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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公　 　 告
２０２４ 年第 ２４ 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发布 «民用机场

助航灯光系统维护规程» 的公告

现发布 «民用机场助航灯光系统维护规程» (ＭＨ / Ｔ ５０８３—

２０２４)ꎬ 自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原 «民用机场助航灯光系统

维护规程» (ＡＰ－１４０－ＣＡ－２００９－１) 同时废止ꎮ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ꎬ 由中国

民航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ꎮ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前　 言

«民用机场助航灯光系统维护规程» 是一部规范我国民用机场助航灯光系统

(以下简称助航灯光系统) 维护工作ꎬ 保障助航灯光系统安全、 正常、 稳定运行的

维护类技术标准ꎮ

本标准是在 ２００９ 年民航局发布的 «民用机场助航灯光系统运行维护规程»

(ＡＰ－１４０－ＣＡ－２００９－１) 基础上修编而成的ꎮ 编写组收集了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上

主要国家的相关技术规范和资料ꎬ 调研了国内外助航灯光系统运行维护现状ꎬ 以及

我国助航灯光系统新技术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ꎬ 经广泛征求意见、 专家论证审查后

编写完成ꎬ 定名为 «民用机场助航灯光系统维护规程»ꎮ 本标准发布后ꎬ 原 «民用

机场助航灯光系统运行维护规程» 同步废止ꎮ

与原 «民用机场助航灯光系统运行维护规程» 对比ꎬ 本次修编的主要内容有:

———新增 ＬＥＤ 灯具、 跑道状态灯、 Ａ￣ＳＭＧＣＳ 监控系统等新设备、 新技术的维

护标准及要求ꎻ

———新增进近灯光系统嵌入式灯具的维护要求ꎻ

———新增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 (ＰＡＰＩ) 颜色准确性、 故障断电及报警功能的维

护要求ꎬ 角度测量仪器的使用要求ꎻ

———新增跑道和滑行道灯具发光颜色准确性的要求ꎻ

———新增对有定向发光要求的灯具角度检查维护要求ꎻ

———新增风向标圆环标志维护要求ꎻ

———新增助航灯光监控系统升级维护要求ꎻ

———新增嵌入式灯具故障及排查方法ꎻ

———新增助航灯光系统光学性能检测要求ꎻ

———调整进近灯光系统、 跑道和滑行道灯光系统的分类及维护要求ꎻ

———调整跑道和滑行道灯具部分维护项目及要求ꎻ

———调整串联回路部分维护项目及要求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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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恒流调光器部分维护项目及要求ꎻ

———调整备用发电机组部分维护项目及要求ꎻ

———调整助航灯光监控系统部分维护项目及要求ꎻ

———调整助航灯光回路绝缘值维护目标值的要求ꎻ

———调整助航灯光系统设备的备品备件储备分类及要求ꎻ

———删除机场灯标和障碍灯的维护要求ꎻ

———删除助航灯光变电站维护要求ꎻ

———删除助航灯光检查维护台账记录参考样表ꎮ

本标准第 １ 章由王卓、 崔艳雨、 黄世明编写ꎬ 第 ２ 章由张晨曦、 刘志勇、 丁清

苗编写ꎬ 第 ３ 章由李晓编写ꎬ 第 ４ 章由沈佳冰、 崔艳雨编写ꎬ 第 ５ 章由于凤虎、 於

毅俊编写ꎬ 第 ６、 ７ 章由沈佳冰、 崔艳雨编写ꎬ 第 ８ 章由李晓、 王卓编写ꎬ 第 ９ 章由

于凤虎、 黄世明编写ꎬ 第 １０ 章由林建华、 沈佳冰编写ꎬ 第 １１ 章由于凤虎、 沈佳冰

编写ꎬ 附录 Ａ 由王卓、 丁清苗编写ꎬ 附录 Ｂ 由沈佳冰、 於毅俊、 于凤虎编写ꎬ 附录

Ｃ 由林建华、 黄世明编写ꎮ 统稿工作由崔艳雨、 王卓、 黄世明完成ꎮ

本标准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中国民航大学负责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ꎬ 请

及时函告中国民航大学 (地址: 天津市东丽区津北公路 ２８９８ 号中国民航大学ꎻ 邮

编: ３００３００ꎻ 电话: ０２２－２４０９２４０４ꎻ 邮箱: ｙｙｃｕｉ＠ ｃａｕｃ ｅｄｕ ｃｎ)ꎬ 以及民航工程建

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２ 号住总地产大厦ꎻ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２２３４２ꎻ 邮箱: ｍｈｇｃｊｓｂｗｈ＠ １６３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中国民航大学

中国民用航空东北地区管理局

福建三明机场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国际机场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元翔 (福州) 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

—Ⅱ—

民用机场助航灯光系统维护规程 (ＭＨ / Ｔ ５０８３—２０２４)



主　 　 编: 崔艳雨　 王　 卓　 黄世明

参编人员: 沈佳冰　 於毅俊　 于凤虎　 李　 晓　 林建华　 张晨曦　 丁清苗

刘志勇

主　 　 审: 朱文欣　 张云青

参审人员: 张严峰　 梁满杰　 赵家麟　 涂　 堃　 刘玉红　 白　 璐　 杜　 菁

刘爱水　 虞再道　 牛　 坤　 赵　 鹏　 王玉龙　 冯　 嵩　 徐　 云

陈　 列　 常　 辉　 赵　 蕙　 赵一雄　 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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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助航灯光系统的维护工作ꎬ 确保助航灯光系统安全、 正常、 稳定运行ꎬ 保证飞行

安全ꎬ 特制定本标准ꎮ

１ ０ ２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 助航灯光系统的维护工作ꎬ 通

用机场参照本标准执行ꎮ

１ ０ ３　 本标准规定了助航灯光系统检查维护的相关内容ꎮ 助航灯光系统故障或降级对机场运行

最低标准的调整ꎬ 应参照 «民用机场运行最低标准制定与实施准则» (ＡＣ－９７－ＦＳ) 的有关要求

执行ꎮ

【条文说明】 本标准主要用于对助航灯光系统检查维护工作的指导ꎬ 相关维护技术要求不同于机

场运行最低标准要求ꎮ

１ ０ ４　 助航灯光系统的故障及排查方法ꎬ 除参见附录 Ａ 外ꎬ 可结合产品手册执行ꎮ

１ ０ ５　 助航灯光系统的备品备件储备种类和数量ꎬ 应按附录 Ｂ 表 Ｂ １ 执行ꎮ

１ ０ ６　 助航灯光系统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助航灯光系统的运行维护ꎬ 同时需参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ꎮ 如电气设备参照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１ 部分: 总则» «电气设备安全设

计导则»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 １ 部分: 通用技术条件» 等国家现行标准执行ꎻ 助航灯

具、 电缆、 恒流调光器的检查维护ꎬ 参照 «跑道和滑行道助航灯具技术要求» «精密进近航道指

示器技术要求» «机场助航灯光回路用埋地电缆» «恒流调光器» 等民航局发布的行业标准或规

范性文件执行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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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缩略语

２ １　 术语

２ １ １　 助航灯光电缆连接器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ｃａｂｌ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助航灯光电缆、 隔离变压器和助航灯具使用的插头和插座ꎮ

２ １ ２　 灯具发光的均匀性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ｇｈｔ

灯光回路内各灯具在同一亮度等级下的明暗程度一致性ꎮ

２ １ ３　 灯具安装的直线性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ａｍｐ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直线上的灯具安装应具有直线性ꎬ 没有明显的目视偏差ꎮ

２ １ ４　 跑道状态灯系统 ｒｕｎｗａ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ｌ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利用动态灯光提示飞行员和车辆驾驶员进入跑道或起飞不安全的自主告警系统ꎬ 由跑道状

态灯控制处理系统和跑道状态灯灯光子系统组成ꎮ

２ １ ５　 开路故障 ｏｐｅｎ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ｆａｕｌｔ

灯光回路开路故障是指灯光电缆同一导体两点之间意外出现具有相对高阻抗特性的状态ꎮ

２ １ ６　 接地故障 ｅａｒｔｈ ｆａｕｌｔ

灯光回路接地故障是指灯光回路的电缆导体与大地之间意外出现导电通路ꎮ

２ １ ７　 短路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灯光回路短路是指两个或更多的导电部分之间形成的偶然的或有意的导电通路ꎬ 迫使这些

导电部分之间的电位差等于或接近于零ꎮ

２ １ ８　 绝缘电阻下降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灯光回路绝缘电阻下降是指回路中的电缆、 隔离变压器或者电缆连接器等受到外力损伤或

环境影响后绝缘材料电阻值降低ꎬ 绝缘性能下降ꎮ

２ １ ９　 灯具的仰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ｉｎａｉｒｅ

灯具主光束与水平线之间的夹角ꎮ

２ １ １０　 色品图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用色品坐标规定的各点表示色刺激色品的平面图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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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１１　 发光强度 (光强) ｌｕｍｉｎｏｕ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光通量在指定方向的立体角内的密度ꎮ

２ １ １２　 照度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

真实或假想表面上的某点处ꎬ 入射光通量的面密度ꎮ

２ １ １３　 亮度 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

实际或假想表面上的指定点在指定方向上ꎬ 发光强度相对于投影面积的密度ꎮ

２ １ １４　 亮度因数 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面元在规定方向的亮度与在相同照射和观测条件下完全漫反射体或完全漫透射体的亮度

之比ꎮ

２ ２　 缩略语

Ａ￣ＳＭＧＣ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高级场面活动引导和控制

系统

ＰＡＰＩ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ａ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

ＵＰＳ (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不间断电源

ＩＧＢＴ (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 Ｇａｔｅ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 　 　 　 　 　 　 　 　 　 　绝缘栅双极型晶闸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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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进近灯光系统检查维护

３ １　 一般规定

３ １ １　 进近灯光系统的检查维护对象主要包括中线短排灯、 侧边短排灯、 横排灯、 顺序闪光灯

等ꎮ 安装方式可分为立式安装和嵌入式安装ꎬ 其中立式安装包括立杆、 灯光塔 (桥) 等ꎮ

３ １ ２　 进近灯光系统的检查维护标准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２ 的规定ꎮ

３ １ ３　 进近灯光系统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３ １ ３ 的规定ꎮ

表 ３ １ ３　 进近灯光系统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月
一次

每季度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１ 目视检查灯具的发光情况 ★

２ 目视检查立式进近灯具的仰角和直线性 ★

３ 徒步检查嵌入式灯具上盖螺栓的紧固情况 ★

４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的外部结构完好性 ★

５ 目视检查灯具的密封性能完好性 ★

６ 目视检查灯具安装情况 ★

７ 检查嵌入式灯具上盖的完好性 ★

８ 检查嵌入式灯具底座及固定胶的完好性 ★

９ 仪器检查立式进近灯具仰角 ★

１０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表面涂层完好性 ★

１１ 检查顺序闪光灯控制箱的密封性能和电气部件
的完好性

★

１２ 测试进近灯具的光学性能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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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月
一次

每季度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１３ 清除可能遮挡住灯具光束的杂草、 积雪或其他
障碍物

