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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机组成员机上休息设施

１、目的

为明确《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Ｐ 章“机组成员值勤期限制、飞行时间限制和休息

要求”中关于飞行机组成员机上休息设施的要求，特制定本咨询

通告。

２、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扩编飞行机组运行时航空器上机组成员休

息设施的设计和安装。 除提供休息设施外，如果合格证持有人还

自行提供存放个人物品和更换服装的区域，本咨询通告提供了相

应设计和安装的其他信息。

３、规章依据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

１２１ 部）

４、定义

下列术语定义适用于本咨询通告：

睡眠表面：在本咨询通告中是指用于睡眠的任何表面，例如床

位或座位。



５、基本条件和要求

５．１ 在航空器上设置飞行机组睡眠区对于安全运行有一定影

响，应该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确保飞行机组能在适合的环境下

获得较高质量的睡眠：

（１）应提供足够数量的睡眠表面，以供同一时间内需要睡眠

的每一机组成员使用；

（２）对于机组成员休息设施，应提供足够的空间供其睡眠，个

人睡眠空间大小建议至少为 １．０ 立方米（３５ 立方英尺）；

（３）在睡眠表面旁边，用于进出和更衣的自由空间建议至少

为 １．８５ 立方米（６５ 立方英尺）。

５．２ 睡眠表面。 以下为睡眠表面可接受的标准：

（１）１ 级休息设施。 是指休息用的铺位或可以平躺的其他平

面，独立于驾驶舱和客舱，机组成员可控制温度和光线，不受打扰

和噪音的影响。 每个睡眠表面的大小至少为 １．９８ ｘ ０．７６ 米（长和

宽最低值）。 睡眠表面的设计要求是平的，并且在巡航期间保证

其为水平状态。 应提供适当方式确保使用者在每个睡眠表面区域

的隐私，例如安装分隔帘。

（２）２ 级休息设施。 是指飞机客舱内的座位，至少可以利用隔

帘与乘客分隔，避免被乘客打扰，可以平躺或接近平躺，能够遮挡

光线、降低噪音。 同时应适度地免受乘客或其他机组成员的干扰。

例如通常所称的“平躺”式座椅（可略带倾斜）。 对于满足 １ 级休

息设施其他要求，但不满足睡眠表面大小（长或宽最低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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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为 ２ 级休息设施。

（３）３ 级休息设施。 是指飞机客舱内或驾驶舱内的座位，应可

倾斜至少 ４０ 度，并可为脚部提供支撑。 对于满足 ２ 级休息设施其

他要求，但不满足与乘客分隔要求的，视为 ３ 级休息设施。

５．３ 隔离。 以下内容是飞行机组休息设施隔离的可接受的标准：

（１）１ 级休息设施。 机组成员休息设施应位于干扰性的噪音、

气味和振动对睡眠影响最小的地方，设施内不存在令人烦躁的声

响。 应特别注意邻近区域的舱门、乘客服务设备、旅客广播系统

等，确保其对睡眠产生最小的影响。 巡航期间噪音等级不大于 ７５

分贝的范围内被认为是合理的设计目标。

（２）２ 级休息设施。 仅供机组成员使用的座位不能与乘客座

位相连，应通过隔帘或隔板与乘客区域隔离，并且应能够提供较暗

且减弱声音的睡眠环境。

５．４ 对 １ 级休息设施的其他要求：

（１）环境。 气流和温度控制应提供稳定的通风，免受穿堂风、

较冷的区域和温度不稳定变化的影响。

（２）旅客广播系统。 旅客广播系统或其他广播方式应具备相

应功能，向在休息设施内的机组成员只提供必需信息（例如，飞行

中紧急情况，飞机释压、通知隔间使用者为着陆做好准备等）。

（３）应急照明。 在机组成员休息设施内应提供应急照明。

（４）存放和固定。 为机组成员休息设施内每个睡眠表面和座

椅的使用者提供适当的个人物品存放空间和使用者限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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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应急设备和其它设备。

