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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提高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培训质量，规范岗位培训的步骤和内容，根据《中国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培训管理规则》，结合机场管制实际情况，制定本大纲。 

1.2 本大纲适用于民航地区管理局空中交通管理局、空中交通管理中心（站）、航

务管理站拟申请机场管制执照人员的资格培训和持照管制员复习培训。机场公司参照本

大纲进行拟申请机场管制执照人员的资格培训和持照管制员复习培训。 

资格培训包括上岗前培训、飞行数据/管制许可发布岗位培训、地面管制岗位培训

和塔台管制岗位培训四个阶段。 

1.3 实施多跑道运行或兼有进近管制功能而未设置进近管制席位的塔台管制室，相

关人员的资格培训和复习培训应增加相应的内容。 

1.4 本大纲所规定的培训时间为预计培训时间的最低时限。受训者在预计培训时间

内未能完成相应的培训，应当按照《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培训管理规则》的

规定，进行追加培训。 

2. 资格培训 

2.1 培训要求 

2.1.1 按照本培训大纲，每一阶段培训完成后，经考试合格，方能转入下一阶段的

培训。 

2.1.2 每次培训前，教员应当向受训者讲明本次培训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2.1.3 进行岗位培训时，应确保每名受训者有一名教员监督。 

2.1.4 教员根据受训者在培训中的表现，可采取随时进行个别或集体讲评的办法。 

2.1.5 每次培训，教员、受训者均应按照《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培训管

理规则》的规定，填写《培训/考核报告表》，并存入受训者技术档案。 

2.1.6 受训者在实地操作培训前必须进行模拟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能进行相应

的实地操作培训。 

2.1.7 未单独设置地面管制席或放行许可发布席的塔台管制室，可以将有关培训内

容纳入塔台管制岗位培训中一并进行，对应的培训时间同时累加。 

2.2 上岗前培训 

2.2.1 上岗前培训旨在为岗位技能培训和今后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培训时间为 8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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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上岗前培训主要采用课堂教学，重点是传授知识和经验，增强受训者对机场

管制工作的整体概念。上岗前培训着重讲授以下内容： 

a. 本单位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 

b. 与相关单位的协调、移交、通报等工作程序； 

c. 全国飞行情报区划分，高空管制区划分和中低空管制区划分； 

d. 全国国际航路和高空航路分布； 

e. 常见机型、机型分类及性能数据，国内各航空公司和通航我国的国外航空公司

的识别标志； 

f. 常见机型自通航机场至本场的飞行时间； 

g. 五万分之一和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的判读方法； 

h. 航图的判读方法，包括图中各种标志的确切含意； 

i. 进近（终端）范围内的航路、航线走向及最低安全高度； 

j. 机场使用细则及重要地标位置、通信导航设备位置； 

k. 停机位、停机坪布局及使用规定； 

l. 滑行道及滑行路线的使用规定和机动区运行的有关规定； 

m. 航站自动情报通播（ATIS）、灯光及导航等设备使用规定； 

n. 机场搜寻援救区域的划分及应急通报程序； 

o. 标准进离场程序、标准仪表进近程序、复飞程序； 

p. 航空器的放行间隔、起降尾流间隔及常见机型起降侧风标准； 

q. 高度表拨正程序； 

r. 机场气象特征； 

s. 机场周围障碍物、显著的目视地形特征； 

t. 流量管理办法； 

u. 专机保障相关规定； 

v. 空管法规和本单位有关管理规定； 

w. 有关安全教育的内容。 

2.3 飞行数据/管制许可发布岗位培训 

2.3.1 本阶段旨在培训受训者在上述两个岗位上的工作能力，培训时间为 120 小时。 

2.3.2 本阶段培训分为课堂教学和实地操作两部分。 

2.3.2.1 课堂教学应重点提高受训者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并进行适当的检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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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着重讲授以下内容： 

a. 岗位职责及相关工作程序； 

b. 飞行架次统计； 

c. 不正常情况记录与报告； 

d. 各种设备操作和有关通信、导航设备工作频率； 

e. 进程单的使用； 

f. 起飞、着陆电报拍发； 

g. 标准通话用语； 

h. 与相邻军民航管制单位的动态通报程序及移交协调； 

i. 机场停机位、有关保障部门布局； 

j. 道面情况的确认； 

k. 标准进离场程序； 

l. 放行许可发布及飞行情报通报； 

m. 气象情报的接收和通报； 

n. 航行通告的判读方法； 

o. 航站自动情报通播（ATIS）播发； 

p. 应答机编码分配与使用原则； 

q. 应急通报程序和相关单位联络方式； 

r. 特殊情况处置程序。 

2.3.2.2 实地操作培训的重点是灵活运用和巩固所学的知识，熟练使用相关设备，培

训时间为 100 小时。实地操作培训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a. 教员与受训者共同回顾课堂教学所学到的知识，教员重点说明本岗位将要用到