★

１４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

　 　 注: 在助航灯光塔 (桥) 上安装的进近灯光系统ꎬ 宜具备现场巡视维护的便利条件ꎮ 如不具备ꎬ 可通过视频监控或单灯监

控等方式进行每日巡视检查ꎮ

３ ２　 进近灯光系统检查维护内容

３ ２ １　 每日检查维护内容

１　 目视检查灯具的发光情况 (包括光源发光是否正常ꎬ 顺序闪光灯闪光是否正常、 是否有

乱闪或漏闪现象等)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更换失效光源、 破损的玻璃罩及滤色片ꎬ 或更换灯具ꎻ

２) 清除影响灯具发光的玻璃罩水雾、 凝露、 水渍或污垢ꎻ

３) 清除遮挡光束的障碍物ꎮ

【条文说明】 失效光源是指光源不亮、 过亮、 过暗 (主光束平均光强小于标准值的 ５０% ) 等ꎮ

２　 目视检查立式进近灯具的仰角和直线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对仰角发生显著偏差的灯具ꎬ 应使用仪器进行角度调整ꎻ

２) 对直线性发生显著偏差的灯具ꎬ 应排查原因并消除影响ꎻ

３) 维修或更换倒伏的灯具ꎮ

３ ２ ２　 每月检查维护内容

徒步检查嵌入式灯具上盖螺栓的紧固情况ꎮ 使用扭矩扳手对固定螺栓进行紧固ꎬ 扭矩值参

照灯具产品手册设置ꎮ

３ ２ ３　 每季度检查维护内容

１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的外部结构完好性ꎮ

检查灯具玻璃罩、 立柱紧固件、 易折件的完好情况ꎬ 维护或更新损坏的外部结构件ꎮ

２　 目视检查灯具的密封性能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清除灯具内积水或水渍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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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清除影响灯具发光的玻璃罩上的水雾、 凝露、 水渍或污垢ꎻ

３) 清洁或更新污染、 破损的光学部件ꎻ

４) 更换变形、 老化的密封件ꎻ

５) 更换失效部件ꎮ

３ ２ ４　 每半年检查维护内容

１　 目视检查灯具安装情况ꎮ

对破损、 塌陷、 移位的灯具安装基础ꎬ 应立即维修或重新浇筑ꎮ

２　 检查嵌入式灯具上盖的完好性ꎮ

更换上盖存在明显裂纹、 破损、 刮伤等情况的灯具ꎮ

３　 检查嵌入式灯具底座及固定胶的完好性ꎮ

１) 对出现大面积老化、 开裂、 脱落的固定胶ꎬ 应立即更换ꎻ

２) 对松动的灯具底座ꎬ 应重新进行镗孔安装ꎮ

３ ２ ５　 每年检查维护内容

１　 仪器检查立式进近灯具仰角ꎮ

使用角度仪或测量工具检查进近灯具仰角ꎬ 角度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３ 的规定ꎮ 对仰角发生

显著偏差的灯具ꎬ 应使用仪器进行角度调整ꎮ

２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表面涂层完好性ꎮ

灯具表面涂层出现鼓包、 起皮、 脱落等情况ꎬ 应重新涂刷或更换灯具ꎮ

３　 检查顺序闪光灯户外控制箱的密封性能和电气部件的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更换变形、 老化的密封件ꎻ

２) 目视检查电气部件是否存在烧焦、 破裂、 腐蚀痕迹ꎬ 更换损坏的部件ꎻ

３) 清洁控制箱ꎻ

４) 紧固控制箱内部接线端子ꎮ

４　 测试进近灯具的光学性能

测试进近灯具的光学性能ꎬ 检测方式应符合附录 Ｃ 中 Ｃ １ 的规定ꎮ

３ ２ ６　 不定期检查维护

１　 清除可能遮挡灯具光束的杂草、 积雪或其他障碍物ꎮ

１) 发现或收到塔台、 机组等反映存在灯具被遮挡的情况时ꎬ 应及时清除遮挡光束的障

碍物ꎻ

２) 大雨后ꎬ 应及时检查并清除影响嵌入式灯具发光的玻璃罩水雾、 凝露、 水渍或污垢ꎮ

２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１) 发生以下特殊情况时应进行不定期检查维护:

———机场建成投产或灯具批量更新一个月内ꎻ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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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温度骤变或大风、 雷暴、 暴雨 (雪) 等极端天气后ꎻ

———地震、 台风、 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后ꎻ

———进近灯光带及周边区域存在可能影响灯具运行的施工ꎻ

———灯具故障率畸高或灯具异常损坏ꎮ

２) 不定期检查维护内容ꎮ

应按表 ３ １ ３ 中的 １~１３ 项目进行检查维护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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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检查维护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 (ＰＡＰＩ) 的检查维护标准ꎬ 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４ 的规定ꎮ

４ １ ２　 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 (ＰＡＰＩ) 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４ １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 ２　 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月

一次

每季度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１ 目视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的发光情况 ★

２ 仪器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的仰角和水平安装角度 ★

３ 目视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内、 外部件完好性 ★

４ 检查 ＰＡＰＩ 故障断电及报警功能 (如有) 的有效性 ★

５ 目视检查灯具及控制箱的密封性能和电气部件的完好性 ★

６ 目视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安装情况 ★

７ 目视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表面涂层的完好性 ★

８ 清除可能遮挡灯具光束的杂草、 积雪或其他障碍物 ★

９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

　 　 注: “ＰＡＰＩ 灯具” 是指一套 ＰＡＰＩ 中的任意一个单元ꎮ

４ ２　 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检查维护内容

４ ２ １　 每日检查维护内容

目视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的发光情况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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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目视检查所有灯具光源发光及颜色情况是否正常ꎬ 更换失效的光源或滤色片 (如有)ꎻ

【条文说明】 目视检查 ＰＡＰＩ 发光颜色为白色时ꎬ 需赴现场检查是否存在滤色片 (如有) 移位、

破损等故障ꎮ

２　 清除影响灯具发光的水雾、 凝露、 水渍或污垢ꎻ

３　 清除遮挡光束的障碍物ꎮ

４ ２ ２　 每月检查维护内容

１　 仪器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的仰角和水平安装角度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仪器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的仰角和水平安装角度ꎬ 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４ 的规定ꎮ 对仰角

发生显著偏差的灯具ꎬ 应使用专用仪器 (如高精度数字角度测量仪等) 进行角度调整ꎬ 不得采

用 ＰＡＰＩ 内置角度测量装置 (模块) 替代ꎮ 专用仪器应定期计量校验ꎮ ＰＡＰＩ 完成角度调整后ꎬ

无需组织特殊飞行校验ꎮ

２) 目视检查倾斜开关 (如有) 的水平气泡位置ꎮ

２　 目视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内、 外部件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目视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内部光学部件有无污染、 破损或位移ꎬ 清除影响灯具发光窗口

的水雾、 凝露、 水渍或污垢ꎮ

２) 清洁灯具内部ꎬ 目视检查有无动物筑巢或虫害并及时清除ꎮ

３) 目视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滤色片 (如有) 有无破裂现象ꎬ 更换失效的滤色片ꎮ 检查滤色

片紧固程度ꎬ 调整倾斜或松动的滤色片或紧固件ꎮ

４) 目视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外部结构ꎬ 如底座法兰、 易折件、 连接件等ꎬ 维护或更新损坏

的外部结构件ꎮ

４ ２ ３　 每季度检查维护内容

１　 检查 ＰＡＰＩ 故障断电及报警功能 (如有) 的有效性ꎮ

通过插拔运行中的一套 ＰＡＰＩ 中的任意一台 ＰＡＰＩ 灯具 (ＬＥＤ 或卤素光源) 的二次电缆连接

器ꎬ 或者插拔任意一台 ＰＡＰＩ 灯具 (卤素光源) 中两个光源ꎬ 目视检查一套 ＰＡＰＩ 是否全部关

闭ꎬ 并确认监控系统是否收到 ＰＡＰＩ 报警信息ꎮ

２　 目视检查灯具及控制箱的密封性能和电气部件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更换变形、 老化的密封件ꎻ

２) 目视检查灯具及控制箱电气部件是否存在烧焦、 破裂、 腐蚀痕迹ꎬ 更换损坏的部件ꎻ

３) 紧固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内部电气紧固件、 插接件、 连接线 (缆)ꎮ

４ ２ ４　 每年检查维护内容

１　 目视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的安装情况ꎮ

对破损、 塌陷、 移位的灯具安装基础ꎬ 应立即维修或重新浇筑ꎮ

２　 检查每台 ＰＡＰＩ 灯具表面涂层的完好性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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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灯具表面涂层出现鼓包、 起皮、 脱落等情况ꎬ 应重新涂刷ꎮ

４ ２ ５　 不定期检查维护

１　 清除可能遮挡灯具光束的杂草、 积雪或其他障碍物ꎮ

发现或收到塔台、 机组等反映存在灯具被遮挡的情况时ꎬ 应及时清除遮挡光束的障碍物ꎮ

２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１) 发生以下特殊情况时应进行不定期检查维护:

———机场建成投产或 ＰＡＰＩ 更新一个月内ꎻ

———天气温度骤变或大风、 雷暴、 暴雨 (雪) 等极端天气后ꎻ

———地震、 台风、 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后ꎻ

———ＰＡＰＩ 及周边区域存在可能影响灯具运行的施工ꎻ

———灯具故障率畸高或灯具异常损坏ꎮ

２) 不定期检查维护内容ꎮ

应按照表 ４ １ ２ 中的 １~８ 项目进行检查维护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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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跑道和滑行道灯光系统检查维护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跑道和滑行道灯光系统按照安装形式可分为立式安装和嵌入式安装ꎬ 检查维护应以灯具

实际安装方式执行ꎮ

【条文说明】 同一种灯具 (如跑道边灯) 兼具两种安装方式的ꎬ 根据实际安装形式参照对应分类

维护内容开展检查维护工作ꎮ

５ １ ２　 跑道和滑行道灯光系统的检查维护标准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５ 的规定ꎮ

５ ２　 立式跑道和滑行道灯具检查维护

５ ２ １　 立式跑道和滑行道灯具检查维护对象ꎬ 主要包括跑道入口灯、 跑道入口翼排灯、 跑道入

口识别灯、 跑道末端灯、 跑道边灯、 Ａ 型跑道警戒灯、 滑行道边灯、 停止排灯、 道路等待位置

灯、 不适用地区灯等ꎮ

５ ２ ２　 立式跑道和滑行道灯具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５ ２ ２ 的规定ꎮ

表 ５ ２ ２　 立式跑道和滑行道灯具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月

一次

每季度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１ 目视检查灯具的发光情况 ★

２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纵向和横向的直线性 ★

３ 目视检查有定向发光要求的灯具角度 ★

４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螺栓紧固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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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月

一次

每季度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５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外部结构完好性 ★

６ 检查立式灯具的密封性能完好性 ★

７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安装情况 ★

８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表面涂层完好性 ★

９
目视检查并记录 Ａ 型跑道警戒灯的两灯交替变

化频率
★

１０ 测试立式灯具的光学性能 ★

１１
清除可能遮挡灯具光束的杂草、 积雪或其他障

碍物
★

１２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

５ ２ ３　 每日检查维护内容

１　 目视检查灯具的发光情况 (包括光源发光是否正常ꎬ Ａ 型跑道警戒灯闪光频率是否正常

等)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更换失效的光源、 破损的玻璃罩及滤色片ꎬ 或更换灯具ꎻ

