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 询 通 告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文 号：民航规 〔2023〕14号

编 号：AC-135-FS-011
下发日期：2023年4月6日

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规则



 

— I — 

目   录 
1 目的和依据 .............................................................................................. 1 

2 适用范围 .................................................................................................. 1 

3 参考资料 .................................................................................................. 1 

4 定义 .......................................................................................................... 1 

5 机载设备要求 .......................................................................................... 2 

5.1 一般设备要求 ................................................................................... 2 

5.2 安全和救生设备要求 ....................................................................... 3 

6 直升机水上平台的评估要求 .................................................................. 4 

6.1 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信息清单 ....................................................... 4 

7 飞行机组成员 .......................................................................................... 5 

7.1 飞行机组成员的组成 ....................................................................... 5 

7.2 资格要求 ........................................................................................... 5 

7.3 近期经历 ........................................................................................... 6 

7.4 机长航线检查 ................................................................................... 6 

8 训练要求 .................................................................................................. 6 

8.1 训练内容 ........................................................................................... 6 

8.2 训练附加要求 ................................................................................... 7 

8.3 训练记录 ........................................................................................... 7 

9 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的一般规定 .......................................................... 8 

9.1 最低飞行高度规定 ........................................................................... 8 

9.2 天气标准 ........................................................................................... 8 

9.3 性能要求 ........................................................................................... 9 



 

— II — 

9.4 运行要求 ........................................................................................... 9 

9.5 直升机水上平台的要求 ................................................................. 10 

10 运行的批准 .......................................................................................... 14 

11 有利安全的新技术运用 ...................................................................... 15 

12 生效和废止 .......................................................................................... 15 

 



 

— 1 — 

1 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明确运行相关设施设备标准，提高

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安全水平，依据《小型商业运输和空中游览运营

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以下简称 CCAR-135 部），制定本咨询通告。 

2 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按照 CCAR-135 部实施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的

运营人（以下简称运营人），为运营人规范实施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提

供依据，同时为局方对实施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的运营人进行运行合

格审定和持续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3 参考资料 

《航空器的运行》（国际民航公约 附件 6） 

《直升机场》（国际民航公约 附件 14 卷 II）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MH5013） 

4 定义 

直升机场：全部或部分提供直升机起飞、着陆和表面活动使用的

场地或构筑物上的特定区域。 

直升机水上平台：指位于漂浮的或固定的水上设施（诸如开采油、

气的勘探或作业设施）上供直升机起降的区域，和位于船首、船中或

船尾专门建造的直升机起降区域（船平台）。 

注：本定义仅适用于本咨询通告。《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

准》（MH5013）中“直升机水上平台”未包含船上直升机场，而本咨

询通告为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规则，两份文件制定目的不同，为更好

地全面规范和指导运行，本咨询通告中“直升机水上平台”包含船平

台。 

最终进近和起飞区（FATO）：指用于完成进近机动的最后阶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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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停或者着陆, 以及开始起飞动作的特定区域（供以 1 级性能运行的

直升机使用的最终进近和起飞区还包括可用中断起飞区）。 

接地和离地区（TLOF）：指供直升机接地或离地的一块承载区。 

5 机载设备要求 

5.1 一般设备要求 

在水上平台运行的直升机，应当装备下列符合 CCAR-135 部第

135.451 条（b）款有关适航要求的仪表与设备：  

（a）无线电高度表。直升机需安装一套无线电高度表，可提供低

于预设高度的音响警告和驾驶员视觉警告。 

（b）应急定位发射机（ELTs）或等效装置。如装置为自动抛放式，

其功能应当包括碰撞开关和浸没式开关，且装置应当是易浮的；如装

置为便携式，则应当具备完整的可自动展开天线。 

（c）驾驶舱语音记录器（CVR）或等效装置。CVR 应当至少能够

保存最后 2 小时运行中所记录的信息。建议 CVR 连接一个水下定位

装置。 

（d）直升机健康与使用监测系统（HUMS）和振动监控系统（VHM）

或等效系统。对于最大审定乘客座位数等于或大于 10 座的直升机，建

议加装直升机健康与使用监测系统（HUMS），或者最低限度加装带有

使用监测系统（UMS）的振动监控系统（VHM）。对于最大审定乘客

座位数等于或小于 9 座的直升机，建议安装一个包含传动/转向部件的

基础型振动监控系统（VHM）和一个发动机使用监测系统（UMS）。 

（e）浮筒。 

（f）直升机地形警告系统。最大起飞全重超过 3180kg 或者最大

审定乘客座位数等于或大于 10 座的直升机，应当安装一套直升机地形

警告系统。 

注：除经局方特殊批准外，自本咨询通告生效之日起，拟从事直

升机水上平台运行的新引进的直升机应当满足本款要求。本咨询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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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之日前引进的未安装直升机地形警告系统的直升机，运营人应当

