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规〔２０２１〕２５ 号

民航局关于印发《民用航空器征候等级

划分办法》的通知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运输（通用）航空公司、机场公司、服务保障

公司、航空设计制造公司，空管局、运行监控中心、民航大学、飞行

学院、校验中心：

为准确判定和划分民用航空器征候等级，更好的开展安全风

险管理，有效预防航空器事故，民航局依据《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

规定》，制定了《民用航空器征候等级划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各单位、各部门遵照执行。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正式实施。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发布的《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 （ＭＨ ／ 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自本办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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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启动废止程序。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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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咨 询 通 告

文　 　 号：民航规〔２０２１〕２５ 号

编　 　 号：ＡＣ－３９５－ＡＳ－０１

下发日期：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４ 日

民用航空器征候等级划分办法



民用航空器征候等级划分办法

１．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民用航空器（以下简称航空器）运输航空严重

征候、运输航空一般征候、运输航空地面征候和通用航空征候的确

定。

本办法不适用于执行国家抢险、救灾、航空体育运动、个人娱

乐飞行、取得单机适航证之前的试飞等特定事由的航空器的征候

确定。

本办法不适用于航空器非法飞行或蓄意破坏等情况。

２．术语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１ 非法飞行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

除超轻型飞行器之外的航空器，从事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民

用航空飞行活动，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ａ）航空器未进行国籍登记或未取得适航批准的；

ｂ）航空器驾驶员未取得执照和体检合格证书的；

ｃ）未按规定取得经营或运行许可开展经营活动的；

ｄ）飞行任务和飞行计划未取得空管部门批准的。

２．２ 航空器运行阶段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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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何人登上航空器准备飞行起至飞行结束这类人员离开航

空器为止的过程。

２．３ 飞行中 ｉｎ ｆｌｉｇｈｔ

自航空器为实际起飞而使用动力时起，至着陆冲程终止的过

程（包含中断起飞阶段）。

２．４ 机场活动区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机场内用于航空器起飞、着陆以及与此有关的地面活动区域，

包括跑道、滑行道、机坪等。

２．５ 民用航空器征候 ｃｉｖｉ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在航空器运行阶段或在机场活动区内发生的与航空器有关

的，未构成事故但影响或可能影响安全的事件，分为运输航空严重

征候、运输航空一般征候、运输航空地面征候和通用航空征候。

２．６ 运输航空严重征候 ａｉ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执行公共航空运输任务的飞

机，或者在我国境内执行公共航空运输任务的境外飞机，在运行阶

段发生的具有很高事故发生可能性的征候。

２．７ 运输航空一般征候 ａｉ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执行公共航空运输任务的飞

机，或者在我国境内执行公共航空运输任务的境外飞机，在运行阶

段发生的未构成运输航空严重征候的征候。

２．８ 运输航空地面征候 ａｉ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的飞机在机场活动区内，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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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的飞机在我国境内的机场活动区内，处

于非运行阶段时发生的导致飞机受损的征候。

２．９ 通用航空征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除执行以下飞行任务以外的航空器，在运行阶段发生的征候：

ａ）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执行公共航空运输任务；

ｂ）境外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在我国境内执行公共航空运输

任务。

２．１０ 航空器受损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ｄａｍａｇｅ

航空器损坏程度低于航空器放行标准，仅轮胎损坏，或使用打

磨、填充、粘贴金属胶带、补漆、冲洗、安装临时紧固件等方式进行

临时修理后符合放行标准的情况除外。 用于教学飞行且最大审定

起飞重量低于 ５７００ｋｇ 的航空器受损修复费用超过同类或同类可

比新航空器价值 １０％（含）的情况。

２．１１ 人员轻伤 ｉｎｊｕｒｙ

使人肢体或者容貌损害，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功能部分障

碍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中度伤害的损伤，包括轻伤一级和轻

伤二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颁发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

准》］

注：本办法所指人员轻伤不适用于由于自然原因、自身或他人

原因导致的人员伤害，以及藏匿于供旅客和机组使用区域外的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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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航空器者所受的人员伤害等情况。