２) 清除影响灯具发光的玻璃罩水雾、 凝露、 水渍或污垢ꎻ

３) 清除遮挡光束的障碍物ꎮ

２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纵向和横向的直线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调整直线性发生显著偏差的灯具ꎻ

２) 维修或更换倒伏的灯具ꎮ

５ ２ ４　 每月检查维护内容

目视检查有定向发光要求的灯具角度ꎬ 重新调整发光角度显著偏差的灯具ꎮ

【条文说明】 有定向发光要求的灯具包括跑道入口灯、 跑道入口翼排灯、 跑道末端灯、 跑道边

灯、 Ａ 型跑道警戒灯等ꎮ

５ ２ ５　 每季度检查维护内容

１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螺栓紧固情况ꎮ

目视检查紧固情况ꎬ 必要时对灯具固定螺栓进行紧固ꎮ

２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外部结构完好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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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视检查灯具玻璃罩、 立柱紧固件、 易折件的完好情况ꎮ 维护或更新损坏的外部结构件ꎮ

５ ２ ６　 每半年检查维护内容

１　 检查立式灯具密封性能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清除灯具内积水或水渍ꎻ

２) 清除影响灯具发光的玻璃罩上的水雾、 凝露、 水渍或污垢ꎻ

３) 清洁或更新污染、 破损的光学部件ꎻ

４) 更换变形、 老化的密封件ꎻ

５) 更换失效部件ꎮ

２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安装情况ꎮ

对破损、 塌陷、 移位的灯具安装基础ꎬ 应立即维修或重新浇筑ꎮ

３　 目视检查立式灯具表面涂层完好性ꎮ

对灯具表面涂层出现鼓包、 起皮、 脱落等情况ꎬ 应重新涂刷或更换灯具ꎮ

４　 目视检查并记录 Ａ 型跑道警戒灯的两灯交替变化频率ꎮ

目视检查并记录 Ａ 型跑道警戒灯的两灯交替变化频率ꎬ 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５ 的规定ꎮ

５ ２ ７　 每年检查维护内容

测试立式灯具的光学性能ꎬ 检测方式应符合附录 Ｃ 中 Ｃ １ 的规定ꎮ

５ ２ ８　 不定期检查维护内容

１　 清除可能遮挡住灯具光束的杂草、 积雪或其他障碍物ꎮ

发现或收到塔台、 机组等反映存在灯具被遮挡的情况时ꎬ 应及时清除遮挡光束的障碍物ꎮ

２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１) 发生以下特殊情况时应进行不定期检查维护:

———机场建成投产或灯具批量更新一个月内ꎻ

———天气温度骤变或大风、 雷暴、 暴雨 (雪) 等极端天气后ꎻ

———地震、 台风、 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后ꎻ

———跑道、 滑行道及周边区域存在可能影响立式灯具运行的施工ꎻ

———灯具故障率畸高或灯具异常损坏ꎮ

２) 不定期检查维护内容ꎮ

应按表 ５ ２ ２ 中的 １~１１ 项目进行检查维护ꎮ

５ ３　 嵌入式跑道和滑行道灯具检查维护

５ ３ １　 嵌入式跑道和滑行道灯具检查维护对象ꎬ 主要包括跑道中线灯、 接地带灯、 跑道掉头坪

—３１—

５　 跑道和滑行道灯光系统检查维护



灯、 停止排灯、 禁止进入排灯、 中间等待位置灯、 除冰防冰设施出口灯、 机位操作引导灯、 跑

道入口灯、 跑道入口翼排灯、 跑道末端灯、 跑道边灯、 跑道进入灯、 起飞等待灯、 Ｂ 型跑道警戒

灯、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 滑行道中线灯、 滑行道边灯等ꎮ

５ ３ ２　 嵌入式跑道和滑行道灯具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５ ３ ２ 的规定ꎮ

表 ５ ３ ２　 嵌入式跑道和滑行道灯具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月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１ 目视检查灯具的发光情况 ★

２
徒步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内的嵌入式灯具上盖 (含过渡

圈) 螺栓的紧固情况
★

３ 目视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内的嵌入式灯具安装情况 ★

４
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内的嵌入式灯具底座及固定胶的完

好性
★

５ 目视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内嵌入式上盖的完好性 ★

６
徒步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外的嵌入式灯具上盖 (含过渡

圈) 螺栓的紧固情况
★

７ 目视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外的嵌入式灯具安装情况 ★

８
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外的嵌入式灯具底座及固定胶的完

好性
★

９ 目视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外的嵌入式上盖的完好性 ★

１０
目视检查并记录 Ｂ 型跑道警戒灯的相邻灯具交替变化

频率
★

１１ 测试嵌入式灯具的光学性能 ★

１２
清除可能遮挡灯具光束的橡胶、 泥土、 积雪或其他障

碍物
★

１３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

５ ３ ３　 每日检查维护内容

目视检查灯具的发光情况 (包括光源发光是否正常ꎬ 是否有忽明忽暗、 闪烁或发光不均匀

的现象等)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条文说明】 当同一条回路中混接 ＬＥＤ 和卤素两种光源灯具时ꎬ 可能会产生忽明忽暗、 闪烁或

发光不均匀等现象ꎮ

１　 更换失效的光源、 破损的玻璃窗口及滤色片ꎬ 或更换灯具ꎮ 完成维修的灯具应进行气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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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查ꎮ

【条文说明】 灯具气密性检查ꎬ 一般采用灯具充气后放置水中观察ꎬ 无气泡判定为气密性合格ꎮ

２　 清除影响灯具发光的窗口水雾、 凝露、 水渍或污垢ꎮ

３　 更换破损的灯具ꎮ

４　 目视检查跑道边灯、 跑道中线灯、 滑行道中线灯灯具发光颜色的准确性ꎬ 应符合 «民用

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关于灯具发光颜色准确性的检查ꎬ 跑道边灯重点检查黄色灯光、 入口内移区域红色

灯光ꎻ 跑道中线灯重点检查红色灯光ꎻ 出口滑行道上的滑行道中线灯、 进入跑道的滑行道上的

滑行道中线灯ꎬ 重点检查绿色和黄色灯光交替情况ꎮ

５ ３ ４　 每月检查维护内容

１　 徒步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内的嵌入式灯具上盖 (含过渡圈) 螺栓的紧固情况ꎮ 使用扭矩

扳手紧固灯具上盖 (含过渡圈) 螺栓ꎬ 扭矩值参照灯具产品手册设置ꎮ 清除影响嵌入式灯具发

光窗口的水雾、 凝露、 水渍或污垢ꎮ

【条文说明】 本标准将跑道和滑行道灯光系统以距离跑道中心线最远的跑道等待位置标志为边

界ꎬ 分为跑道区域灯光和滑行道区域灯光ꎮ 两区域检查维护频次有差异ꎬ 跑道区域灯光系统的

检查维护频次要求更高ꎮ

２　 目视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内的嵌入式灯具安装情况ꎮ

对破损、 塌陷、 移位的灯具安装基础ꎬ 应立即维修或重新浇筑ꎮ

３　 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内的嵌入式灯具底座及固定胶的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对出现大面积老化、 开裂、 脱落的固定胶ꎬ 应立即更换ꎻ

２) 对松动的灯具底座ꎬ 应重新进行镗孔安装ꎮ

４　 目视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内的嵌入式灯具上盖的完好性ꎮ

更换上盖存在明显裂纹、 破损、 刮伤等情况的灯具ꎮ

５ ３ ５　 每半年检查维护内容

１　 徒步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外的嵌入式灯具上盖 (含过渡圈) 螺栓的紧固情况ꎮ 使用扭矩

扳手紧固灯具上盖 (含过渡圈) 螺栓ꎬ 扭矩值参照灯具产品手册设置ꎮ 清除影响嵌入式灯具发

光窗口的水雾、 凝露、 水渍或污垢ꎮ

２　 目视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外的嵌入式灯具安装情况ꎮ

对破损、 塌陷、 移位的灯具安装基础ꎬ 应立即维修或重新浇筑ꎮ

３　 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外的嵌入式灯具底座及固定胶的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对出现大面积老化、 开裂、 脱落的固定胶ꎬ 应立即更换ꎻ

２) 对松动的灯具底座ꎬ 应重新进行镗孔安装ꎮ

４　 目视检查跑道等待位置以外的嵌入式灯具上盖的完好性ꎮ

更换上盖存在明显裂纹、 破损、 刮伤等情况的灯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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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目视检查 Ｂ 型跑道警戒灯的相邻灯具交替变化情况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目视检查 Ｂ 型跑道警戒灯闪光情况ꎬ 确认隔开的灯应同时闪光ꎻ

２) 目视检查并记录 Ｂ 型跑道警戒灯的相邻灯具交替变化频率ꎬ 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５ 的

规定ꎮ

５ ３ ６　 每年检查维护

测试嵌入式灯具的光学性能ꎬ 检测方式应符合附录 Ｃ 中 Ｃ １ 的规定ꎮ

５ ３ ７　 不定期检查维护

１　 清除可能遮挡灯具光束的橡胶、 泥土、 积雪或其他障碍物ꎮ

１) 发现或收到塔台、 机组等反映存在灯具被遮挡的情况时ꎬ 应及时清除遮挡光束的障

碍物ꎻ

２) 大雨后ꎬ 应及时检查并清除影响嵌入式灯具发光的玻璃罩水雾、 凝露、 水渍或污垢ꎮ

２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１) 发生以下特殊情况时应进行不定期检查维护:

———机场建成投产或灯具批量更新一个月内ꎻ

———天气温度骤变或大风、 雷暴、 暴雨 (雪) 等极端天气后ꎻ

———地震、 台风、 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后ꎻ

———跑道、 滑行道及周边区域存在可能影响灯具运行的施工ꎻ

———灯具故障率畸高或灯具异常损坏ꎮ

２) 不定期检查维护内容ꎮ

应按照表 ５ ３ ２ 中的 １~１２ 项目进行检查维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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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风向标检查维护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风向标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６ １ １ 的规定ꎮ

表 ６ １ １　 风向标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１ 目视检查风向标颜色及照明情况 ★

２ 目视检查风向标锥体组件旋转完好性 ★

３ 目视检查风向袋完好性 ★

４ 清洁风向标照明灯具玻璃罩 ★

５
检查风向标安装底座及支架紧固件、 供电装置、 表面涂层、 接地

装置连接情况完好性
★

６ 目视检查风向标安装情况 ★

７ 目视检查风向标圆环标志完好性 ★

８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

６ ２　 风向标检查维护内容

６ ２ １　 每日检查维护内容

１　 目视检查风向标颜色及照明情况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更换污染、 褪色的风向袋ꎻ

２) 更换失效的光源、 破损的玻璃罩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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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清理灯具的遮挡物ꎮ

２　 目视检查风向标锥体组件旋转完好性ꎬ 组件应能旋转ꎬ 维修失效的旋转部件ꎮ

３　 目视检查风向袋完好性ꎬ 更换破损的风向袋ꎮ

６ ２ ２　 每半年检查维护内容

清除风向标照明灯具玻璃罩上的污垢ꎮ

６ ２ ３　 每年检查维护内容

检查风向标安装底座及支架紧固件、 供电装置、 表面涂层、 接地装置连接情况完好性ꎬ 开

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风向标安装底座及支架紧固件、 易折件完好性ꎬ 对固定螺栓进行紧固ꎻ 维护或更换

