，一级中心和二级中心必须设立航行数据库管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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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各级部门必须选择合格的系统管理员负责系统软件和数据库的管理

工作。 

第十二条  系统管理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系统软件的安装和日常维护，使系统正常运转； 

(二)负责静态数据库的建立、修改和日常维护； 

(三)根据工作需要，按照规定的业务流程修改静态数据库数据，保证数据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 

(四)负责规定范围内的用户帐号和口令的管理，保证系统的安全； 

(五)负责软件的管理和数据库的备份； 

(六)负责定期清查计算机病毒的工作； 

(七)系统出现不正常情况不能立即排除时，及时报告单位领导和系统的上级机

构，迅速采取措施，使系统恢复正常。 

第十三条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必须设立操作员席位，进行航行情报的处理、提供

和发布工作。 

第十四条  为保证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飞行安全，航行情报处理

系统的操作人员应是持有有效执照的航行情报员。操作员必须了解航行情报处理系统

概况，熟悉操作员程序。 

第十五条  操作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利用系统接收、发布和处理航行通告、雪情通告及其它电报。 

(二)按照操作规程编制航行通告校核单、航行通告明语摘要。 

(三)根据用户要求提取飞行前资料公告或查询航行通告、雪情通告等航行情报。 

(四)遇系统故障或不正常时，及时通知系统管理员并报告领导。 

第十六条  系统管理员和操作员在上岗前必须经过《民航航行情报处理系统操作

规程》和有关规定的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离开岗位半年以上的系统管理员

和操作员，必须经过考核合格后，才能重新上岗。 

第十七条  为保证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安全，禁止在系统的计算机上运行与工作

无关的软件，尤其禁止运行计算机游戏软件。凡规定在本系统计算机上运行的软件均

应确保不携带计算机病毒，各地应购买防病毒软件定期进行病毒检测。 

第十八条  任何人员不得利用本系统设备直接或间接联入互联网和未经批准的

其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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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使用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各级航行情报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或协

议向航空公司机组、签派部门、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及其他用户提供服务。 

第二十条  各单位要求加入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网络，必须事先向地区空管局航行

情报管理部门申请。地区空管局必须对申请单位的设备、软件和人员技术情况等条件

进行检查，核准同意后，上报总局空管局，经总局空管局批准后方可入网正式工作。 

第二十一条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网络地址、电话号码、用户帐号、密码、系统

数据等资料关系到系统的安全，属于保密资料。使用系统的人员必须做好保密工作。

各部门应控制使用范围，当使用本系统的工作人员调离岗位时，必须及时注销其密码，

更改有关帐号。为保证系统的安全和正常运行，各地必须严格管理帐号和口令，严禁

擅自增加帐号，分配口令，使未经批准的用户入网提取或发布情报。帐号和口令应上

报一级中心备案。 

第二十二条  民航各级航行情报部门必须按照《民航航行情报处理系统操作规

程》运行系统，在发布航行通告和雪情通告时，严格按照民航总局空管局颁发的《一

级航行通告和雪情通告拍发规定》中的要求填写各项内容，并按照操作程序将航行通

告、雪情通告发至规定的国内外航行情报部门。在拍发其它电报时亦须按照规定格式

执行，不得擅自改变。 

第二十三条  非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网络组成单位的民航航行情报部门，亦须按照

规定格式发布航行通告、雪情通告及其它电报，以保证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正常运行

和处理效率。 

第二十四条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提供了查询航行通告、雪情通告等信息和提取飞

行前资料公告的功能，系统将按照协议要求向用户提供服务。 

网内用户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网内用户，包括空管系统用户和航空公司用户，在提取飞行

前资料公告、查询航行通告和雪情通告等信息时，必须按照《民航航行情报处理系统

操作规程》的规定执行。在航行情报值班室，向机组和其它用户提供航行通告和飞行

前资料公告的工作由航行情报值班人员负责。值班员根据协议的用户要求提取飞行前

资料公告和其它航行情报。 

非网内用户 

未入网的民航航行情报部门仍然按照现行方法向机组提供航行情报服务。装有电

报终端设备的民航航行情报部门，必要时亦可按照规定格式发出固定格式电报，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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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的二级中心数据库提取飞行前资料公告或航行通告，供机组或其它用户使用。 

第二十五条  任何人员不得利用系统向外国航空公司或其他外籍用户提供未经

批准的航行情报。 

第二十六条  为了保证航行情报服务的可靠性和连续性，确保飞行安全和正常，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必须保持每天 24 小时连续运转。各地必须按照一主、二备、三应

急的原则配备设备，并制定可靠的应急方案。平时应当认真维护备份设备，保持设备

处于良好状态，可以随时上线使用。 

第二十七条  当系统故障无法及时排除，备用设备亦不能提供服务时，故障单位

应利用其它设备，远程访问备份中心的数据库，提取需要的航行情报，以保证对用户

的服务。远程访问备份中心应尽量采用减少提取航行情报数量的方式，缩短占用时间，

并尽量使用复印设备进行复制，以减少备份单位的负荷量。 

第二十八条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数据是航行情报部门提供服务的重要资源。各

地必须制定备份数据库数据的工作程序，按规定进行备份工作。 

第二十九条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各中心数据库必须每天备份一次，备份数据至少

保留三个月。备份数据应保存在不同的设备和不同的磁盘或光盘中。 

第三十条  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的设备是系统运行的基础。各地必须严格管理，认

真维护系统设备及其它设施，达到以下要求： 

(一)保持机房整洁卫生，并保持适当的温度和湿度； 

(二)在机房内严禁吸烟、喧哗、打闹和进行娱乐活动； 

(三)按照操作程序定期维护计算机和外围设备，防止违规操作造成设备损坏、软

件删除，甚至系统瘫痪； 

(四)经常检查电源线、地线、插座、UPS、配电板等供电设施及避雷设备，保证

系统的供电稳定可靠，并注意防火和用电安全； 

(五)禁止无关人员使用本系统； 

(六)保管好系统的各种资料、手册、软件磁盘和光盘。 

第三十一条  各单位必须建立航行情报处理系统工作日志。系统管理员和操作员

对系统运转中发生的重要事项、不正常情况以及处理的结果、注意事项等应在各自的

工作日志中详细地如实记载，并告知接班人员。有关重要事项应报告单位领导。 

第三十二条  凡违反本规定造成系统瘫痪、泄密、设备损坏等后果严重的，将依

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6



 7

第三十三条  各级航行情报管理部门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所属地区航行情

报处理系统的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和指出工作中存在问题，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即日起执行，原《航行情报处理系统管理暂行规定》自本

规定执行之日起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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