２．１２ 跑道侵入 ｒｕｎｗａｙ ｉｎｃｕｒｓｉｏｎ

在机场发生的任何航空器、车辆或人员错误的出现或存在指

定用于航空器着陆和起飞的地面保护区的情况。 根据事件的严重

程度，跑道侵入分为：

Ａ 类：间隔减小以至于双方必需采取极度措施，勉强避免碰撞

发生的跑道侵入；

Ｂ 类：间隔缩小至存在显著的碰撞可能，只有在关键时刻采取

纠正或避让措施才能避免碰撞发生的跑道侵入；

Ｃ 类：有充足的时间和（或）距离采取措施避免碰撞发生的跑

道侵入；

Ｄ 类：符合跑道侵入的定义但不会立即产生安全后果的跑道

侵入；

Ｅ 类：信息不足无法做出结论，或证据矛盾无法进行评估的情

况。

注：分类来源于《国际民航组织 ＤＯＣ９８７０ ＡＮ ／ ４６３ 防止跑道侵

入手册》。

３．运输航空严重征候

３．１ 为避免航空器相撞或其他不安全情况，应做出规避动作

的危险接近。

注：在程序管制区域，垂直间隔和水平间隔同时小于 １ ／ ５ 规定

间隔；在雷达 ／ ＡＤＳ－Ｂ 管制区域，垂直间隔和水平间隔同时小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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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间隔，且危险指数大于 ９０（含）的飞行冲突，计算方法见附录 Ａ。

３．２ 飞行中，未被定性为事故的相撞。

３．３ 几近发生的可控飞行撞地。

３．４ 在滑行道，或未指定、关闭、占用的跑道上中断起飞。

３．５ 在滑行道，或未指定、关闭、占用的跑道上起飞。

３．６ 在滑行道，或未指定、关闭、占用的跑道上着陆或尝试着

陆。

注：由于前机超出空中交通管制 （ＡＴＣ）正常预期占用跑道

（例如：突发机械故障、脱离动作慢、起飞离地晚）导致后机中断着

陆或进近的情形除外。

３．７ 未被列为事故的任一起落架收回着陆。

３．８ 飞行中，航空器机轮之外的其它部位擦地。

注：以下情况除外：

ａ）未导致航空器受损的机尾（不含尾橇）擦地；

ｂ）仅擦尾橇且未导致除尾橇之外的航空器其它部位受损。

３．９ 在起飞或初始爬升过程中明显未达到预定性能。

３．１０ 飞行中，驾驶舱、客舱和货舱起火或冒烟，或发动机起火，

即使这些火被扑灭。

注：以下情况除外：

ａ）机上人员携带的电子设备（包括移动电源、移动通信设备、

平板电脑、摄录设备等）的锂电池起火或冒烟，机组成员及时发现

并妥善处置，且未导致航空器受损和 ／ 或人员轻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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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灯泡冒烟，烤箱中食物或食物残留导致冒烟，液体滴溅到

操纵台面板上导致冒烟，引气或空调管路中残留物产生烟雾的情

况。

３．１１ 飞行中，需要机组人员紧急使用氧气的情况。

注：座舱高度达到客舱氧气面罩自动脱落触发条件的情况

（货机参考同类或同类可比客机）。

３．１２ 未被列为事故的航空器结构受损或发动机解体，包括非

包容性涡轮发动机失效。

３．１３ 飞行中，严重影响航空器运行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出现的

多重故障。

３．１４ 飞行中，飞行机组成员丧失工作能力，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

ａ）导致飞行机组成员数量或资质不满足该机型的最低配置；

ｂ）在飞行关键阶段，飞行机组成员在飞行操作岗位丧失工作

能力。

３．１５ 燃油量或燃油分布需要飞行员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

３．１６ Ａ 类跑道侵入。

３．１７ 起飞或着陆中，冲出、偏出跑道或跑道外接地。

３．１８ 导致航空器操纵困难的系统故障、天气现象、飞行超出批

准的飞行包线或其他情况。

３．１９ 飞行中，必需的飞行引导与导航冗余系统中一个以上的

系统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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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 飞行中遇有颠簸或机组操纵等原因导致 ３（含）人以上人