损坏的外部结构部件ꎻ

２　 检查风向标锥体组件旋转情况ꎬ 维修或更换无法 ３６０°旋转或旋转迟滞的锥体组件ꎻ

３　 检查风向标的供电装置ꎬ 检查灯具的电气连接ꎬ 紧固内部电气紧固件、 插接件、 连接线

(缆)ꎻ

４　 检查风向标组件表面涂层ꎬ 出现鼓包、 起皮、 脱落等情况时应重新涂刷或更换组件ꎻ

５　 检查风向标接地装置连接情况ꎬ 测量接地电阻ꎬ 更新失效的接地系统ꎮ

６ ２ ４　 不定期检查维护

１　 目视检查风向标安装情况ꎬ 对破损、 塌陷、 移位的风向标安装基础ꎬ 应立即维修或重新

浇筑ꎮ

２　 目视检查风向标圆环标志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对污损、 不清晰标志重新划设ꎻ

２) 清理遮挡标志的障碍物ꎮ

３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１) 发生以下特殊情况时应进行不定期检查维护:

———机场建成投产或风向标更新一个月内ꎻ

———天气温度骤变或大风、 雷暴、 暴雨 (雪) 等极端天气后ꎻ

———地震、 台风、 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后ꎻ

———风向标及周边区域存在可能影响风向标运行的施工ꎻ

———设备故障率畸高或设备异常损坏ꎮ

２) 不定期检查维护内容ꎮ

应按照表 ６ １ １ 中的 １~７ 项目进行检查维护ꎮ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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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标记牌检查维护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标记牌的检查维护对象主要包括滑行引导标记牌、 机位号码标记牌、 道路等待位置标记

牌、 机场识别标记及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记牌ꎬ 其中滑行引导标记牌包括: 跑道号码标记牌、 等

待位置标记牌 (Ⅰ类、 Ⅱ类或Ⅲ类)、 跑道等待位置标记牌、 禁止进入标记牌、 强制等待点标记

牌、 位置标记牌、 方向标记牌、 目的地标记牌、 滑行道终止标记牌、 跑道出口标记牌、 跑道脱

离标记牌、 交叉点起飞标记牌、 滑行位置识别点标记牌ꎮ

７ １ ２　 滑行引导标记牌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ꎬ 应符合表 ７ １ ２ 的规定ꎮ 机位号码标记牌、 道路

等待位置标记牌、 机场识别标记及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记牌等的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ꎬ 可参照表

７ １ ２ 的规定自行制定ꎮ

表 ７ １ ２　 滑行引导标记牌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季度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１ 目视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的发光情况 ★

２ 目视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外部结构完好性 ★

３ 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面板清洁度 ★

４ 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密封性能和电气部件完好性 ★

５ 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的安装情况 ★

６ 测试滑行引导标记牌光学性能 ★

７
清除可能遮挡滑行引导标记牌的杂草、 积雪或其他障

碍物
★

８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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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滑行引导标记牌检查维护内容

７ ２ １　 每日检查维护内容

目视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的发光情况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维修或更换倒伏的滑行引导标记牌ꎻ

２　 目视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的发光情况 (包括光源发光是否正常ꎬ 面板亮度是否均匀、 是

否有闪烁现象等)ꎬ 更换失效的光源和电气元器件ꎻ

３　 目视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面板有无褪色、 破损、 起泡和脱落ꎬ 显示字样是否清晰ꎻ 清洁

污损的滑行引导标记牌面板ꎬ 更换或维修褪色、 破损、 起泡和脱落的面板ꎻ

４　 清除遮挡滑行引导标记牌的障碍物ꎮ

７ ２ ２　 每季度检查维护内容

目视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外部结构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框架、 立柱紧固件、 易折件、 拴绳的完好性ꎻ

２　 维护或更新损坏的外部结构件ꎮ

７ ２ ３　 每半年检查维护内容

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面板清洁度ꎬ 并清除面板污垢ꎮ

７ ２ ４　 每年检查维护内容

１　 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密封性能和电气部件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更换变形、 老化的密封件ꎻ

２) 目视检查电气部件是否存在烧焦、 破裂、 腐蚀痕迹ꎬ 更换损坏的部件ꎻ

３) 清洁滑行引导标记牌内部ꎻ

４) 清洁或更新污染或破损的光学部件ꎻ

５) 紧固滑行引导标记牌内部电气紧固件、 插接件、 连接线 (缆)ꎮ

２　 检查滑行引导标记牌的安装情况ꎮ

对破损、 塌陷、 移位的滑行引导标记牌安装基础ꎬ 应立即维修或重新浇筑ꎮ

３　 测试滑行引导标记牌光学性能ꎮ

测试滑行引导标记牌的光学性能ꎬ 检测方式应符合附录 Ｃ 中 Ｃ ２ 的规定ꎮ

７ ２ ５　 不定期检查维护

１　 清除可能遮挡滑行引导标记牌的杂草、 积雪或其他障碍物ꎮ

发现或收到塔台、 机组等反映存在滑行引导标记牌被遮挡的情况时ꎬ 应及时清除遮挡滑行

引导标记牌的障碍物ꎮ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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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１) 发生以下特殊情况时应进行不定期检查维护:

———机场建成投产或滑行引导标记牌批量更新一个月内ꎻ

———天气温度骤变或大风、 雷暴、 暴雨 (雪) 等极端天气后ꎻ

———地震、 台风、 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后ꎻ

———滑行引导标记牌及周边区域存在可能影响滑行引导标记牌运行的施工ꎻ

———光源故障率畸高或滑行引导标记牌异常损坏ꎮ

２) 不定期检查维护内容ꎮ

应按照表 ７ １ ２ 中的 １~７ 项目进行检查维护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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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助航灯光回路检查维护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助航灯光回路分为串联回路和并联回路两种类型ꎮ 其中串联回路检查维护对象包括助航

灯光电缆、 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箱、 电缆连接器、 单灯监控装置等ꎮ

８ １ ２　 助航灯光串联回路绝缘电阻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６ 的规定ꎮ 串联回路绝缘电阻应以 ２５００Ｖ

兆欧表测量数据为准ꎬ 调光器测量的回路绝缘数据只可作为日常监视参考ꎮ

８ １ ３　 助航灯光串联回路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８ １ ３ 的规定ꎮ

表 ８ １ ３　 助航灯光串联回路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月

一次

每季度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每
两年一次

不定期

１
测量跑道灯光系统、 进近灯光系统和 ＰＡＰＩ 回路绝缘

电阻
★

２ 目视检查隔离变压器箱外部情况 ★

３
测量除跑道灯光系统、 进近灯光系统和 ＰＡＰＩ 回路外

的其他回路绝缘电阻ａ ★

４ 检查隔离变压器箱及内部设备完好性ｂ ★

５ 针对回路绝缘电阻值下降进行检查维护 ★

　 　 注: ａ 不具备灯光回路绝缘电阻实时监测条件的机场ꎬ 按照每月一次的频次测量除跑道灯光系统、 进近灯光系统和 ＰＡＰＩ

回路外的其他回路绝缘电阻ꎮ

　 　 ｂ 跑道灯光系统、 进近灯光系统和 ＰＡＰＩ 回路的隔离变压器箱检查维护ꎬ 按照每年一次的频次执行ꎻ 其他回路的隔离

变压器箱检查维护ꎬ 按照每两年一次的频次执行ꎮ 机场根据实际运行环境和条件ꎬ 可适当增加检查维护频次ꎮ

８ １ ４　 助航灯光并联回路 (如顺序闪光灯、 风向标回路等) 的检查维护要求ꎬ 参照国家现行有

关电气设备标准执行ꎮ

【条文说明】 使用并联回路供电方式的助航灯光的检查维护要求ꎬ 参照国家现行有关电气设备标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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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执行ꎬ 例如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交流 １０００ Ｖ 和直流 １５００ Ｖ 及以下低压配电系统

电气安全防护措施的试验、 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１ 部分: 通用要求» 等ꎮ

８ ２　 助航灯光串联回路检查维护内容

８ ２ １　 每月检查维护内容

测量跑道灯光系统、 进近灯光系统和 ＰＡＰＩ 回路绝缘电阻ꎬ 记录测量结果并与上次结果进行

比较ꎮ 回路绝缘电阻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６ 的规定ꎮ

８ ２ ２　 每季度检查维护内容

目视检查隔离变压器箱外部情况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隔离变压器箱上盖、 紧固螺栓和标牌完好性ꎻ 维护或更新损坏的外部结构件ꎻ

２　 检查灯箱表面涂层ꎮ 对鼓包、 起皮、 脱落等涂层异常失效的灯箱重新涂刷ꎮ

８ ２ ３　 每半年检查维护内容

测量跑道灯光系统、 进近灯光系统和 ＰＡＰＩ 回路外的其他回路绝缘电阻ꎬ 记录测量结果并与

上次结果进行比较ꎮ 回路绝缘电阻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６ 的规定ꎮ

８ ２ ４　 每年 /每两年检查维护内容

检查隔离变压器箱及内部设备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隔离变压器箱有无损坏、 塌陷、 位移ꎻ

２　 清除隔离变压器箱内的杂物、 积水并更换失效的密封件ꎻ

３　 检查隔离变压器箱接地有效性ꎬ 灯光电缆终端头的接地线应与保护接地系统可靠连接ꎻ

４　 检查隔离变压器、 单灯监控装置、 电缆连接器完好性ꎬ 维护或更新故障设备或部件ꎮ

８ ２ ５　 不定期检查维护

针对回路绝缘电阻值下降进行检查维护ꎮ 当回路绝缘电阻值降低到 １０ ＭΩ 以下ꎬ 或对比上

一次使用 ２５００Ｖ 兆欧表测量回路绝缘电阻值下降幅度超过 ５０% 时ꎬ 应按表 ８ １ ３ 中 １ ~ ４ 项目开

展回路维护工作ꎮ 当回路绝缘电阻值降低到 ２ ＭΩ 以下时ꎬ 应及时开展回路维修工作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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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恒流调光器检查维护

９ １　 一般规定

９ １ １　 恒流调光器 (以下简称调光器) 的输出电流标准和允许变化范围ꎬ 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７

的规定ꎮ

９ １ ２　 调光器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９ １ ２ 的规定ꎮ 切换柜检查维护要求ꎬ 参照国家现

行有关电气设备标准或厂商维护要求执行ꎮ

表 ９ １ ２　 调光器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１ 目视检查调光器报警信息、 工作状态 ★

２ 检查调光器电气部件工作情况 ★

３ 清洁调光器 ★

４ 校准调光器输出电流 ★

５ 检查输出回路绝缘报警功能 (如有) 完好性 ★

６ 目视检查升压变压器工作情况 ★

７ 检查调光器接地装置完好性 ★

８ 检查调光器本地、 遥控功能完好性 ★

９ 检查主、 备用调光器切换功能 (如有) 完好性 ★

１０ 开展回路开路、 短路试验 ★

１１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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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　 调光器检查维护内容

