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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承运人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

及运行要求

１．目的

１．１ 本通告是对中国民用航空规章《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

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１２１）第 １２１．４６９ 条“机长的特

殊区域、航路和机场合格要求”中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及运行要

求的进一步明确。

１．２ 本通告为航空承运人确定特殊机场及在特殊机场运行提

供指导。

１．３ 本通告供局方公布《境内外特殊机场名单》及对航空承运

人在特殊机场运行实施监察时使用。

２．适用范围

本通告适用于按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运行的航空承运人。

３．相关规章、规定及参考资料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

１２１）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１２１ 部运行规范内容》 （ＡＣ－１２１－ＦＳ－

００１）

ＦＡＡ Ｏｒｄｅｒ ８９００．１ 《Ｆｌｉｇｈ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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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

ＥＡＳ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 Ｎｏ９６５ ／ ２０１２ ＯＮ Ａ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４．背景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飞行标准司发布了《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

及运行要求》（ＡＣ－１２１－１７），指导航空承运人确定特殊机场清单。

该通告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进行了第一次修订，主要增加了《特殊

机场名单》，集中公布了特殊机场（包括国内外特殊机场）的名单、

构成原因、应采取的安全措施等。 其后，飞行标准司又通过明传电

报批复，陆续公布了阿尔山 ／ 伊尔施、神农架 ／ 红坪、阿里 ／ 昆莎、日

喀则 ／ 和平、稻城 ／ 亚丁、阿坝 ／ 红原、宁蒗 ／ 泸沽湖、海西 ／ 德令哈、海

西 ／ 花土沟、甘南 ／ 夏河、玉树 ／ 巴塘共 １１ 个机场为特殊机场。

近年来，中国民航的飞行方式和运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 ＰＢＮ（基于性能的导航）运行的大力推广，非精密进近和目视

盘旋逐步被 ＲＮＰ 进近所替代，飞行安全裕度进一步增加；再者，许

多机场还进行了改扩建，保障能力得到较大的改善；而且，航空承

运人在特殊机场的运行中也积累了大量经验，运行能力得以持续

提升。 此前公布的某些 “特殊机场”已不再 “特殊” （ ２０１７ 年，怀

化 ／ 芷江、铜仁 ／ 凤凰机场特殊机场的运行限制已取消）。 但与此

同时，随着民航业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建机场又成为了“特殊”机

场。 鉴于以上原因，飞行标准司决定对《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及

运行要求》咨询通告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遵循两大原则，一是以风险管控为前提，进一步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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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机场成因，修订特殊机场分类标准；二是坚持航空承运人履行

主体责任和局方外部监管相结合。 局方据此公布境内外特殊机场

名单和构成原因，航空承运人在此基础上建立本公司管理制度、特

殊机场清单及运行要求，确保其运行及管理能力与所运行机场和

区域的特点相匹配。

５．定义

特殊机场：在本咨询通告中，特殊机场是指由于周围净空（地

形、障碍物）、气象条件或飞行程序复杂等因素，要求机长具有特

殊资格的机场。

６．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

具有下列一种或多种特征，飞行运行风险较高的机场应作为

特殊机场管理：

６．１ 机场净空条件差（地形、障碍物对飞行运行产生较明显的

影响）或空域环境复杂，致使飞行程序具有特殊性，导致出现如下

情形之一：

（１）仪表引导系统（ ＩＧＳ）进近程序或目视盘旋进近程序使用

频率较高，在该机场年使用以上程序着陆的航班总数超过在该机

场年着陆航班总数的 ５％。

（２）容易出现下降超限（进近程序的下降梯度 ／ 下降率达到飞

行程序设计规范规定的该阶段下降的最大值）或容易触发近地告

警。

（３）飞行程序设计或运行标准偏离规章标准，且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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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飞行程序操作难度大。

６．２ 机场当地气象条件复杂（频发的风切变、大侧风或紊乱气

流、严重的季节性冻雨和冻雾等）。

６．３ 机场目视助航设施匮乏。

７．特殊机场的管理

７．１ 境内外特殊机场的确定和公布

７．１．１ 飞行标准司统一负责境内外特殊机场的确定与公布。

７．１．２ 地区管理局按照第 ６ 节的标准，并结合航空承运人、机

场、空管等单位的运行情况和意见反馈，提出境内特殊机场的建议

并上报飞行标准司，由飞行标准司研究确定境内特殊机场名单，具

体办理流程见附件。

７．１．３ 飞行标准司按照第 ６ 节的标准，并结合航空承运人的运

行情况和意见反馈，研究确定境外特殊机场名单，具体办理流程见

附件。

７．１．４ 飞行标准司通过发布《境内外特殊机场名单》信息通告

对特殊机场予以正式批复。 《境内外特殊机场名单》信息通告可

在民航航务信息网（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ｈａｎｇｗｕ．ｃａａｃ．ｇｏｖ．ｃｎ）的“特殊机