员轻伤。

３．２１ 类似上述条款的其他事件。

４．运输航空一般征候

４．１ 为避免航空器相撞或其他不安全情况，应做出规避动作

的危险接近。

注：在程序管制区域，垂直间隔和水平间隔同时小于 １ ／ ３ 但未

同时小于 １ ／ ５ 规定间隔；在雷达 ／ ＡＤＳ－Ｂ 管制区域，垂直间隔和水

平间隔同时小于规定间隔，且危险指数介于 ７５（含）至 ９０ 之间，计

算方法见附录 Ａ。 尾流间隔小于 １ ／ ２ 规定间隔。

４．２ 有发生可控飞行撞地风险。

注：危险指数介于 ７５（含）至 ９０ 之间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Ｂ。

４．３ 在滑行道，或未指定、关闭、占用的跑道上，仪表进近时从

机场标高 ３００ ｍ 至决断高度（高）或最低下降高度（高）复飞；目视

进近时从机场标高 １５０ ｍ 至机场标高 ６０ ｍ 复飞。

注：由于前机超出空中交通管制 （ＡＴＣ）正常预期占用跑道

（例如：突发机械故障、脱离动作慢、起飞离地晚）导致后机中断着

陆或进近的情形除外。

４．４ 在起飞、着陆或复飞过程中，在跑道上擦机尾，未导致航

空器受损，或仅需维修 ／ 更换尾橇。

４．５ 除飞行中以外的运行阶段，驾驶舱、客舱和货舱起火或冒

烟，或发动机起火，即使这些火被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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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情况除外：

ａ）机上人员携带的电子设备（包括移动电源、移动通信设备、

平板电脑、摄录设备等）的锂电池起火或冒烟，机组成员及时发现

并妥善处置，且未导致航空器受损和 ／ 或人员轻伤的情况；

ｂ）灯泡冒烟，烤箱中食物或食物残留导致冒烟，液体滴溅到

操纵台面板上导致冒烟，引气或空调管路中残留物产生烟雾的情

况。

４．６ 飞行中出现任意一台发动机停车 ／ 失效或需要关车的情

况。

４．７ 飞行中，除 ３．１４ 之外，飞行机组成员丧失工作能力，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的：

ａ）导致其他飞行机组成员的飞行时间超过《大型飞机公共航

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ＣＣＡＲ－１２１）规定的时限；

ｂ）飞行关键阶段以外在飞行操作岗位丧失工作能力。

４．８ Ｂ 类跑道侵入。

４．９ 在着陆过程中，航空器起落架未放到位，且高度下降到机

场标高 １００ ｍ（含）以下。

４．１０ 飞行中遇有颠簸或机组操纵等原因导致 ３ 人以下人员轻

伤。

４．１１ 平行跑道同时仪表运行时，机组没有正确执行离场或者

复飞程序导致其他航空器避让，或者管制员错误的离场或复飞指

令导致其他航空器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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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平行跑道同时仪表运行时，航空器进入非侵入区（ＮＴＺ），

导致其他航空器避让。

４．１３ 航空器未按性能计算结果而设定的起飞构型继续起飞。

４．１４ 区域范围内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 ３０ ｍｉｎ（含）以上；或

双向联系中断 ２０ ｍｉｎ（含）以上，且导致航空器小于规定间隔。 进

近或者塔台范围内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 ３ ｍｉｎ（含）以上，且导

致航空器小于规定间隔。

４．１５ 误入禁区、危险区、限制区、炮射区或误出、入国境。

４．１６ 迷航。

４．１７ 未取下操纵面夹板、挂钩、空速管套、静压孔塞或尾撑杆

等而起飞。

４．１８ 飞偏或飞错进离场航线并导致其他航空器避让。

４．１９ 航空器部件缺失、蒙皮揭起，且导致航空器受损。

４．２０ 轮胎爆破或脱层，导致航空器其他部位受损。

４．２１ 飞行中遭雷击、电击、鸟击、冰击、雹击、外来物或其他物

体撞击，导致航空器受损。

４．２２ 在飞行中以外的运行阶段，航空器与航空器、设施设备、

车辆、人员或其他地面障碍物相撞，导致航空器受损或人员轻伤。

４．２３ 由于航空器内货物、邮件、行李、集装器等的装载与固定

等原因，导致航空器受损，或飞行中超出重心限制。

注：仅导致航空器货舱地板、壁板受损情况除外。

４．２４ 航空器载重平衡计算或输入与实际不符，导致飞行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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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心限制。