９ ２ １　 每日检查维护内容

目视检查调光器报警信息、 工作状态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查看调光器报警信息ꎬ 检查调光器有无异常噪声、 异常发热和异常气味等现象ꎻ

２　 检查并记录调光器在各光级下的输出电流值、 电压值ꎬ 输出电流的波动范围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７ 的规定ꎻ

３　 检查调光器与助航灯光监控系统 (如有) 通信情况ꎬ 确保调光器的运行数据和报警信息

可实时反馈至助航灯光监控系统ꎮ

９ ２ ２　 每半年检查维护内容

１　 检查调光器电气部件工作情况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目视检查调光器内部电气部件是否存在烧焦、 破裂、 腐蚀、 熔焊痕迹ꎻ 更换损坏的

部件ꎻ

２) 紧固调光器内部电气紧固件、 插接件、 连接线 (缆)ꎮ

２　 清洁调光器ꎮ

清洁调光器内外部部件ꎬ 重点清洁调光器内部集成电路板及控制单元操作面板ꎮ

９ ２ ３　 每年检查维护内容

１　 校准调光器输出电流ꎮ

应使用测量精度等级不低于 ０ ５ 级真有效值电流表测量各光级下的实际输出电流值ꎬ 与调光

器显示面板指示的电流值的偏差应不大于 １% ꎮ 校准结束后ꎬ 电流值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７ 的

规定ꎮ

２　 检查输出回路绝缘报警功能完好性ꎮ

检查调光器输出回路绝缘报警功能 (如有)ꎬ 在回路单点接地情况下ꎬ 应能够发出报警

信息ꎮ

３　 目视检查升压变压器工作情况ꎮ

目视检查升压变压器的绝缘保护和包封ꎮ 如果出现异常ꎬ 应及时查明原因并维修ꎮ

４　 检查调光器接地装置完好性ꎮ

检查调光器的接地装置完好性ꎬ 接地线应与保护接地装置可靠连接ꎮ

５　 检查调光器本地、 遥控功能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调光器能否实现本地、 遥控功能的切换ꎻ

２) 检查调光器在本地、 遥控两种模式下的监视和控制功能是否正常ꎮ

６　 检查主、 备用调光器切换功能 (如有) 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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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将切换柜置于本地及遥控模式ꎬ 分别检查主、 备用调光器切换功能ꎻ

２) 检查并记录切换时间ꎬ 切换时间应不大于 １ ｓꎻ

３) 切换后ꎬ 检查备用调光器的光级是否与主用调光器保持一致ꎮ

９ ２ ４　 不定期检查维护

１　 根据调光器实际运行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调光器更新或维修后、 判定回路故障等)ꎬ 开

展调光器开路、 短路试验ꎬ 具体方法如下:

１) 调光器开路试验ꎮ 调光器断电后ꎬ 拆除调光器输出端电缆ꎬ 再次合闸恢复调光器供电ꎬ

开机后调光器应在 ２ ｓ 内自动分断主接触器ꎬ 并发出开路报警ꎮ

２) 调光器短路试验ꎮ 调光器断电后ꎬ 将调光器输出端使用短接线短接ꎬ 再次合闸恢复调光

器供电ꎬ 开机后按照 １~５ 级逐级调光ꎬ 检查调光器输出电流变化范围ꎬ 变化范围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７ 的规定ꎮ

２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１) 发生以下特殊情况时应进行不定期检查维护:

———更换控制部件后ꎻ

———升压变压器分接头改变调整后ꎻ

———产品说明书规定的特殊情形ꎮ

２) 不定期检查维护内容:

———应按表 ９ １ ２ 中的 １~２、 ４~９ 项目进行检查维护ꎻ

———根据回路长度、 负载类型、 负载数量等外部因素ꎬ 对调光器输入电压值、 输出电压值、

输出电流值、 开路、 短路、 绝缘电阻值等参数进行检查校准ꎬ 确保控制和报警功能正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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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助航灯光系统应急电源检查维护

１０ １　 一般规定

１０ １ １　 助航灯光系统应急电源主要包括备用发电机组和不间断电源 (ＵＰＳ)ꎮ

１０ １ ２　 助航灯光系统应急电源最大转换时间ꎬ 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８ 的规定ꎮ

１０ ２　 备用发电机组检查维护

１０ ２ １　 备用发电机组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１０ ２ １ 的规定ꎮ

表 １０ ２ １　 备用发电机组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月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１ 检查备用发电机组及机房 ★

２ 进行不少于 ３０ ｍｉｎ 的带载试验 ★

３ 进行备用发电机组维护、 保养 ★

４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

１０ ２ ２　 每日检查维护内容

检查备用发电机组及机房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机房的环境温度ꎻ

２　 检查备用发电机组有无报警信息ꎬ 确认转换开关处于自动位置ꎻ

３　 检查备用发电机组启动蓄电池ꎻ

４　 检查备用发电机组阀门、 油路、 水路和附件是否渗漏ꎻ

５　 检查日常油箱的油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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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查备用发电机组水加热器ꎻ

７　 清洁备用发电机组及机房ꎮ

１０ ２ ３　 每月检查维护内容

进行不少于 ３０ ｍｉｎ 的带载试验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发电机房的通风设备ꎻ

２　 检查排气管、 燃油、 润滑油和冷却剂是否有渗漏ꎻ

３　 检查并记录输出电压、 频率、 转速、 油温、 水温、 油压等参数ꎻ

４　 检查备用发电机组是否异常发热ꎻ

５　 观察备用发电机组排出气体的颜色是否异常ꎻ

６　 清洁备用发电机组和相关设备ꎮ

【条文说明】 在备用发电机组带载试验时ꎬ 应同步进行主应急电源切换、 ＵＰＳ 切换 (如有)

试验ꎮ

１０ ２ ４　 每年检查维护内容

进行备用发电机组维护、 保养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更换三滤器、 润滑油、 冷却剂ꎻ

２　 维护备用发电机组输出低压断路器ꎬ 检测断路器开关动作、 接触状态和延迟时间等

参数ꎻ

３　 检查备用发电机组的安装基础ꎮ

１０ ２ ５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发生以下任一情况时ꎬ 应更换备用发电机组启动蓄电池:

１　 备用发电机组启动蓄电池容量低于电池标称容量的 ６０% ꎻ

２　 备用发电机组因启动蓄电池原因无法启动或启动迟滞ꎻ

３　 备用发电机组启动蓄电池使用时间超过 ２ 年ꎮ

１０ ３　 不间断电源检查维护

１０ ３ １　 不间断电源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１０ ３ １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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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３ １　 不间断电源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月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１ 检查 ＵＰＳ 的运行情况和机房的运行环境 ★

２ 模拟市电故障ꎬ 测试不间断供电功能 ★

３ 检查 ＵＰＳ 蓄电池性能 ★

４ 检查并记录满负载条件下 ＵＰＳ 主机显示的后备时间 ★

５ 检查 ＵＰＳ 内部元器件及电气连接完好性 ★

６ 检查 ＵＰＳ 正常模式与旁路模式的切换性能 ★

７ 检查 ＵＰＳ 报警信息 (如有) 是否实时准确 ★

８ 依据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蓄电池深度充放电测试 ★

１０ ３ ２　 每日检查维护内容

１　 检查 ＵＰＳ 的运行情况ꎮ

检查 ＵＰＳ 运行参数、 有无报警信息ꎮ 检查蓄电池组有无明显损坏、 变形、 漏液等情况ꎮ

２　 检查机房的运行环境ꎬ 室内环境温度宜为 １０℃ ~３５℃ꎬ 环境相对湿度宜为 ３０% ~８０% ꎮ

１０ ３ ３　 每月检查维护内容

模拟市电故障ꎬ 测试不间断供电功能ꎻ 配合备用发电机组带载试验ꎬ 检查电源切换期间

ＵＰＳ 带载运行情况ꎮ

１０ ３ ４　 每半年检查维护内容

检查 ＵＰＳ 蓄电池性能ꎮ 开展程序式深度放电ꎬ 在负载率为 ５０% 时ꎬ 测量各节电池电压ꎮ 拆

除或更新故障电池ꎮ 拆除故障电池后ꎬ 如 ＵＰＳ 满载后备时间大于 １０ ｍｉｎꎬ 可暂缓更新电池ꎮ

１０ ３ ５　 每年检查维护内容

１　 检查并记录满负载条件下 ＵＰＳ 主机显示的后备时间ꎮ

２　 检查 ＵＰＳ 内部元器件及电气连接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 ＵＰＳ 内部电气部件是否存在烧焦、 破裂、 腐蚀、 熔焊痕迹ꎬ 更换损坏的部件ꎻ

２) 紧固 ＵＰＳ 内部电气紧固件、 插接件、 连接线 (缆)ꎻ

３) 清洁 ＵＰＳ 内外部组件ꎮ

３　 检查 ＵＰＳ 正常模式与旁路模式的切换性能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 ＵＰＳ 正常模式、 旁路模式能否切换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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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检查切换后对负载运行有无影响ꎮ

１０ ３ ６　 不定期检查维护

１　 检查 ＵＰＳ 报警信息 (如有) 是否实时准确ꎻ

２　 依据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蓄电池深度充放电测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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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助航灯光监控系统检查维护

１１ １　 一般规定

１１ １ １　 助航灯光监控系统 (以下简称监控系统) 检查维护对象ꎬ 主要包括监控系统服务器

(含单灯监控系统服务器)、 工作站、 数据库、 单灯监控装置、 系统软件、 网络设备、 微波探测

器、 网络线路等ꎮ

【条文说明】 我国机场存在将单灯监控系统纳入助航灯光监控系统进行建设的情况ꎬ 也存在单灯

监控系统和助航灯光监控系统独立建设的情况ꎬ 因此本章用监控系统、 单灯监控系统分别表述ꎬ

相应设备设施应根据实际设置情况开展检查维护ꎮ

１１ １ ２　 监控系统的维护标准应符合附录 Ｂ 表 Ｂ ９ 的规定ꎮ

１１ １ ３　 监控系统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１１ １ ３ 的规定ꎮ

表 １１ １ ３　 监控系统检查维护项目和频次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季度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１ 检查监控系统设备的工作状态 ★

２ 检查监控系统报警信息推送有效性 ★

３ 检查监控系统监视和控制功能完好性 ★

４ 检查监控系统的通信完好性 ★

５
检查停止排灯与滑行道中线灯的开关功能和连锁功能完

好性
★

６ 检查监控系统组件、 ＵＰＳ 的工作情况 ★

７ 开展监控系统服务器主、 备机切换试验 ★

８ 检查监控系统监控对象运行参数显示、 报警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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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　 目

频　 次

每日

一次

每季度

一次

每半年

一次

每年

一次
不定期

９ 检查浪涌保护装置、 接地装置完好性 ★

１０ 重新启动服务器、 工作站等设备 ★

１１ 检查单灯监控系统信号稳定性 ★

１２ 检查微波探测器运行情况 ★

１３ 维护历史记录数据库 ★

１４ 检查单灯监控装置 (如有) 运行情况 ★

１５ 备份监控系统程序 ★

１６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

　 　 注: 监控系统架构复杂多样ꎮ 各机场根据实际建设情况ꎬ 按照上表中检查维护项目实施差异化检查维护ꎮ

１１ ２　 监控系统检查维护内容

１１ ２ １　 每日检查维护内容

１　 检查监控系统设备的工作状态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监控系统 (室内设备) 的运行环境ꎬ 室内环境温度宜为 １０℃ ~３５℃ꎬ 环境相对湿度