的知识和技能； 

b. 安排受训者进行岗位熟悉； 

c. 在教员的监督下进行实地操作； 

d. 适时进行工作技能检查。 

2.3.3 受训者完成飞行数据/管制许可发布岗位的实地操作培训后，应当具备下列能力： 

a. 正确处理飞行数据； 

b. 正确发布和记录放行许可及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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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确播发 ATIS； 

d. 准确、及时收集和通报天气情报； 

e. 掌握应急通报程序和相关单位联络方式； 

f. 掌握特殊情况处置程序； 

g. 掌握设备故障通报程序; 

h. 正确使用进程单； 

i. 熟练使用所需设备。 

2.4.地面管制岗位培训 

2.4.1 本阶段旨在培训受训者具备地面管制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获得在地面管

制岗位独立工作的资格，培训时间为 350 小时。 

2.4.2 本阶段培训分为课堂教学、模拟培训和实地操作三部分。 

2.4.2.1 课堂教学旨在使受训者进一步巩固地面管制的知识，了解本岗位所需的技能

和注意事项。课堂教学着重讲授以下内容： 

a. 岗位职责和工作程序； 

b. 交接班程序； 

c. 停机位、停机坪布局及使用规定； 

d. 跑道、滑行道及滑行路线的使用规定和机动区运行规定； 

e. 航空器滑行路线的选择和各滑行路线所需时间； 

f. 助航设施、道面情况的确认和通报； 

g. 地面活动监视设备的使用； 

h. 离场排序； 

i. 标准通话用语； 

j. 进程单的使用； 

k. 高度表拨正程序； 

l. 机场机动区内目视管制信号； 

m. 动态通报程序及应急通报程序； 

n. 特殊情况处置程序； 

o. 专机保障工作程序。 

2.4.2.2 模拟培训旨在利用沙盘、模拟机等模拟培训设备，使受训者能够将所学的知

识和通过前段培训所获得的技能熟练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培训时间为 5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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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1 模拟培训采用下述模拟方法： 

给定实际活动区域，以及一定数量的航空器（4－12 架）和地面车辆（1－2 辆）,

每架航空器在活动区域内平均运行时间为 15 分钟, 使其分别构成冲突，冲突发生间隔

时间为 3－5 分钟。 

2.4.2.2.2 模拟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标准通话用语； 

b. 机场停机位及滑行路线使用规定，机动区运行的冲突点以及冲突调配方法； 

c. 航空器地面滑行的避让原则； 

d. 动态通报； 

e. 发布更改的放行许可及气象情报； 

f. 提供合理的放行次序及间隔； 

g. 进程单的使用； 

h. 与塔台管制移交与协调； 

i. 与有关单位通报和协调； 

j. 应急通报程序； 

k. 特殊情况处置程序； 

l. 专机保障工作程序。 

2.4.2.2.3 受训者完成模拟培训后，应当具备下列能力： 

a. 正确使用进程单； 

b. 正确使用标准通话用语； 

c. 准确、及时通报动态； 

d. 合理安排进出港航空器的地面滑行； 

e. 正确处置在地面活动中发生的各类特殊情况。 

2.4.2.3 受训者完成模拟培训后，应当进行实地操作培训，培训时间为 250 小时。实

地操作培训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a. 教员向受训者讲解模拟操作与实地操作的不同点及实地操作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 

b. 安排受训者进行岗位熟悉； 

c. 在教员的监督下进行实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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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适时进行工作技能检查。 

2.4.3 受训者完成实地操作培训后，应当具备地面管制岗位独立工作的能力。 

2.5 塔台管制岗位培训 

2.5.1 本阶段旨在培训受训者具备塔台管制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获得在塔台管