４．２５ 危险品破损、溢出、渗漏或包装未能保持完整等情况，导

致航空器受损或人员轻伤。

４．２６ 餐车、储物柜等客舱内设施设备滑出或跌落，导致航空器

受损或人员轻伤。

４．２７ 飞行中由于过载，导致航空器受损。

４．２８ 航空器超过最大允许起飞重量起飞。 航空器超过最大允

许着陆重量着陆并导致航空器受损。

４．２９ 飞行中出现失速警告持续 ３ ｓ（含）以上（假信号除外）。

４．３０ 航空器携带其他物体飞行，导致航空器受损或影响操纵。

４．３１ 类似上述条款的其他事件。

５．通用航空征候

５．１ 飞行中，挂碰障碍物或起落架机轮（滑橇、尾环、浮筒、防

擦装置）之外的任何部位触地 ／ 水，导致航空器受损或人员轻伤。

５．２ 在滑行道，或未指定、关闭、占用的跑道上起飞或着陆（经

批准的直升机运行除外）。

注：由于前机超出 ＡＴＣ 正常预期占用跑道（例如：突发机械故

障、脱离动作慢、起飞离地晚）导致后机中断着陆或进近的情形除

外。

５．３ 在起飞或初始爬升过程中明显未达到预定性能。

５．４ 在着陆过程中，起落架未放到位，导致航空器受损或人员

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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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飞行中航空器起火，导致航空器受损或人员轻伤。

５．６ 飞行中失去全部电源。

５．７ 飞行中发动机停车 ／ 失效（特定训练科目除外）。

５．８ 飞行中，单驾驶员或多人制机组中机长在飞行操作岗位

丧失工作能力。

５．９ 冲出、偏出跑道或跑道外接地，导致航空器受损或人员轻

伤。

５．１０ 无意或者作为应急措施有意释放吊挂负载或航空器外部

搭载的任何其他负载。

５．１１ 飞行中航空器的任一主操纵系统完全失效。

５．１２ 飞行中遇颠簸导致航空器受损或人员轻伤。

５．１３ 落错机场、跑道（临时起降点除外）。

５．１４ 迫降。

５．１５ 航空器不能保持安全高度。

５．１６ 陆空通信双向联系中断大于 ３０ ｍｉｎ（含），并导致调整其

他航空器避让等后果（特殊要求除外）。

５．１７ 误入禁区、危险区、限制区、炮射区或误出、入国境。

５．１８ 未取下航空器操纵面夹板、挂钩、空速管套、静压孔塞或

尾撑杆等起飞，并导致航空器操纵困难。

５．１９ 迷航。

５．２０ 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长时间进入仪表气象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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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 直升机在高度 ３００ ｍ 以下进入涡环状态。

５．２２ 飞行中进入急盘旋下降、飘摆、失速状态（特定训练科目

除外）。

５．２３ 直升机空中发生旋翼颤振，导致航空器操纵困难。

５．２４ 飞行中航空器操纵面、发动机整流罩、外部舱门或风档玻

璃脱落，蒙皮揭起或张线断裂，导致航空器操纵困难。

５．２５ 带外载荷飞行，由于操纵不当等原因导致航空器受损或

人员轻伤。

５．２６ 类似上述条款的其他事件。

６．运输航空地面征候

６．１ 航空器与航空器、设施设备、车辆、人员或其他地面障碍

物刮碰导致航空器受损。

６．２ 航空器未依靠自身动力移动，导致自身或其他航空器受损。

６．３ 加油设施设备起火、爆炸导致航空器受损。

６．４ 在加油、抽油过程中导致航空器受损或因航油溢出起火、

爆炸导致航空器受损。

６．５ 车辆、设施设备起火、爆炸导致航空器受损。

６．６ 航空器自身设备起火，或载运的物品起火、爆炸、外泄导

致航空器受损。

６．７ 在装卸货物、行李、邮件、机上供应品和餐食过程中造成

航空器受损。

６．８ 类似上述条款的其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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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航空器小于规定雷达/ADS-B 管制间隔事件 
危险指数评价方法 

 

当航空器之间垂直和水平间隔小于其规定间隔，构成航空器小

于规定间隔事件。 

发生小于规定间隔事件时，危险指数累加计算，即危险指数应

为表A中垂直间隔（A）、水平间隔（B）、接近率（C）、航迹夹角

（D）与管制员状态（E）的危险指数之和。危险指数大于90（含）

为运输航空严重征候；危险指数介于75（含）～90之间为运输航空

一般征候。见表A。 

在表A中，X代表规定的水平间隔，Y代表规定的垂直间隔。以下

数据以雷达/ADS-B记录数据为准，其他数据辅助。 

实施雷达/ADS-B管制下的航路（线）偏置运行时，接近率和航

迹夹角危险指数需乘以（1-G/X）。（其中G代表实际偏置距离）。 

计算危险指数方法是当两架航空器的水平与垂直间隔同时小于

局方规章规定的标准间隔时使用。接近率的计算采用余弦定理方

式，即计算两机雷达/ADS-B显示地速的矢量差值。根据余弦定理公

式计算涵盖所有的情形，包括两机航迹平行以及交叉。见公式

（A.1）： 

2 2C= a +b -2abcosD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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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接近率计算结果； 