宜为 ３０% ~８０% ꎻ

２) 检查监控系统设备有无异常噪声、 异常发热和异常气味等ꎮ

２　 检查监控系统报警信息推送有效性ꎬ 声音、 文字等报警信息推送是否正常ꎬ 与现场运行

情况一致性ꎬ 是否存在漏报、 误报等情况ꎮ

３　 检查监控系统监视和控制功能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监控系统监控对象的运行状态和参数ꎬ 显示是否及时准确ꎻ

２) 检查控制指令发送与现场执行设备是否一致ꎬ 监控系统反馈信号显示是否正确、 及时ꎻ

３) 检查监控系统的权限 (控制权限、 引导权限等) 移交功能是否正常ꎻ

４) 单灯监控系统灯光引导功能权限移交后ꎬ 检查外场灯具亮、 灭情况是否与单灯监控系统

预设灯具初始状态一致ꎻ

【条文说明】 灯光引导功能为助航灯光系统与空管自动化系统配合ꎬ 根据航空器地面位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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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ꎬ 动态开启或关闭部分区域滑行道中线灯、 停止排灯等灯光ꎬ 实现航空器跟随绿灯滑行的

航空器地面引导功能ꎮ

５) 检查微波探测器 (如有) 运行情况ꎬ 有无破损、 偏移、 被遮挡、 倾倒等现象ꎮ

４　 检查监控系统的通信完好性ꎮ

检查监控系统网络设备、 通信设备状态是否正常ꎬ 有无报警信息ꎮ

１１ ２ ２　 每季度检查维护内容

检查停止排灯与滑行道中线灯的开关功能和连锁功能完好性 (如有)ꎮ 对于在跑道等待位置

处设置停止排灯的情况ꎬ 检查停止排灯、 滑行道中线灯的开关功能和连锁功能的逻辑与范围是

否与设计保持一致ꎻ 监控系统显示灯具状态与现场实际灯具状态的延迟应不大于 ２ ｓꎮ

１１ ２ ３　 每半年检查维护内容

１　 检查监控系统组件、 ＵＰＳ 的工作情况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控制柜内部电气紧固件、 插接件、 连接线 (缆) 是否连接紧固ꎬ 控制柜内的电器部

件是否存在烧焦、 破裂、 腐蚀、 熔焊痕迹ꎻ 更换损坏的部件ꎻ

２) 对机箱、 机柜等散热部件进行检查和清理ꎬ 确保散热系统正常ꎻ

３) 检查网络设备及其插接件、 连接线 (缆) 是否连接紧固ꎬ 确认交换机工作正常ꎬ 网线、

光纤等外观完好ꎻ

４) 断开监控系统 ＵＰＳ 输入电源ꎬ 检查 ＵＰＳ 工作情况ꎮ

２　 开展监控系统服务器主、 备机切换试验ꎮ

开展监控系统服务器主、 备机切换试验ꎮ 服务器主、 备机应能够通过网络自动同步数据ꎬ

切换时间应小于 １ ｓꎬ 切换期间不得改变灯光系统的运行状态ꎮ 在实施 Ａ￣ＳＭＧＣＳ 灯光引导功能的

机场ꎬ 主、 备机的切换不得影响灯光引导功能的正常使用ꎮ

３　 检查监控系统监控对象运行参数显示、 报警准确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根据监控系统监控对象运行参数的实际范围和相关行业标准ꎬ 复核校验系统显示值ꎬ 调

整报警门限ꎻ

２) 模拟监控系统自身故障和监控对象故障ꎬ 通过报警记录核实监控系统报警的准确性ꎮ

４　 检查浪涌保护装置、 接地装置完好性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检查浪涌保护装置、 接地装置是否有效ꎻ 更换失效设备或部件ꎻ

２) 检查监控系统接地装置的完好性ꎬ 接地线应与保护接地装置可靠连接ꎬ 接地电阻值应在

系统容许的范围ꎮ

５　 重新启动服务器、 工作站等设备ꎮ 重置系统状态ꎬ 优化系统性能ꎮ

６　 检查单灯监控系统 (如有) 信号稳定性ꎬ 信号质量、 控制功能、 响应时间、 状态反馈等

运行参数应符合运行要求ꎮ

７　 检查微波探测器运行情况ꎬ 开展以下维护工作:

１) 清洁微波探测器探头污垢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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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检查微波探测器安装情况ꎬ 维修或重新浇筑发生破损、 塌陷、 移位的基础ꎻ

３) 检查微波探测器及配套设备密封情况ꎬ 更换失效的密封件ꎻ

４) 检查微波探测器探头灵敏度ꎬ 并对探头角度及灵敏度进行校准ꎮ

８　 维护历史记录数据库ꎮ

将系统历史记录数据库备份至离线数据库中存档ꎮ

１１ ２ ４　 每年检查维护内容

检查单灯监控装置运行情况ꎬ 更换发生开裂、 老化、 变形等损坏的单灯监控装置ꎮ

１１ ２ ５　 不定期检查维护

１　 备份监控系统程序ꎮ

备份监控系统服务器、 工作站程序ꎬ 以及相关配置文件ꎮ 备份文件应存放至独立存储设备ꎮ

２　 针对特殊原因进行的检查维护:

１) 发生以下特殊情况时应进行不定期检查维护:

———机场新建成投入使用一年内ꎻ

———系统监控对象出现大规模改造更新或监控系统故障修复后ꎻ

———Ａ￣ＳＭＧＣＳ 系统的灯光引导功能、 跑道状态灯系统出现错误或失效后ꎻ

———天气温度骤变或大风、 暴雨 (雪) 等恶劣气象条件后ꎻ

———监控系统 ＵＰＳ 电池无法使用或使用时间已超过 ３ 年ꎮ

２) 不定期检查维护内容ꎮ

应按表 １１ １ ３ 中的 １~１４ 项目进行检查维护ꎮ

１１ ２ ６　 监控系统升级维护要求

１　 不得通过远程操控方式ꎬ 对监控系统进行升级、 改造和维护等任何操作ꎻ

２　 在监控系统处于运行控制期间ꎬ 不得开展升级、 维护操作ꎬ 确保系统正常运行不受影

响ꎮ 在厂商对系统升级、 维护期间ꎬ 应有机场相关技术人员全程在场ꎬ 并在工作结束后进行复

核验收ꎮ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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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助航灯光系统故障及排查方法

Ａ １　 可控硅恒流调光器故障及排查方法

Ａ １ １　 可控硅恒流调光器故障类型包括:

１　 设备无法正常启动ꎻ

２　 设备在运行中无法正常工作ꎻ

３　 设备工作状态不正常ꎮ

Ａ １ ２　 可控硅恒流调光器无法正常启动的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见表 Ａ １ ２ꎮ

表 Ａ １ ２　 可控硅恒流调光器无法正常启动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１ 设备无反应

检查主开关位置

检查输入电压

检查保险丝

检查电源单元

２ 设备面板无背光、 无显示 检查面板及其供电电源

３ 设备面板有背光、 无显示
检查面板信号线

检查与面板连接的控制板通信器件

４ 显示电压异常

检查输入电压

检查输入电压标称值设置

检查同步变压器

５ 显示频率异常

检查输入频率

检查输入频率标称值设置

检查同步变压器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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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６ 显示温度异常

检查环境温度

检查设备散热风道是否被堵塞

检查各温度传感器

７ 显示绝缘值异常 如果排除回路绝缘故障ꎬ 检查调光器绝缘检测模块及软件设置

Ａ １ ３　 可控硅恒流调光器在运行中无法正常工作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见表 Ａ １ ３ꎮ

表 Ａ １ ３　 可控硅恒流调光器在运行中无法正常工作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１ 设备无反应

检查输入电压

检查保险丝

检查电源单元

２ 显示电压异常

检查输入电压

检查主板输入电压参数设置

检查同步变压器

３ 显示频率异常

检查输入频率

检查主板输入频率标称值设置

检查同步变压器

４ 显示开路

检查继电保护装置接线及其连续性

检查高压回路接线及其连续性

检查开路保护等级和延迟时间

检查电流互感器和接线

检查电力线路及其连续性

检查可控硅控制器和模块

检查输出电流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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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５ 显示过流

检查主板过流等级和延迟时间参数设置

检查输出电流

检查可控硅控制器和模块

检查无源滤波器部件

６ 显示温度异常

检查环境温度

检查散热器件和散热风道

检查各温度传感器

７ 显示绝缘值异常
如果排除外场回路绝缘值故障ꎬ 检查主板绝缘检测模块

校准和报警等级参数设置

８ 显示 ＶＡ 跌落 如果回路负载发生变化ꎬ 重新校准

Ａ １ ４　 可控硅恒流调光器工作状态不正常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见表 Ａ １ ４ꎮ

表 Ａ １ ４　 可控硅恒流调光器工作状态不正常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１
最高光级下ꎬ 无法输出

标称电流

检查回路负载是否超过调光器的额定容量

检查变压器输出抽头设置

检查输入电压

２
调光器处于遥控状态时ꎬ
调光器输出电流与监控

系统指令要求不一致

串行接口:
———检查控制卡ꎻ
———检查节点地址和总线终端设置ꎻ
———检查总线是否工作ꎬ 可通过其他单元是否在线进行确认

并行接口:
———检查遥控模式设置ꎻ
———检查控制系统电压ꎻ
———检查控制系统电压选择器设置ꎻ
———检查故障保险等级设置与控制系统故障保险等级一致性ꎻ
———检查信号模式和编码模式设置与控制系统设置一致性ꎻ
———检查控制卡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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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３ 噪音过大

检查滤波器的电抗器是否紧固

检查可控硅控制器和模块

检查变压器底座的缓震垫是否老化

检查变压器底座螺丝、 固定螺丝是否紧固

检查调光器柜内组件、 柜门、 侧板固定螺丝是否紧固

Ａ ２　 正弦波恒流调光器故障及排查方法

Ａ ２ １　 正弦波恒流调光器故障类型包括:

１　 设备无法正常启动ꎻ

２　 设备在运行中无法正常工作ꎻ

３　 设备工作状态不正常ꎮ

Ａ ２ ２　 正弦波恒流调光器无法正常启动的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见表 Ａ ２ ２ꎮ

表 Ａ ２ ２　 正弦波恒流调光器无法正常启动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１ 设备无反应

检查主开关

检查输入电压

检查保险丝

检查电源单元

２ 设备面板无背光、 无显示 检查面板及供电电源

３ 设备面板有背光、 无显示
检查面板信号线

检查与面板连接的控制板通信器件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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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４ 显示一次侧开路

检查主接触器及其接线

检查主控板及其接线

检查主线路连接螺丝是否松动

检查 ＩＧＢＴ 模块

检查整流桥模块

５ 显示二次侧开路
检查电流互感器及其接线

检查主控板及其接线

６ 显示过流

检查电流互感器及其接线

检查输出电流

检查主控板

检查监视板

７ 显示 ＩＧＢＴ 故障
检查 ＩＧＢＴ 模块

检查主控板

Ａ ２ ３　 正弦波恒流调光器运行中无法正常工作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见表 Ａ ２ ３ꎮ