完成风险评估。 

（g）客舱应急抛放窗口、应急灯和座位布局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客舱中的所有窗口应当能在紧急情况下打开，以满足水下逃

生的目的。 

（2）紧急出口标识系统应当能够在夜间飞行时清晰可见，在客舱

进水后可自动启动。 

（3）每排座椅应当有相应的逃生出口。 

（h）旅客广播系统。最大审定乘客座位数等于或大于 10 座的直

升机应当安装旅客广播系统；最大审定乘客座位数等于或小于 9 座的

直升机建议安装旅客广播系统，如不安装，则应当确保所有乘客可以

听到并理解机组指令。 

5.2 安全和救生设备要求 

实施水上平台运行的直升机应当配备 CCAR-135 部第 135.55 条或

第 135.455 条规定的适用设备，并根据运行条件和环境需要配备符合

以下要求的安全和救生设备： 

（a）包括必要救生药品和器材的急救箱。 

（b）救生筏。所有救生筏应当配备一台应急无线电设备/信标和一

个符合局方要求的水上救生包，该救生包通过一个挂绳连接到救生筏

上。救生筏的容量应当适合于直升机所载乘员数量。 

（c）救生衣。救生衣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救生衣能全程穿戴。 

（2）直升机水上运行时，驾驶员救生衣建议配备应急无线电设备。

对于夜间运行，救生衣应当装备灯光。 

（d）防浸服。在以下情况，应当为所有机组和乘客配备防浸服： 

（1）若气象实况或预报显示飞行时的海水温度低于 10℃。 

（2）运营人综合评估救援时间、运行环境等影响认为需配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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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直升机水上平台的评估要求 

运营人应当在运行前对平台进行运行安全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应

当符合本咨询通告第 9 部分对直升机水上平台的要求。运营人应当为

经评估可以实施运行的直升机水上平台建立《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信

息清单（HOIL）》，当增加新的直升机水上平台，或者已有直升机水上

平台运行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修订该信息清单，并将其作为指

导运行的依据。 

6.1 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信息清单 

《直升机平台运行信息清单（HOIL）》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平台运

行信息： 

（a）修订日期和版本号； 

（b）平台的完整名称（六个月内的曾用名）； 

（c）所有者/运营人名称； 

（d）水上设施类型： 

（1）固定有人值守； 

（2）固定无人值守； 

（3）船型（例如：潜水支援船）； 

（4）半潜式的； 

（5）自升式平台等。 

（e）“D”值； 

（f）陆空通讯呼号； 

（g）平台识别标识； 

（h）水上设施的侧面识别标志； 

（i）平台起降区海拔高度； 

（j）水上设施最高点海拔高度； 

（k）地理位置； 

（L）通讯和导航频率、识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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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带注解的水上设施总图，最好以透视图形式并注释起重机、

桅杆、烟囱、涡轮、尾气、侧识别面板及风向袋等的位置； 

（n）平面示意图； 

（o）加油的类型： 

（1）压力和重力； 

（2）仅压力； 

（3）仅重力； 

（4）无。 

（p）灭火设备的类型和安装方式； 

（q）可用的地面动力装置（GPU）； 

（r）水上设施首向和水上平台首向； 

（s）最大允许重量； 

（t）状态灯（是/否）； 

（u）修订的发布日期； 

（v）“限制”信息：平台运动限制等； 

（w）平台群示意图（如适用）； 

（x）运行提示、通知和注释。 

7 飞行机组成员 

7.1 飞行机组成员的组成 

除经局方批准外，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应当至少配备两名驾驶员，

并且应当指定一名驾驶员为机长。 

7.2 资格要求 

7.2.1 首次担任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的机长应当具有不少于 100

小时该机型水上平台运行中的监视下履行机长职责的飞行经历时间，

其中包括不少于 50 个包含起飞、离场和进近、落地的完整的水上平台

起落。 

7.2.2 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的副驾驶，在该机型水上平台运行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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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小时飞行经历时间，应当在监视下获取，其中包括作为副驾驶履行