a——其中一架飞机的雷达/ADS-B显示地速值，单位为“公里/

小时”；  

b——另一架飞机的雷达/ADS-B显示地速值，单位为“公里/小

时”； 

D——两机航迹夹角，单位为“度”。 

 

表 A 

小于雷达/ADS-B 间隔 

1、垂直间隔（A）m 

飞行高度大于 12 500 m 危险指数 飞行高度 8 400 m 至 12 500 m（含） 危险指数 

0＜A≤
1

6
 Y 35 0＜A≤

1

6
 Y 35 

1

6
 Y＜A≤

2

6
 Y 27 

1

6
 Y＜A≤

2

6
 Y 27 

2

6
 Y＜A≤

3

6
 Y 22 

2

6
 Y＜A≤

3

6
 Y 22 

3

6
 Y＜A≤

4

6
 Y 18 

3

6
 Y＜A≤

4

6
 Y 18 

4

6
 Y＜A≤

9

10
 Y 15 

4

6
 Y＜A≤

4

5
 Y 15 

9

10
 Y＜A≤Y 0 

4

5
 Y＜A≤Y 0 

飞行高度 6 000 m 至 8 400 m（含） 危险指数 飞行高度低于 6 000 m（含） 危险指数 

0＜A≤
1

6
 Y 30 0＜A≤

1

6
 Y 28 

1

6
 Y＜A≤

2

6
 Y 20 

1

6
 Y＜A≤

2

6
 Y 18 

2

6
 Y＜A≤

3

6
 Y 15 

2

6
 Y＜A≤

3

6
 Y 13 

3

6
 Y＜A≤

4

6
 Y 12 

3

6
 Y＜A≤

4

6
 Y 10 

4

6
 Y＜A≤

4

5
 Y 10 

4

6
 Y＜A≤

4

5
 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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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Y＜A≤Y 0 

4

5
 Y＜A≤Y 0 

2、水平间隔（B）km 

飞行高度大于 6 000 m 危险指数 飞行高度低于 6 000 m（含） 危险指数 

B＜
1

10
 X 35 B＜

1

6
 X 35 

1

10
 X≤B＜

2

10
 X 30 

1

6
 X≤B＜

2

6
 X 30 

2

10
 X≤B＜

3

10
 X 26 

2

6
 X≤B＜

3

6
 X 26 

3

10
 X≤B＜

4

10
 X 23 

3

6
 X≤B＜

4

6
 X 23 

4

10
 X≤B＜

5

10
 X 21 

4

6
 X≤B＜

5

6
 X 21 

5

10
 X≤B＜

6

10
 X 20 

5

6
 X≤B＜X 20 

6

10
 X≤B＜

7

10
 X 19   

7

10
 X≤B＜

8

10
 X 18   

8

10
 X≤B＜

9

10
 X 17   

9

10
 X≤B＜X 16   

3、接近率（C） km/h 危险指数 4、航迹夹角（D）° 危险指数 

C＞1 300 15 飞行航迹相对（D≥135°） 15 

560≤C≤1 300 10 
飞行航迹交叉（45°≤D＜

135°） 
12 

190≤C＜560 6 飞行航迹顺向（D＜45°） 5 

C＜190 4 航迹分散飞行 0 

5、管制员状态（E） 危险指数 

失控 15 

小于规定间隔后采取纠正措施 10 

小于规定间隔前采取纠正措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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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可控飞行撞地危险指数计算方法 

 
发生可控飞行撞地事件时，首先选择警告类型，然后根据警告

类型确认适用参数，见表 B.1。再把对应的参数分值累加，计算得出

危险指数，见表 B.2。 

如果先后触发两种（含）以上的警告类型，参照先触发的警告

类型计算，然后增加后触发警告类型适用参数中没有体现的部分，

但是参数“警告信息持续时间（s）”和“警戒信息持续时间（s）”

