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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交通管制容量评估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容量评估及管理

工作，根据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参照国际民航组织

有关文件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容量评估，从

事相关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应当遵守本规范。

第三条 声明管制容量也称为声明管制通行能力，是衡量空

中交通管制系统或其任何子系统或运行席位在正常运行期间为航

空器提供服务的能力。它表示为在给定时间段内进入特定空域的

航空器数量，需要考虑天气、管制单元配置、可用的人员和设

备，以及可能影响负责空域的管制员工作负荷的任何其他因素。

本规定所称管制容量是指航路 （航线）的声明管制通行能力。

第四条 民航局负责指导全国管制容量的评估及管理工作；

各地区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内管制容量评估及管理工作的监督和

检查。

民航局空管局负责所属单位管制容量的统一管理。

第二章 管理要求

第五条 各管制单位应评估并发布其管制区内各管制扇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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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位的管制容量。

第六条 管制容量应当以空域在一特定时间内能够接收的最

多数量的航空器架次表示，可以用每小时持续的交通流量对通行

能力进行描述。

第七条 各管制单位在评估管制容量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一）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类型和能力；

（二）有关管制区、管制扇区或机场结构的复杂性；

（三）管制员工作负荷，包括应履行的管制和协调任务；

（四）正在使用的通信、导航和监视系统的种类及其技术可

靠性和可用性的程度，以及备用系统和程序的可用性；

（五）向管制员提供支持和告警功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

可用性；

（六）其他任何与管制员工作负荷有关的因素。

第八条 除第七条各项因素外，涉及机场的容量评估还应考

虑：

（一）特定时间进场和离场的航班数量；

（二）在用的跑道和运行模式 （进场、离场混合或独立运

行）；

（三）所需的间隔；

（四）航空器的速度；

（五）机型混合比；

（六）跑道占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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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机场的基础设施 （如停机位的可用性、活动区的拥挤

程度）

第九条 用于评估管制容量的方法详见 《空域容量评估方法

指导材料》（IB-TM-2006-004），可参考国际民航组织 《空中

交通服务规划手册》（Doc9426）以及 《协作性空中交通流量管

理手册》（Doc9971），同时应注意：

（一）可以利用管制员的反馈、因超负荷导致事故征候的报

告以及管制现场观察来评价管制通行能力。运行事后分析和评价

可以对管制通行能力提供重要反馈。

（二）在进行管制通行能力评估时，应当考虑与相邻管制扇

区 （包括相邻国家管制扇区）管制通行能力评估的协调。

第十条 如交通流量需求预计会超过可以提供的管制容量时，

管制单位可以采取流量管理措施，调节交通流量，确保空中交通

安全。

第十一条 各管制单位应当定期复查管制容量与流量的关系，

每年不得少于2次。可行时，通过灵活使用空域提高运行效率，

提高管制容量。

第十二条 如流量经常超出管制容量导致持续和频繁的航班

延误，或预测的流量明显超过管制容量时，各管制单位应尽可能

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管制容量，同时制定增加管制容量的

计划以满足实际或预测的需求。

第十三条 各管制单位应通过管制协议和工作程序加强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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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路航线使用，以增加管制容量，提高航空器运行的效率和灵活

性。协议和程序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有关空域的水平和垂直范围或航路航线；

（二）空域使用的条件；

（三）使用的时间和期限；

（四）使用有关空域的限制；

（五）其他使用要求。

第十四条 管制单位应当建立符合运行情况的管制容量评估

制度，管制容量评估及数据维护应当纳入管制运行日常工作。出

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各管制单位应当开展管制容量评估工作：

（一）管制间隔或运行模式发生改变；

（二）管制运行规则或程序发生较大改变；

（三）空域、扇区、航路航线、进离场航线及飞行程序发生

较大改变；

（四）管制新技术应用；

（五 ）其他对管制通行能力可能有影响的情形。

第十五条 各管制单位管制容量由其安全责任主体单位审核

发布，并抄送地区管理局和地区空管局。管制容量有关敏感数据

可不公布。各地区空管局应当汇总本地区各管制单位管制容量，

报民航局空管局备案。

第十六条 民航局空管局应当于每个航季末将全国各管制单

位管制容量报民航局空管办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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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各管制单位发布的管制容量数据保存时间应不少

于1年。

第三章 容量的使用和调整

第十八条 管制单位应建立相关制度和程序，当每日或每个

周期的空中交通需求有明显变化时，采取可行措施 （例如：增加

设备和人员配置，增开管制扇区或席位等）以满足空域用户需求。

第十九条 如发生特殊事件对管制通行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在此期间管制通行能力应相应降低。如有可能，管制单位应事先

确定发生此类事件时相应的管制容量。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各地区管理局应当将管制容量评估和管理纳入日

常监管，包括符合性检查，组织监察员实施监察。

第二十一条 监察员应熟悉本办法和监察程序的要求，合理

安排监察计划，充分掌握管制单位实施的情况，并按要求实施

监察。

第二十二条 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相关管制单位应

当制定整改计划，并按要求及时完成整改。地区管理局应监督管

制单位完成问题的整改。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文件由民航局空管行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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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五条 民航局空管局根据本规定，及时对所属单位管

制容量进行复核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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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航安办，各地区空管局、空管分局 （站），飞行学院，西藏区
局，各监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