场”栏目中查询。

７．２ 航空承运人特殊机场的确定

７．２．１ 航空承运人可在飞行标准司已公布的特殊机场基础上，

再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建立公司自己的特殊机场清单，局方公布

的特殊机场应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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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航空承运人可参照第 ６ 节的标准，并结合下述情形对本

公司所运行的其他机场（包括境外机场）进行评估，确定其是否列

入航空承运人特殊机场清单：

（１） 本公司运行经历及能力；

（２） 飞行机组工作负荷；

（３） 其他情况。

７．２．３ 对于新增航线或运行区域，航空承运人应在开航后 ３ 个

月内完成特殊机场评估，决定是否列为航空承运人特殊机场。

７．２．４ 航空承运人应将所运行的所有特殊机场列入运行规范

Ｃ０００３。

７．３ 特殊机场的定期评估和动态管理机制

７．３．１ 地区管理局每 ３ 年应对本辖区内公布的特殊机场的运

行情况进行评估，确认导致其特殊性的成因是否持续存在，是否继

续按照特殊机场予以管理，并将评估情况上报飞行标准司。 新建

机场在投入运行前应完成特殊机场评估。

７．３．２ 飞行标准司每 ３ 年对公布的境内外特殊机场的运行情

况进行综合评估，确认导致其特殊性的成因是否持续存在，是否继

续按照特殊机场予以管理。

７．３．３ 航空承运人应对其执飞的特殊机场的运行情况进行年

度定期评估，确保所制定的培训要求、安全措施与运行相匹配。 航

空承运人可根据自己的评估结果，向局方提出修改《境内外特殊

机场名单》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新增或移除的特殊机场，航空承

—５—

ＡＣ－１２１－ＦＳ－１７Ｒ２　 　 　 　 　 　 　 　 　 　 　 　 　 　 航空承运人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及运行要求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７ 日

运人应做好记录。

８．航空承运人在特殊机场的运行要求

８．１ 航空承运人应针对特殊机场成因，从机场地理位置、地形

特点、净空环境、气象特征、跑道特征、导航能力、灯光标志、飞行程

序、飞机性能、飞行操纵、机场保障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分

析，制定足够且适用的安全措施和培训要求。

８．２ 航空承运人应确保其飞行机组、签派等相关运行人员在

运行前接受特殊机场的相关培训。

８．３ 航空承运人应制定特殊机场机长资格、机场运行要求，确

保符合 １２１．４５９（ ａ）、１２１．４６９（ ｂ）款的规定。 航空承运人应建立一

套控制程序，从飞行机组排班到签派放行，确保机长具有该次飞行

所涉及机场（包括备降机场）中特殊机场的机长资格。

９．其他

９．１ 为做好特殊机场管理的平稳过渡，除局方公布的特殊机

场外，经风险评估部分机场具有一定的特点，需要航空承运人予以

关注，但对机长无特殊机场的资格要求。 这些机场也在《境内外

特殊机场名单》信息通告中一并列出。

９．２ 本咨询通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原 ＡＣ－１２１－２００９－１７Ｒ１ 咨

询通告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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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境内外特殊机场名单》的修改程序

１．对于境内特殊机场的增减、特殊机场构成原因的调整，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

（ ａ）航空承运人在提出增加、减少或调整的需求时，应以正式

文件行文给机场所在地地区管理局，同时抄送合格证所属地区管

理局。

（ｂ）机场所在地管理局指派相应监管局征求机场、空管、在该

机场运行航空承运人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监管局意见上报

地区管理局。 监管局出具意见前应征求航班所占比例不少于 ６０％

且至少 ３ 家（如适用）主要航空承运人的意见。 原则上都需要提

供正式的书面意见。

（ ｃ）地区管理局结合监管局上报的意见，对航空承运人申请

进行审核，如需要可组织会议开展评估，形成地区管理局意见，以

正式文件上报民航局飞标司。

（ｄ）民航局飞标司组织讨论研究后，通过发布信息通告《境内

外特殊机场名单》对特殊机场予以正式批复。

注：局方、机场、空管等若提出修改的需求时，可参照以上流程

办理。

２．对于境外特殊机场的增减、特殊机场构成原因的调整，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

（ ａ）航空承运人在提出增加、减少或调整的需求时，应以正式

文件行文给民航局飞标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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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民航局飞标司对航空承运人的申请进行审核，如需要可

组织会议开展评估。 对确定为特殊机场的境外机场，通过发布信

息通告《境内外特殊机场名单》对特殊机场予以正式批复。

３．对于未正式开航的境内新建机场，是否列为特殊机场，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

（ ａ）机场所在地管理局应根据新建机场飞行程序和试飞情

况，征求监管局、试飞单位、空管和机场等有关单位的意见，如需要

可组织会议开展评估。 对初步确定为特殊机场的新建机场，地区

管理局以正式文件上报民航局飞标司。

（ｂ）民航局飞标司组织讨论研究后，在新建机场通航前通过

发布信息通告《境内外特殊机场名单》对特殊机场予以正式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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