（ ａ）应向使用睡眠表面和机组成员休息设施座椅的每一个机

组成员提供已获批准的氧气设备，以及唤起睡眠中机组成员的声

音警报。

（ｂ）在每一个睡眠表面和位于机组成员休息设施内座椅的使

用者的视野范围内，应有一个或多个点亮的“系好安全带”的标

识。 出于睡眠目的，这些点亮的标识的亮度应较暗。

（ ｃ）应张贴一个或多个“禁止吸烟”的标牌，使每个睡眠表面

和位于休息设施内座椅的使用者清晰可见。

（ｄ）驾驶舱机组成员必须有一种手段，如内话，使其可以唤醒

正在睡眠的机组成员并与其进行沟通。

６、 评定与审定

６．１ 在使用具有机上休息设施的航空器进行扩编飞行机组的

运行前，合格证持有人应确保航空器上机上休息设施获得局方的

评定和审定，即应符合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规定的三个等级休息设施中

一个等级的标准。

６．２ 合格证持有人还应将机上休息设施的使用政策列入其运

行手册中，根据机上飞行机组休息设施的评级来制定运行程序和

安排飞行机组成员的数量。 扩编飞行机组运行程序，至少应包括

以下内容：

扩编飞行机组运行最大飞行值勤期限制

最低设备清单（ＭＥＬ）程序（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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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压

应急通信

客舱冒烟

休息设施内起火

紧急撤离

６．３ 机上休息设施的等级评定和审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１）对于 １ 级休息设施，航空器制造厂家可以向航空器评审

部门（ＡＥＧ）提出申请，对机上休息设施进行评审。 依申请对休息

设施及相关设备进行符合要求的检查和评估后，航空器评审组

（ＡＥＧ）将发布含有休息设施内容的评审结论，包括对有关设施附

近环境的评估。 之后，如果设施附近的环境发生改变，则需要对休

息设施进行重新评估。 除非对休息设施或其某个部件进行了更

改，评审结论中有关休息设施的内容将持续有效。

合格证持有人可依据航空器评审组发布的评审结论以及扩编

飞行机组的运行程序，向负有合格证管理责任的局方提出修改其

运行手册的申请。 该合格证持有人的主任运行监察员组织依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要求和本咨询通告的内容进行审定后，局方可以批

准其运行手册相应内容的修改。

（２）对于 １、２、３ 级休息设施，合格证持有人均可提供相应的

技术参数以及扩编飞行机组的运行程序，向负有合格证管理责任

的局方申请补充合格审定。 该合格证持有人的主任运行监察员组

织依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要求和本咨询通告的内容进行审定。 其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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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 级休息设施的审定，主任运行监察员可以咨询航空器评审组；

对于 ２ 级、３ 级休息设施的审定，应组织进行现场验证进行目视监

察以确定休息设施符合要求。 同时，如果休息设施的设计在使用

前需要机组做准备，如展开床位或座位，或展开脚部支撑物，审定

应包括适当的准备程序、培训要求，以及设施中的任何零件或部件

不工作时建议采取的行动。 审定合格后，可以批准合格证持有人

运行手册相应内容的修改。

（３）对休息设施的更改和维修。 对休息设施最初规格中的任

何部分进行的更改和维修都可能使其不再符合之前评定的等级。

如果不工作的零件或部件不包含在合格证持有人经局方批准的最

低设备清单（ＭＥＬ）中，在与休息设施相关的不工作的零件或部件

得到维修并重新启用之前，飞机只可用于非扩编飞行机组的运行。

如果与休息设施相关联的不工作的零件或部件包含在合格证持有

人经局方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ＭＥＬ）中，并且依照合格证持有人

的程序对其进行故障保留，合格证持有人必须遵守适用的故障保

留程序。 一旦故障保留被撤销，休息设施将恢复其等级，无需重新

进行审定。

７、生效与实施

本咨询通告自下发之日起生效，原《关于飞机上飞行机组睡

眠区的要求》（ＡＣ－１２１ＦＳ－００８）同时废止。 对原按照《关于飞机上

飞行机组睡眠区的要求》 （ＡＣ－１２１ＦＳ－００８）批准的休息设施的重

新审定应结合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第五次修订的补充审定一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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