在座机组人员职责时不少于 30 个包含起飞、离场和进近、落地的完整

的水上平台起落。 

7.2.3 对于初始获得相应资格的驾驶员，上述监视下履行机长职责

的飞行经历时间中的前 50 小时，和监视下获取的副驾驶飞行经历时间

中的前 25 小时（包含 15 个水上平台起落），应当在具备相应资格的飞

行教员或者飞行检查员的监视下获取，剩余的飞行经历时间，可在具

备相应资格的公司授权航线教员、飞行教员或者飞行检查员的监视下

获取。 

7.2.4 对于满足上述经历的驾驶员，运营人安排其在非监视下实施

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前，还应当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飞行教员或者飞

行检查员评估并确认相关飞行机组成员的技术能力，确保能够满足水

上平台运行要求。 

7.3 近期经历 

担任机长的驾驶员在每次水上平台运行前 90 天内，应当至少在该

机型上完成 3 次包括起飞、离场、进近、落地的完整水上平台起落，

该水上平台起落也可以在局方认可的该机型模拟机上完成。 

7.4 机长航线检查 

机长航线检查应当包括在水上平台实施的起飞和着陆。 

8 训练要求 

运营人应当针对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特点，完善训练大纲，确保

担任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的驾驶员满足下列训练要求： 

8.1 训练内容 

应当针对水上平台运行特点，对飞行机组成员强化以下训练内容： 

（a）关于海上运行环境的特点，进近阶段由于灯光、相对运动、

天气等原因产生的倒飞错觉等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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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上运行的机组资源管理。 

（c）飞行机组成员在昼间和夜间运行中的风险管理能力，包括正

常、非正常和紧急程序。 

（d）进近、复飞、落地和起飞阶段的夜间运行特点（如适用）。 

（e）强调多机组程序的重要性，以及监控飞行员（PM）在所有飞

行阶段中的作用。 

（f）标准操作程序。 

（g）在有明显气候变化的地区，应当增加与季节变换有关的理论

培训。 

8.2 训练附加要求 

8.2.1 水下逃生训练 

驾驶员应当至少每四年完成一次包括理论和实操的定期水下逃生

训练，该训练应当尽量模拟昏暗的环境，使用水下逃生模拟器和类似

于安装在航空器内的紧急设备。 

8.2.2 应急和安全设备 

驾驶员应当至少每年在运行的每一机型或型别上完成一次针对机

载和便携设备的应急和安全设备定期训练。 

8.2.3 训练评估 

运营人应当评估每个驾驶员的应急和安全设备操作能力，该评估

可以结合熟练检查和航线检查进行。 

8.2.4 夜间训练 

实施水上平台夜间运行的驾驶员应当在近 12 个日历月内在典型

运行机型或型别上至少完成 3 个夜间水上平台起落的训练。该训练可

结合初始训练、转机型训练或定期复训，在相应机型的直升机或局方

认可的该机型模拟机上实施。 

8.3 训练记录 

运营人应当妥善保存驾驶员训练记录，作为驾驶员的飞行技术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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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在局方检查时提供相应材料。 

9 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的一般规定 

9.1 最低飞行高度规定 

直升机实施除水上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外的水上目视飞行，昼间

飞行真高不得低于 100 米，夜间飞行真高不得低于 200 米。 

9.2 天气标准 

（a）驾驶员按照目视飞行规则在水上平台起飞和降落的最低天气

标准为： 

（1）昼间云高 200 米，能见度 3000 米； 

（2）夜间云高 300 米，能见度 5000 米； 

（3）昼间运行时，如果着陆平台或计划路径中的目视定位点持续

可见，能见度标准可降为 800 米； 

（4）夜间运行时，如果着陆平台或计划路径中的目视定位点持续

可见，能见度标准可降为 1600 米。 

（b）驾驶员用平台导航台实施仪表进近的最低天气标准为： 

（1）用气压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为水上设施最高点海拔高度

加上 80 米； 

（2）用无线电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为水上设施最高点海拔高

度加上 60 米； 

（3）最低云高等于最低下降高度加上 10 米； 

（4）昼间能见度为 1000 米，夜间能见度为 1500 米。 

（c）驾驶员用机载雷达和平台导航台实施仪表进近昼间的最低天

气标准为： 

（1）用气压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为 90 米，云高为 100 米，

能见度为 1000 米； 

（2）用无线电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为 60 米，云高为 70 米，

能见度为 1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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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驾驶员用机载雷达和平台导航台实施仪表进近夜间的最低天

气标准为： 

（1）用气压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为 120 米，云高为 130 米，

能见度为 1500 米； 

（2）用无线电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为 90 米，云高为 100 米，

能见度为 1500 米。 

（e）如果直升机装有机载平台自动着陆系统，可使用经批准的天

气标准。 

9.3 性能要求 

实施水上平台运行的直升机的性能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9.3.1 为载客而进行的陆上起飞、离港、进近和着陆均应当满足 1