应叠加计算，如果译码记录中有中断的时间，该时间不计入。 

如果事件中没有触发告警信息，则计算全部参数（除非有参数

不适用），所有标注“告警信息期间”的范围以“偏离规定或指令的

高度期间”计算。 

危险指数大于 90（含）为运输航空严重征候，危险指数介于 75

（含）～90 之间的为运输航空一般征候。 

表 B.1 中的数据以飞机 QAR（快速存取记录器）记录数据为准，

以机载近地警告系统等数据记录为辅助参数。如果因为机组关闭机

载近地警告系统而没有触发告警信息，需向厂家申请机载近地警告

系统译码数据还原，以还原数据为主。 

表 B.1“适用参数”中的数字，分别对应表 B.2 中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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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警 告 类 型 适 用 参 数 

基本模式 1 1、2、3、4、5、6、7、8、9、10、11、12、15、16、17、18、20 

基本模式 2 1、2、3、4、5、6、7、8、9、10、11、12、15、16、17、18、19
*
、20 

基本模式 3 1、2、3、4、5、6、7、8、10、11、12、14、15、16、17、18、19
*
、20

基本模式 4 1、2、3、4、5、6、7、8、10、11、12、15、16、17、18、19
*
、20 

基本模式 5 1、2、3、4、5、6、7、8、9、10、11、13、15、16、17、18、19
*
、20 

机载近地警告系统警告 1、2、3、4、5、6、7、8、9、10、11、12、15、16、17、18、19
*
、20 

*  
同时有 10 和 19 的类型，根据飞机所处飞行阶段选择其中的一项。 

 

在表 B.2 中： 

——类型 2，穿越包线是指对于在飞行程序上的飞机，穿出程序

设计保护包线，或者雷达/ADS-B 引导的飞机低于雷达/ADS-B 引导高

度，或者其他情况低于安全高度； 

——类型 8，如果无法判断气象条件，则选择其他； 

——类型 9，如果无法获取导航精度信息，则选择其他； 

——类型 15，处置中如果触发其他告警或保护，此项目增加 12

分。例如：Tcas、Stall、Bankangle、Pitch、α-Floor 等； 

——类型 16，情景意识评价参考内容：机组交流状况，机组与

ATC 交流状况，简令的完整性，检查单的执行情况，第三成员（如果

有）的表现等。机组情景意识极差表现为机组错误执行 ATC 的正确

指令； 

——类型 17，适用于事件中 ATC 发布了纠正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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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类型 内容 危险指数 

蓄意违规 15 

非蓄意违规 4 1 机组是否违规 

无法判断 4 

是 12 

否 8 2 是否穿越包线 

无法判断 8 

15 s 以上 34 

12 s ～15 s（含） 28 

9 s ～12 s（含） 23 

6 s ～9 s（含） 19 

3 s ～6 s（含） 16 

0～3 s（含） 14 

3 
警告信息持续时间 

（s） 

无 0 

20 s（含）以上 23 

16 s ～20 s（不含） 18 

12 s ～16 s（不含） 14 

8 s ～12 s（不含） 11 

4 s ～8 s（不含） 9 

0～4 s（不含） 8 

4 
警戒信息持续时间 

（s） 

无 0 

300 ft 以下 7 

300 ft（含）以上 5 

500 ft（含）以上 4 

1 000 ft（含）以上 3 

5 

触发告警信息期间

最低 RA 高 

（ft） 

2 000 ft（含）以上 2 

夜晚 4 
6 昼夜 

白天 2 

-5 000 以下 25 

-4 000 ～ -5 000（含） 19 

-3 000 ～ -4 000（含） 14 

-2 500 ～ -3 000（含） 10 

-2 000 ～ -2 500（含） 7 

-1 500 ～ -2 000（含） 5 

-1 000 ～ -1 500（含） 4 

-500 ～ -1 000（含） 3 

0 ～ -500（含） 2 

7 

触发告警信息期间

最低的升降率

（ft/m） 

0（含）以上 1 

IMC 2 

其他 2 8 气象条件 

VM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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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续） 