表 Ａ ２ ３　 正弦波恒流调光器运行中无法正常工作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１ 设备无反应

检查调光器主开关

检查输入电压

检查保险丝

检查电源单元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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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２ 一次开路报警

检查接触器线圈保险丝

检查接触器 ＲＣ 吸收模块 (如有)

检查接触器线圈接线

检查主控板及其接线

检查主线路连接螺丝是否松动

检查 ＩＧＢＴ 模块

检查整流桥模块

３ 二次开路报警
检查电流互感器及其接线

检查主控板是否工作正常ꎬ 可通过更换主控板确认

４ 过流报警

检查电流互感器及其接线

检查输出电流

检查主控板是否工作正常ꎬ 可通过更换主控板确认

检查监视板 (如有) 是否工作正常ꎬ 可通过更换监视板确认

５ 报警 ＩＧＢＴ 故障
检查 ＩＧＢＴ 模块

检查主控板是否工作正常ꎬ 可通过更换主控板确认

Ａ ２ ４　 正弦波恒流调光器工作状态不正常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见表 Ａ ２ ４ꎮ

表 Ａ ２ ４　 正弦波恒流调光器工作状态不正常故障现象及排查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１
最高光级下ꎬ 无法输出

标称电流

确认回路负载是否超过调光器的额定容量

检查主板输出电流参数设置

检查主板输入电压参数设置

检查调光器输入电压情况

２ 输出电流与光级不符 检查主板输出电流参数设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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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３ 输入电压异常

检查输入电压

检查主板输入电压参数设置

检查主板电网电压检测模块是否正常

４ 电网频率异常
检查输入频率

检查主控板检测电网频率硬件电路是否正常

５ 绝缘阻值异常 如果排除外场回路绝缘故障ꎬ 检查主板绝缘检模块校准和报警等级设置

６ ＩＧＢＴ 温度超限
检查 ＩＧＢＴ 模块

检查主控板检测 ＩＧＢＴ 温度模块是否正常

７ ＶＡ 跌落
如果排除外场回路负载变化ꎬ 检查电压互感器和监视板

如果负载发生变化ꎬ 重新进行校准操作

８
远程模式下ꎬ 输出电流与

监控系统要求的不符

检查远程通信模块

检查控制总线是否工作

９ 噪音过大

检查 ＩＧＢＴ 模块和主板

检查变压器底座的缓震垫是否老化

检查变压器底座螺丝、 固定螺丝是否紧固

检查调光器柜内组件、 柜门、 侧板固定螺丝是否紧固

Ａ ３　 助航灯具故障及排查方法

Ａ ３ １　 助航灯具常见故障可分为嵌入式助航灯具故障、 立式助航灯具故障和 ＰＡＰＩ 故障ꎮ

Ａ ３ ２　 嵌入式助航灯具常见故障和排查方法见表 Ａ ３ ２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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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 ３ ２　 嵌入式助航灯具常见故障和排查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１ 光源失效或闪烁

检查灯具内部组件ꎬ 更换失效部件

检查灯具内部接线

通电测试灯具发光情况

ＬＥＤ 灯具如果发生闪烁ꎬ 整体更换灯具或检查二次侧电流ꎬ
必要时更换隔离变压器

２ 灯具偏暗或偏亮

检查并清洁灯具发光窗口

检查并更换失效的光源组件

检查隔离变压器的规格

通电测试灯具发光情况

检查二次线是否破损

反光器是否氧化褪色

３ 灯具气密性失效
检查灯具密封性能ꎬ 更换失效密封件和其他受损部件

清洁、 干燥灯具内部结构

４ 灯具上盖变形或损坏 更换受损的灯具上盖

Ａ ３ ３　 立式助航灯具常见故障和排查方法见表 Ａ ３ ３ꎮ

表 Ａ ３ ３　 立式助航灯具常见故障和排查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１ 光源失效或闪烁

检查灯具内部组件ꎬ 更换失效部件

检查灯具内部接线

通电测试灯具发光情况

２ 光源偏暗或偏亮

检查并清洁灯具灯罩

检查并更换失效的光源组件

检查隔离变压器的规格

通电测试灯具发光情况

检查二次线是否破损

反光器是否氧化褪色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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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３ 灯具气密性失效
检查灯具密封性能ꎬ 更换失效密封件和受损部件

清洁、 干燥灯具内部结构

４ 灯具倒伏
检查并紧固固定螺栓

更换受损的易折件或灯具

Ａ ３ ４　 ＰＡＰＩ 灯具常见故障和排查方法见表 Ａ ３ ４ꎮ

表 Ａ ３ ４　 ＰＡＰＩ 灯具常见故障和排查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排查方法

１ 光源失效或闪烁

检查灯具内部组件ꎬ 更换失效部件

检查灯具内部接线

通电测试灯具发光情况

２ 灯具偏暗或偏亮

检查并清洁灯具灯罩

检查并更换失效的光源组件

检查隔离变压器规格

通电测试灯具发光情况

３ 红白界限不清

检查灯具内部光学部件安装情况

按照设备使用说明检查并清洁灯具内部光学部件

按照设备使用说明更换损坏的光学部件

４ 控制板或倾斜开关故障 按照设备使用说明检查并排除故障

５ 系统不工作

检查灯具安装角度

检查灯具连接线路

检查灯具倾斜开关 (角度保护模块)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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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４　 助航灯光回路故障及排查方法

Ａ ４ １　 助航灯光回路故障类型包括:

１　 开路故障ꎻ

２　 短路故障ꎻ

３　 接地故障ꎻ

４　 绝缘电阻值下降ꎮ

Ａ ４ ２　 助航灯光回路常见故障现象

１　 开路故障现象

恒流调光器开路报警ꎬ 该回路灯光熄灭ꎮ

２　 短路故障现象

１) 恒流调光器短路报警 (一般短路报警为 １０% ＶＡ 跌落)ꎻ

２) ＰＡＰＩ 灯仰角保护装置动作造成单回路短路ꎬ 该灯光熄灭ꎮ

３　 接地故障现象

１) 单点接地ꎬ 回路绝缘电阻值为 ０ Ωꎬ 回路输出电压正常ꎬ 该回路灯光仍能发光ꎻ

２) 多点接地ꎬ 回路绝缘电阻值为 ０ Ωꎬ 回路输出电压异常ꎬ 该回路部分灯光熄灭ꎮ

４　 绝缘电阻下降现象

回路绝缘电阻下降幅度 ５０% 以上或回路绝缘电阻不符合标准要求ꎬ 该回路灯光仍能发光ꎮ

Ａ ４ ３　 故障原因分析

１　 故障类型通常是通过观察故障现象和故障的影响来确定ꎬ 例如ꎬ 绝缘电阻的记录表明电

阻值大幅度下降ꎬ 则可能是电缆绝缘故障或某处接头未处理好而导致接地 (应特别注意由于机

械挖掘设备造成的电缆损坏)ꎻ 有一段灯具发暗ꎬ 则表明此灯具回路有两点接地故障ꎮ

２　 常见的开路故障原因是电缆连接失效、 绝缘不良或机械损伤 (由于人为或者啮齿类动物

咬伤)ꎬ 应检查任何可能有问题的电缆段ꎬ 以确定助航灯光回路开路的位置及回路接地故障

原因ꎮ

３　 接地故障通常是由于隔离变压器的绝缘不好或电缆连接处绝缘不好造成的ꎬ 应检查任何

可能有问题的电缆段ꎬ 隔离变压器箱是否进水ꎬ 电缆是否在隔离变压器箱内有序盘绕ꎬ 以确定

助航灯光回路接地点的位置及回路接地故障原因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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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２　 进近灯光系统维护的标准值和目标值

项目 标准值 首次投入运行目标值 运行期间目标值

进近中线短排灯、 侧边短排灯、
横排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ＣＡＴ Ⅰ≥８５%
ＣＡＴ Ⅱ/Ⅲ≥９５%

(除短排灯或横排灯允许两个相邻灯不可

用外ꎬ 不允许两个相邻灯都不可用)

顺序闪光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不允许超过 １ 个灯具不亮

顺序闪光灯闪光频率偏差 １２０ 次 / ｍｉｎ １２０ 次 / ｍｉｎ ±２ 次 / ｍｉｎ

顺序闪光灯漏闪率 ≤１% ≤１% ≤１%

灯具垂直方向安装角度偏差 按设计要求 ±１ / ２° ±１ / ２°

灯具水平方向安装角度偏差
与跑道中线

延长线平行
±１ / ２° ±１ / ２°

灯具前遮挡光束的障碍物 无 无 无

表 Ｂ ３　 进近灯光系统灯具仰角

进近灯至跑道入口的距离 Ｄ / ｍ 进近灯具仰角 / °

Ｄ≤３１５ ５ ５

３１５<Ｄ≤４７５ ６

４７５<Ｄ≤６４０ ７

Ｄ>６４０ ８

表 Ｂ ４　 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 (ＰＡＰＩ) 维护的标准值和目标值

项目 标准值 首次投入运行目标值 运行期间目标值

灯具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每台灯具不多于 １ 个

光源失效

灯具的仰角偏差 按校飞报告确定 ±２′ ±６′

灯具的水平方向角度偏差 与跑道中线平行 ±１ / ２° ±１ / ２°

倾斜开关的角度保护范围

垂直安装角度

降低 ０ ２５°至 ０ ５°ꎬ
升高 ０ ５°至 １°范围内

垂直安装角度

降低 ０ ２５°至 ０ ５°ꎬ
升高 ０ ５°至 １°范围内

垂直安装角度

降低 ０ ２５°至 ０ ５°ꎬ
升高 ０ ５°至 １°范围内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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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标准值 首次投入运行目标值 运行期间目标值

光束中心红白过渡区的宽度 ３′ ３′ ３′

灯具前遮挡光束的障碍物 无 无 无

　 　 注: 当 ＰＡＰＩ 仰角偏差过大ꎬ 可能对飞行员造成歧义时ꎬ 可关闭 ＰＡＰＩꎬ 及时通报空中交通管制单位ꎬ 并按照规定向航空情

报服务机构提供航空情报原始资料ꎮ

表 Ｂ ５　 跑道和滑行道灯光系统维护的标准值和目标值

项目 标准值 首次投入运行目标值 运行期间目标值

跑道入口灯、 跑道入口翼排灯、
跑道入口识别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ＣＡＴ Ⅰ≥８５%

ＣＡＴ Ⅱ/Ⅲ≥９５%
(不允许有 ２ 个相邻的灯具不亮)

跑道末端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ＣＡＴ Ⅰ≥　 ８５%
ＣＡＴ Ⅱ/Ⅲ≥ ７５%

起飞 (ＲＶＲ≥５５０ ｍ) ≥ ８５%
起飞 (ＲＶＲ<５５０ ｍ) ≥ ７５%

(不允许有 ２ 个相邻的灯具不亮)