级性能运行标准。在特定情况下需要使用 2 级性能运行标准时，应当

确保关键动力装置失效时仍然能够安全迫降。 

9.3.2 在进行海上起飞、离港、进近和着陆的性能规划时，在关键

动力装置失效的情况下，不存在撞击甲板边缘的风险。 

9.4 运行要求 

9.4.1 出现以下情况时，运营人应当考虑中止水上平台运行： 

（a）在平台实施着陆和起飞时的顺风达到 3 米/秒或者以上。 

（b）在发生井喷事故的平台着陆（发生未危及甲板安全的小型井

喷事故时，可视情实施抢险救援飞行活动）。 

（c）在冷放天然气可能影响直升机甲板的平台着陆。 

9.4.2 直升机在没有夜航设备的机场、海岸起降点或平台着陆，或

者机长不满足夜间运行要求，应当在日落前 10 分钟降落。 

9.4.3 直升机水上飞行在符合局方要求的预定场外着陆时，驾驶员

应当： 

（a）在空中仔细查看场地的面积、坡度、道面硬度、进入着陆方

向的净空条件和风向风速等，确定场地是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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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般选择逆风和可供直升机安全降落的方向进入着陆； 

（c）操纵直升机在适当的高度上悬停，查看场地，然后着陆； 

（d）当着陆场地四周有高度为 10 米以上障碍物时，应当计算着

陆前的飞行重量，在保证能够在无地效作用下悬停和起飞的前提下，

方可进行着陆。 

9.4.4 起飞、降落时，除必要的值班人员以外，任何人不得在直升

机甲板上停留。直升机甲板上不得有妨碍直升机降落和起飞的物体。

乘客应当按照规定的路线上下直升机。 

9.4.5 担任水上平台飞行任务的飞行机组应当在飞行实施过程中

做好以下工作： 

（a）严格按照检查单进行开车和起飞前检查。 

（b）进入水上飞行前，对直升机和发动机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确

保工作正常，做好准备后方可进入水上飞行，并向基地管制部门报告。 

（c）在低空和超低空飞行时，参照无线电高度表。 

（d）在平台着陆前应当询问降落条件。在没有通信设备的平台着

陆时，根据风向袋或海面上的波浪判断风向建立起落航线，尽量逆风

着陆。 

（e）当第一次在某平台着陆时，以不低于安全速度通过平台，看

清平台情况后方可着陆。 

（f）起飞重量严格遵守规定，经过悬停检查，确认发动机工作正

常，剩余动力符合规定后，方可增速，并按无地效操纵。 

（g）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建立直升机与基地或者平台之间可靠的通

信联络。通常每隔 15 分钟向基地报告一次飞行情况。 

9.5 直升机水上平台的要求 

水上平台应当符合《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MH 5013）

要求。如果水上平台严格限制在昼间使用，当风速不大于所用直升机

飞行手册规定最大风速的 0.5 倍，气流平稳，云高 300 米以上，且能

见度大于 5000 米时，则直升机可以在直径不小于旋翼直径（R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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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平台上降落和起飞。运营人拟在某一水上平台首次实施运行时，

应当对该平台运行进行风险评估，制定有效控制措施，确保运行风险

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该评估应当至少包括： 

（a）水上平台的规格、设施、标准和运行条件。 

（b）直升机的仪表与设备。 

（c）驾驶员、维修人员及其他技术支持人员的资格和训练。 

（d）包括飞行高度、天气、油量、性能和备降方案在内的运行标

准。 

9.5.1 设施设备 

运营人应当基于平台的限制、警告、说明等内容对水上平台进行

评估，以确定其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平台物理特性 

平台的接地和离地区（TLOF）尺寸和承载能力应当满足拟起降的

直升机要求。 

（b）障碍物限制区 

水上平台应当设有障碍物限制区，除直升机运行所必需的助航设

施外，不得有高出无障碍物保护面的固定物体。 

（c）标志和照明 

运营人应当评估水上平台和船平台的标志和照明设备，确保标志

清晰可见，灯光照明完整，满足运行要求。评估内容至少包含： 

（1）水上平台标志； 

（2）主要障碍物喷涂标志和照明（包括防撞照明）； 

（3）充足的边线照明； 

（4）充足的泛光照明； 

（5）水上平台状态灯（用于白天和夜间运行，例如：信号灯）； 

（6）总照明水平。 

（d）平台表面 

平台表面的评估内容应当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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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滑网（限轮式直升机起降）或表面摩擦系数足够的甲板； 