类型 内容 危险指数 

无 GPS，导航精度低 2 

无 GPS，导航精度高 1 

其他 1 
9 导航精度 

有 GPS 0 

目视进近 3 

非精密进近 3 

类精密进近 3 
10 进近方式 

精密进近 1 

发布与该警告有关的错误指令

(或丢失监控) 
5 

未发布与该告警有关的指令 3 

告警信

息出现

前 
发布与该告警有关的正确指令 0 

发布与该警告有关的错误指令 10 

未发布与该告警有关的指令 5 

11 管制人员状态 

告警信

息出现

后 发布与该告警有关的正确指令 3 

大于 250 7 

250（含）～230 6 

230（含）～205 5 

205（含）～190 4 

190（含）～159 3 

未超过

速度限

制 

159 以下 2 

大于 250 8 

250（含）～230 7 

230（含）～205 6 

205（含）～190 5 

190（含）～159 4 

12 

触发告警信息期间

的最大表速 

（kts） 

超过速

度限制

159 以下 3 

低于 4（含）个点 10 

低于 3（含）个点 6 

低于 2（含）个点 3 
13 

触发告警信息期间

低于下滑道最大点

数（根据触发原

理） 低于 1.5（含）个点 1 

300 以上 15 

250～300（含） 12 

200～250（含） 9 

150～200（含） 7 

100～150（含） 5 

50～100（含） 3 

14 

起飞或复飞期间飞

机掉高度的最大值 

（ft） 

0～50（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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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续） 

类型 内容 危险指数 

机组未执行相应的操作 18 

机组未完整执行相应的程序 10 

机组在告警 3 s 后执行相应的程序 8 
15 

触发告警后机组的

表现评价 

机组在告警 3 s（含）内执行相应的程序 0 

机组情景意识极差 10 

机组情景意识差 8 16 机组情景意识 

机组情景意识一般 4 

未执行 ATC 纠正指令 20 s 以上（含） 30 

未执行 ATC 纠正指令 10 s～20 s（不

含） 
10 

未执行 ATC 纠正指令 6 s～10 s（不含） 5 

17 ATC 纠正指令执行 

未执行 ATC 纠正指令 0～6 s（不含） 0 

高高原机场 9 

高原机场 5 

其他特殊机场 4 
18 机场条件 

一般机场 2 

PBN 程序 2 

传统程序 1 19 进离场方式 

脱离标准程序 1 

低于-25 4 

高于-25（含）低于-15 3 

高于-15（含）低于-5 2 

高于-5（含）低于 5 1 

20 机场温度(℃) 

高于 5（含）或机组已进行了低温修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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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民用航空器征候样例清单 

 

一、运输航空严重征候样例 

样例1. 与无人机等相撞。（3.2） 

样例2. 危险指数大于 90（含）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B。

（3.3） 

样例3. 飞行中挂碰障碍物。（3.3） 

样例4. 仪表进近认错跑道（包括跑道方向）进近，且在决断高

度（高）或最低下降高度（高）以下复飞。（3.6） 

样例5. 目视进近认错跑道（包括跑道方向）进近，且在机场标

高 60 米以下复飞。（3.6） 

样例6. 飞行中，起落架舱、起落架、电子舱、辅助动力装置起

火。（3.10） 

样例7. 飞行中，机载电子、电气设备起火或冒烟。（3.10） 

样例8. 航空器仅靠备用电源飞行，或仅靠备用和应急液压系统

飞行。（3.13） 

样例9. 飞行中多于一台发动机同时停车。（3.13） 

样例10. 航空器着陆接地时油量少于紧急油量。（3.15） 

样例11. 飞行中航空器失速。（3.18） 

样例12. 飞行中任一主操纵系统完全失效。（3.18） 

样例13. 在不满足条件的跑道上起飞、中断起飞或着陆。（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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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14. 航空器迫降。（3.21） 

样例15. 飞行中进入积雨云、浓积云，导致航空器受损。

（3.21） 

样例16. 航空器不能保持安全高度。（3.21） 

样例17. 低于最低运行标准起飞或着陆。（3.21） 

样例18. 航空器未按规定完成除、防污染作业（含冰、雪、

霜、虫等）起飞。（3.21） 

样例19. 飞行中反推意外打开。（3.21） 

二、运输航空一般征候样例 

样例1. 航空器进入俯仰角超过+35°或-15°，或坡度超过

60°，或空速与当时飞行状态不相匹配的情况。（4.31） 

样例2. 飞行中，发生非指令性安定面配平。（4.31） 

样例3. 在起飞滑跑或最后进近阶段，航空器遭遇风切变或触发

风切变警告，未按要求中断起飞或复飞的情况。（4.31） 

 

 



　 抄送：西藏区局、各监管局，各地区空管局及空管分局（站），局机关各部门。

　 民航局综合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４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