跑道边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ＣＡＴ Ⅰ≥ ８５%
ＣＡＴ Ⅱ/Ⅲ≥ ９５%

起飞 (ＲＶＲ≥５５０ ｍ) ≥８５%
起飞 (ＲＶＲ<５５０ ｍ) ≥９５%

(不允许有 ２ 个相邻的灯具不亮)

跑道中线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ＣＡＴ Ⅰ≥８５%
ＣＡＴ Ⅱ/Ⅲ≥９５%

起飞 (ＲＶＲ<５５０ ｍ) ≥９５%
(不允许有 ２ 个相邻的灯具不亮)

接地带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ＣＡＴ Ⅱ/Ⅲ≥９０%

(不允许有 ２ 个相邻的灯具不亮)

滑行道边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 ８５%

(不允许有 ２ 个相邻的灯具不亮)

滑行道中线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ＣＡＴ Ⅰ≥ ９０%
(三类设置的 １５ ｍ 滑行道中线灯的运行

维护水平可适当降低ꎬ 但不得低于 ３０ ｍ
间距设置的滑行道中线灯)

ＣＡＴ Ⅱ/Ⅲ≥ ９５%
(不允许有 ２ 个相邻的灯具不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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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标准值 首次投入运行目标值 运行期间目标值

跑道掉头坪灯、 除 /防冰坪出口

灯、 机位操作引导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 ９０%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 中间

等待位置灯、 道路等待位置灯、
不适用地区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停止排灯完好率ａ １００% １００%

禁止进入排灯完好率ａ １００% １００%

每排允许 ２ 个灯不亮

(不允许有 ２ 个相邻的灯具不亮)

跑道警戒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跑道警戒灯交替频率
４０~６０ 次

/ ｍｉｎ
４０~ ６０ 次 / ｍｉｎ ４０~ ６０ 次 / ｍｉｎ

跑道进入灯完好率 １００% １００%

单个灯段:
１) 不允许有 ２ 两个相邻的灯具不亮ꎻ
２) 不允许关键位置不亮 (等待线、 跑

道边线或跑道中心线所在灯具)ꎻ
３) 不允许有单个灯具常亮

起飞等待灯完好率ｂ １００% １００%
单个灯段:
１) 不允许有任意 ３ 个相邻灯不亮ꎻ
２) 不允许有单个灯具常亮

　 　 注: ａ 停止排灯和禁止进入排灯在 Ａ￣ＳＭＧＣＳ 灯光引导功能运行模式下维护标准和允许偏差ꎬ 同非 Ａ￣ＳＭＧＣＳ 运行模式下保

持一致ꎮ

ｂ 起飞等待灯的任意 ３ 个相邻灯为下图内的任意 ３ 个灯ꎮ

表 Ｂ ６　 助航灯光串联回路绝缘电阻

回路长度 Ｌ / ｍ 回路绝缘电阻 / ＭΩ

Ｌ≤２ ５００ ≥１０

２ ５００< Ｌ ≤５ ０００ ≥５

Ｌ>５ ０００ ≥２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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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７　 恒流调光器输出电流标称值和允许变化范围

电流级别 输出电流标称值 / Ａ 允许变化范围 / Ａ

１ ２ ８０ ２ ７０~２ ９０

２ ３ ４０ ３ ３０~３ ５０

３ ４ １０ ４ ００~４ ２０

４ ５ ２０ ５ １０~５ ３０

５ ６ ６０ ６ ５０~６ ７０

表 Ｂ ８　 助航灯光系统应急电源的最大转换时间 (单位: ｓ)

　 　 　 跑道运行类别

助航灯光种类 　 　 　
非仪表跑道

非精密

进近跑道

Ⅰ类精密

进近跑道

Ⅱ类 / Ⅲ类精密

进近跑道

跑道视程小于

８００ ｍ 条件下供

起飞用的跑道

进近灯光系统 — １５ １５
近端 ３００ ｍ 部分 １

其余部分 １５
—

ＰＡＰＩ ９００ａ １５ａꎬｄ １５ａꎬｄ — —

跑道边灯 ９００ｂ １５ｄ １５ｄ １５ １５ｃ

跑道入口灯 ９００ｂ １５ｄ １５ｄ １ —

跑道末端灯 ９００ｂ １５ １５ １ １

跑道中线灯 — — １５ １ １

接地带灯 — — — １ —

全部停止排灯 — — — １ １

必要的滑行道灯 — — １５ａ １５ １５ａ

障碍灯 ９００ａ １５ａ １５ａ １５ａ １５ａ

　 　 注: ａ 当此类灯光对于安全飞行至关紧要时向此类灯光提供应急电源ꎮ

ｂ 关于应急灯光的应用ꎬ 见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相关规定ꎮ

ｃ 当缺乏跑道中线灯时应为 １ ｓꎮ

ｄ 如进近飞越危险或陡峭的地形ꎬ 则应为 １ ｓ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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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９　 助航灯光监控系统维护标准值和目标值

项目 标准值 首次投入运行时目标值 投入运行后目标值

助航灯光监控系统服务器有效率

(含单灯监控系统服务器)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单灯监控系统主机有效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单灯监控装置有效率 １００% １００% 与对应灯具完好率合并计算

微波探测器有效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 灯光引导功能使用时ꎬ 灯具完好为灯具和单灯监控装置均正常可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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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助航灯光系统光学性能检测

Ｃ １　 助航灯具的检测要求

Ｃ １ １　 助航灯具光学性能检测参数应包括光强和色品坐标ꎬ 应采用室内设备进行检测ꎮ 测量结

果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要求ꎮ 在满足上述条件下ꎬ 实施Ⅱ、 Ⅲ类

运行的机场除进行室内检测外可配备高精度移动式光强测试设备ꎬ 对跑道灯光系统、 进近灯光

系统进行现场测试ꎮ

Ｃ １ ２　 助航灯具光学性能检测时ꎬ 电源电流应稳定在额定值 (５ 级光) 上ꎬ 检测 １００% 主光束

光强和色度ꎮ 当光强检测值低于标准值的 ７０% ꎬ 应加大该抽检区域内同类助航灯具的抽检数量ꎬ

根据检测结果开展维护工作ꎻ 当检测值低于标准值的 ５０% ꎬ 应进行维修或更换ꎮ 检测 １００% 主光

束中心点及光束外沿 ４ 个点的色品坐标ꎬ 点位选择符合 «跑道和滑行道助航灯具检测规范» 的

要求ꎮ 当任意一个检测点值超出标准范围时ꎬ 应进行维修或更换ꎮ

Ｃ １ ３　 助航灯具应每年进行一次抽检ꎬ 应当抽检的灯具类型和频率见表 Ｃ １ ３ꎮ

表 Ｃ １ ３　 助航灯具光学性能室内检测抽检率

分类 灯具类型 抽检率或数量

进近灯光系统

中线短排灯

侧边短排灯

横排灯

每一类灯具抽检率 １% ꎬ 且不少于 ３ 个

跑道灯光系统

跑道边灯

跑道中线灯

每一类灯具抽检率 ３% ꎬ 且不少于 ３ 个ꎻ
色度检测至少包含 １ 个灯具

跑道末端灯

跑道入口翼排灯

跑道入口灯

接地带灯

每一跑道方向上每一类灯具抽检率 ３% ꎬ 且不少于 ３ 个ꎻ
色度检测至少包含 １ 个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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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类 灯具类型 抽检率或数量

滑行道灯光系统

滑行道边灯

滑行道中线灯
每一类灯具抽检率 ０ ５% ꎬ 且不少于 ３ 个

中间等待位置灯

停止排灯和连锁的

滑行道中线灯

禁止进入排灯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

跑道掉头坪灯

机位操作引导灯

每一类灯具抽检率 １% ꎬ 且不少于 ３ 个

跑道状态灯
跑道进入灯 抽检率 ３% ꎬ 且不少于 ３ 个

起飞等待灯 每一跑道方向上抽检率 ３% ꎬ 且不少于 ３ 个

　 　 注: １ 同一类型灯具中不同厂家生产的灯具应视为不同抽检样本ꎮ

２ 同一类型灯具中的不同光源 (ＬＥＤ 或卤素) 应为不同的抽检样本ꎮ

３ 抽检数量计算采取进一制ꎬ 遇有小数向上取整 (例: 灯具数量为 １０５ 套ꎬ 比例为 １% ꎬ 则最低抽测 ２ 套灯具)ꎮ

Ｃ ２　 滑行引导标记牌的检测要求

Ｃ ２ １　 滑行引导标记牌光学性能检测参数应包括亮度、 色品坐标和亮度因数ꎬ 测量结果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要求ꎮ

Ｃ ２ ２　 滑行引导标记牌光学性能检测时ꎬ 电源电流应稳定在额定值上 (５ 级光)ꎬ 检测亮度平

均值ꎬ 当检测值低于标准值的 ５０% 应进行维修或更换ꎮ

Ｃ ２ ３　 检测标记牌色品坐标和亮度因数ꎬ 对于信息标记牌ꎬ 随机选择黄色部分的一个点ꎻ 对于

强制性标记牌ꎬ 分别随机选择白色部分和红色部分的一个点ꎬ 当检测值超出标准范围时应进行

维修或更换ꎮ

Ｃ ２ ４　 滑行引导标记牌应每年进行一次抽检ꎬ 抽检频率见表 Ｃ ２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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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Ｃ ２ ４　 滑行引导标记牌光学性能检测抽检率

滑行引导标记牌种类 抽检率或数量

跑道号码标记牌 ２ 面

Ⅰ类、 Ⅱ类或Ⅲ类等待位置标记牌 ２ 面

跑道等待位置标记牌 １ 面

禁止进入标记牌 １ 面

强制等待点标记牌 １ 面

位置标记牌 １ 面

方向标记牌 １ 面

目的地标记牌 １ 面

滑行道终止标记牌 １ 面

跑道出口标记牌 １ 面

跑道脱离标记牌 １ 面

交叉点起飞标记牌 １ 面

滑行位置识别点标记牌 １ 面

　 　 注: １ 同一类型滑行引导标记牌中不同厂家生产的滑行引导标记牌应视为不同抽检样本ꎮ

２ 同一类型滑行引导标记牌中的不同光源 (ＬＥＤ 或卤素) 应为不同的抽检样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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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ꎻ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ꎻ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ꎻ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标准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的规定执行”ꎬ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可

参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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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１４０－Ｒ２)

[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３] «运输机场目视助航设施管理办法» (ＡＰ－１４０－ＣＡ－２０２３－０２)

[４] «民用机场运行最低标准制定与实施准则» (ＡＣ－９７－ＦＳ－２０１１－０１)

[５]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１４ «机场»

[６] 国际民航组织 (ＩＣＡＯ) «机场设计手册» 第四部分———目视助航设施

[７] 国际民航组织 (ＩＣＡＯ) «机场设计手册» 第五部分———电力系统

[８] 国际民航组织 (ＩＣＡＯ) «机场服务手册» 第八部分———机场运行服务

[９] 国际民航组织 (ＩＣＡＯ) «机场服务手册» 第九部分———机场维护措施

[１０] «机场目视助航设施维护» (ＡＣ１５０ / ５３４０￣２６Ｃ)

[１１] «机场助航设施设计与安装» (ＡＣ１５０ / ５３４０￣３０Ｊ)

[１２] «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系统规范» (ＡＣ１５０ / ５３４５￣２８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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