（2）排水系统； 

（3）平台边缘安全网； 

（4）足够的与运行机型相匹配的系留点； 

（5）所有污染物的清除。 

（e）环境 

平台环境的评估内容应当至少包括： 

（1）外来物损伤； 

（2）可能产生的颠簸； 

（3）鸟类控制； 

（4）由于废气、热气或冷气排放或泄露导致的空气质量的下降； 

（5）相邻平台可能对空气质量产生的影响； 

（6）平台下方和附近大型建、构筑物或设施对气流的影响。 

（f）救援与消防 

救援与消防的评估内容至少包括： 

（1）主用和备用灭火剂类型、数量、容量； 

（2）个人防护设备、服装、呼吸设备； 

（3）防坠机设备箱； 

（4）消防灭火设施（无人值守/有人值守）。 

（g）通讯和导航 

通讯和导航的评估内容应当至少包括： 

（1）航空无线电设备和通讯质量； 

（2）无线电呼号与水上平台名称是否匹配； 

（3）NDB 或等效装置（如适用）； 

（4）无线电通讯记录本； 

（5）灯光信号（如信号灯）。 

（h）附加运行和操作设备 

附加运行和操作设备的评估内容应当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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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向袋或等效装置； 

（2）风向风速仪； 

（3）平台运动记录和报告装置（如适用）； 

（4）旅客须知； 

（5）轮档； 

（6）系留锁扣/绳； 

（7）称重装置。 

9.5.2 接地和离地区（TLOF）附加运行要求 

（a）乘客通道 

（1）当直升机旋翼转动时（符合正常水上直升机操作程序），应

当确保登机/离机乘客无需绕过直升机尾桨或主旋翼较低的机头部位。

如直升机仅有一侧通道供乘客使用，应当确保直升机着陆方向与通道

方向位置相适应。 

（2）平台应当至少有两条乘客通道，通道布局应当确保当平台发

生事故时，相关人员能够从着陆区域的上风位置逃离。 

（b）起重机活动的控制 

（1）在直升机起降期间，应当由指定人员负责起重机的控制。 

（2）直升机起降前 15 分钟至起降后 15 分钟间，起重机应当停止

工作，起重机吊臂和人字架结构应当保持固定，并尽量远离障碍物保

护面及飞行路径。 

（c）起降区高度 

运行风险评估时，应当结合发动机失效对直升机性能的影响，考

虑起降区高出水平面的高度，以确定对特定平台增加运行限制。 

（d）风向对船平台的影响 

运营人应当结合船平台的运动特性，评估风向对直升机实施船平

台起降的影响。 

（e）平台运动 

（1）运营人应当评估不同海况下，水上平台的运动情况，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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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降产生的影响。 

（2）运营人应当评估平台运动相关信息的获取能力，确保信息完

整有效。如有必要，运营人应当结合实际运行情况提出其他附加信息

需求。 

9.5.3 人员 

运营人应当评估平台是否具备与安全运行相关的技术支持人员，

包括甲板起降指挥员、安全监督员、报务员、装载人员、加油人员和

消防人员等。 

9.5.4 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辅助信息 

运营人应当评估直升机水上平台可以持续提供以下平台信息： 

（a）气象信息： 

（1）风速和风向（包括方向变化）； 

（2）气温和露点温度（如可能）； 

（3）修正海平面气压（QNH），并视情况提供场面气压（QFE）； 

（4）云量和云底高（平均海平面以上（AMSL））； 

（5）能见度； 

（6）当前天气（包括有无闪电）。 

（b）平台运动信息 

运营人应当持续获得下列平台运动信息： 

（1）有效升沉率（SHR）（如适用）； 

（2）船首向（若适用）； 

（3）纵摇横摇信息（如适用）； 

（4）直升机甲板倾斜角度。 

10 运行的批准 

运营人应当依据本咨询通告内容修订相关手册和训练大纲，同时

制定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信息清单（HOIL），经局方审定合格后，通

过批准运行规范的方式获得相关运行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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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利安全的新技术运用 

直升机水上平台运行是一种高风险运行，除了本咨询通告提供的

指南外，局方鼓励运营人结合具体的运行情况，在满足适用的规章和

本咨询通告基础上，采用国内外有利于运行安全的新技术，进一步提

升安全水平和运行效率。 

12 生效和废止 

本咨询通告自下发之日起 30 日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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