制岗位独立工作的资格，培训时间为 450 小时。 

2.5.2 本阶段培训分为课堂教学、模拟培训和实地操作三部分。 

2.5.2.1 课堂教学旨在使受训者进一步巩固塔台管制的知识，了解本岗位所需的技能

和注意事项。课堂教学着重讲授以下内容： 

a. 岗位职责和工作程序； 

b. 标准通话用语； 

c. 标准进离场程序、仪表进近程序、复飞程序及扇区最低安全高度、最低引导高

度； 

d. 助航设施、跑道情况的确认和通报； 

e. 航空器的放行间隔、起降尾流间隔及常见机型起降侧风标准； 

f. 放行许可更改； 

g. 机场最低起降标准、全天侯运行程序； 

h. 助航设施降级对最低起降标准的影响； 

i. 起飞许可和着陆许可发布； 

j. 管制移交与协调； 

k. 对机场周围气象要素的判断； 

l. 气象情报通报； 

m. RVR 的使用和通报； 

n. 进近（终端）范围内各航段的距离、走向和常见机型的飞行时间； 

o. 航空器起飞、着陆阶段应注意的事项； 

p. 进程单的使用； 

q. 机场机动区内目视管制信号； 

r. 起落航线飞行的管制； 

s. 相邻机场进离场航线； 

t. 监视设备的利用； 

u. 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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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管制； 

w. 应急通报程序； 

x. 特殊情况处置程序； 

y. 专机保障工作程序。 

2.5.2.2 模拟培训旨在利用沙盘、模拟机等模拟培训设备，使受训者能够将所学的知

识和通过前段培训所获得的技能熟练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培训时间为 50 小时。 

2.5.2.2.1 模拟培训采用下述模拟方法： 

给定实际的管制机场环境，以及一定数量的航空器（2－10 架），每架航空器在塔

台空域内平均运行时间为 6 分钟, 使其分别构成放行间隔、尾流间隔冲突，起飞与降落

冲突，起落航线上升、下降、追赶、交叉和汇聚冲突，飞行训练和非正常起降飞行冲突，

及特殊情况飞行冲突等共计 2－10 个，冲突发生间隔时间 3－5 分钟。 

2.5.2.2.2 模拟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标准通话用语； 

b. 起飞许可和着陆许可发布； 

c. 提供合理的放行次序及间隔； 

d. 进程单的使用； 

e. 移交与协调； 

f. 进近过程中不正常情况的处理； 

g. 复飞程序的使用； 

h. 应急通报程序； 

i. 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管制； 

j. 特殊情况处置程序； 

k. 专机保障工作程序。 

2.5.2.2.3 受训者完成模拟培训后，应当具备下列能力： 

a. 熟练掌握塔台管制的工作流程、方法、调配技巧； 

b. 掌握各类进离场程序的运行要求； 
c. 正确实施移交与协调； 
d. 正确处置各类特殊情况； 
e. 正确使用标准通话用语； 
f. 合理安排起飞、着陆间隔和顺序。 
2.5.2.3 受训者完成模拟培训后，应当进行实地操作培训，培训时间为 350 小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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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操作培训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a. 教员向受训者讲解模拟操作与实地操作的不同点及实地操作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 

b. 安排受训者进行岗位熟悉； 

c. 在教员的监督下进行实地操作； 

d. 适时进行工作技能检查。 

2.5.3 受训者完成塔台管制岗位实地操作培训后，应当具备塔台管制岗位独立工作

能力。 

3. 复习培训 

3.1 复习培训是使管制员熟练掌握应当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提供大流量和复杂气象

条件下的管制服务，并能处理工作中遇到的设备故障和航空器突发的非正常情况所进行

的培训。 

3.2 复习培训采用课堂学习和模拟培训方式，以模拟培训为主。 

3.2.1 课堂学习培训时间为 5 小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紧急情况下的工作程序； 

b. 航空器在运行过程中突发非正常情况的处置方法； 

c. 空管设备运行过程中突发非正常情况的处置方法； 

d. 以日常事例和事故为蓝本的案例分析等。 

3.2.2 模拟培训包括正常、非正常情况下空中交通管制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培训时

间为 15 小时。 

3.2.2.1 正常情况下的空中交通管制知识和技能培训，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a. 机场管制工作中常用的管制方法和调配技巧的综合应用； 

b. 大流量下的管制能力和调配技巧； 

c. 专机保障工作程序； 

d. 常见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管制方法和调配技巧等。 

3.2.2.2 非正常情况下的空中交通管制知识和技能培训，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a. 航空器运行过程中突发的非正常情况处置： 

—―航空器发动机失效或失火； 

—―航空器起落架故障； 

—―航空器被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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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中断起飞、复飞； 

—―航空器地面运行时的非正常情况； 

—―航空器在跑道上的非正常情况； 

—―助航设施及跑道使用的非正常情况等。 

b. 非管制原因的人为差错造成的非正常情况处置。 

c. 非常见复杂气象条件。 

d. 空管设备运行过程中突发的非正常情况处置，包括通讯、导航、飞行计划信息

设备故障等。 

e. 以日常事例和事故为蓝本的，以吸取经验教训为目的的训练。 

4. 附则 

本大纲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