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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空管信息的规范管理对管制指挥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飞行安全也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对我国当前的空

管信息分类如航班信息、气象信息、航行情报信息进行阐述，并着重分析国际范围内空管信息的发展趋势——— 航空信息管理

与广域信息管理，并在对典型国家地区空管信息管理模式论述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空管信息管理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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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空管信息在民航运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飞行安全与准确完整的空管信息密切相关。空

管信息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汇总、审核、编辑、

储存、交换分发民用航空数据与资料。航空原始数

据分为动态航空原始数据和静态航空原始数据。

国际民航组织于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７日在西班牙马德

里召开了首次由各国民航和航空工业界广泛参加

的全球航空情报服务大会，大会由欧洲航行管制

中心和国际民航组织欧洲／地中海地区办事处负
责召集。大会充分认识到航空信息服务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ＩＳ）的重要作用，从战略高度
提出全球航空情报从航空信息服务过渡到航空信

息管理（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ＩＭ）的
发展目标和必要性，探讨了未来ＡＩＭ的航空情报
质量以及相关的技术问题，提出实现ＡＩＭ必须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ｉ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ｂｒｏａｄ

ＣｈｅｎＹａｑｉｎｇ，ＨａｎＹｕｎｘｉａｎｇ
牗Ａｉ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ｌｌｅｇｅ牞Ｃｉｖｉ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Ｆｌｉｇ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ｃ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Ｇｕａｎｇｈａｎ６１８３０７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Ｔｈｅａｉ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ａｉ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ｉｔａｌｓｏｈａｓ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ｆｌｉｇｈｔｓａｆｅｔｙ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ｓｕｃｈａｉ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ｆｌｉｇｈ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牞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ｔａｌｓｏ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ｏｆａｉ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Ｗｉ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ｏｓａｉｓｗｅ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ａｉ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牞ａｉ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牞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牞ｗｉ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牞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５４４
２０１０年 １月 第 ４２卷第 １期 ４９－５３

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５４４Ｖｏｌ．４２Ｎｏ．１４９－５３，Ｊａｎ．２０１０



—５０—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４２卷第１期 ２０１０年１月

用的新技术和发展方向。ＡＩＭ着眼于整个空管运
行系统，以数据为中心，按照全球互用原则提供所

需的航空数据。ＡＩＭ的目标是支持 “联合信息共

享”理念及其实施，ＡＩＭ目标的达成是协同决策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ＣＤＭ）能否圆满
实现的关键犤１－２犦。

２ 我国空管信息分类

目前，我国空管信息可分为航班信息、气象信

息、航空器性能数据、空中交通服务电报信息、航

行情报服务等。

２．１航班信息
民航航班分为定期航班和不定期航班，航班

信息通常包括机型、航班呼号、起飞机场、降落机

场、协调世界时（ＵＴＣ）起飞时间、分配降落时隙、原
始航班识别标志等。目前，空管部门对于航班信息

的管理主要是静态的数据管理。

２．２空中交通服务电报信息
空中交通服务电报主要用来传递飞行过程中

航空器的动态信息，使各个管制单位随时掌握该

航空器的状态和意图，确保飞行安全。常用的空中

交通服务电报主要有：领航计划报、现行飞行变更

报、起飞报、落地报、延误报等。该类信息使用空中

交通服务电报网进行发布，民航局对１６种飞行动
态固定格式电报拍发有具体的规定犤３犦。

２．３气象信息
气象信息主要是为飞行前和飞行中的航空器

提供各种气象资料，达到减少危险天气的危害、实

施安全飞行的目的。在实际运用中主要提供以下

内容：气象信息发生地的地名代号、观测时间、能

见度、风向、风速、云（云量、云状和云底高）、降水、

跑道视程等犤４犦。

目前，民航局提供得到授权的航空气象发布网

站，可以为空管部门提供航站和航路天气实况报告

和预报，也可以提供针对航线的航行气象服务，提

供的形式主要是气象电报和天气图的认读。

２．４航空器性能数据
航空器性能数据主要是用来表示航空器的性

能参数。依此性能参数，管制单位在空管服务中实

施不同的调配方案，如离场时间的控制等。该类数

据主要包括以下要素：几何尺寸、动力装置、风速

限制、重量、油量、运行数据与速度等。上述数据以

静态数据管理为主，但也有一些功能强大的雷达

可以针对机型提供决策咨询。

２．５航行情报
航行情报工作是航行业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职能是收集编辑、设计制作和发布为保证飞

行安全、正常和效率所需的各种航行情报资料。

目前，我国航行情报自动化系统由生产系统、

发布系统和动态信息管理系统构成。其中航行情

报生产系统包括：航空数据管理、情报资料编辑处

理和航路图及终端区图制作等，其系统结构由核

心数据、数据管理和航图组成，包含的数据有航路

点、物理航段、中低空航线图、进离场图、机场图和

机场障碍物Ａ型图等犤５犦。

航行情报发布系统主要用于数据与电子航图

的集成和航行情报电子产品的发布。

航行情报动态信息管理系统采用当前流行的ＣＳ
（客户端／服务器）结构，服务端使用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
客户端采用ＰｏｗｅｒＢｕｉｌｄｅｒ８．０。该软件主要处理动态
的一级航行通告，主要功能是自动分析收到的每一份

ＮＯＴＡＭ（航行通告），按来电地址和系列将其归入不
同的数据表中，不能自动识别的ＮＯＴＡＭ或设置为人
工处理的ＮＯＴＡＭ放入等待队列中，等待人工处理。
图１为我国的航行情报信息网络结构。

３ ＡＩＭ与广域信息管理

３．１ ＡＩＭ及广域信息管理的结构特点
目前，各类空管数据是相对独立的、点对点的

图 １ 我国航行情报信息网络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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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如航班申请信息、航班动态信息、机场信息

与空地数据信息等都是相互独立的。这些空管信

息的相互交换使用较多的是航空固定电信网

（ＡＦＴＮ）。在这个通信网上各个端口之间是平行
的，进行的是点对点的数据通信，由此造成通信线

路复杂，通信内容单一，通信量巨大但通信的效能

低下。因此，国际民航组织一方面鼓励各成员国在

ＡＦＴＮ基础上加快构建航空电信网（ＡＴＮ），另一方
面鼓励各成员国在建立强大通信系统的基础上构

建广域信息管理（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ＳＷＩＭ）。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建立空管数据中
心，将特定区域内的空管、机场与公司航班数据汇

集到一个中心。该中心对各类数据进行分类加工

处理后根据区域内各单位的需要生成各种 “信息

服务产品”，ＡＴＮ网上的各个端口单位只需要访问
这个数据中心就可以得到其需要的数据资料。

ＳＷＩＭ是一种确保民航不同系统之间相互协作
的基于信息技术的一系列项目组合，为不同单位、

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提供基础平台 犤６犦，其

最终目标是搭建统一、灵活、高效的信息共享架构，

其结构如图２所示犤７犦。

世界各国对 ＳＷＩＭ内部中心的数据组织形式
有不同的方式，其中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以航班

为对象的方式进行组织，提供航行数据产品。

３．２ ＡＩＭ及ＳＷＩＭ数据模式
新的需求是采用通用数据模型和共用航空情

报交换格式，以解决数据应用，实现系统间的互

用。欧美国家已经对ＡＩＭ的技术标准进行多年的
研究，欧洲航行情报服务数据库采用的形式是航

行情报概念模型和航空情报交换模型，这项工作

是进一步发展未来ＡＩＭ规划的基础。它的目标是
引导全球接受这个覆盖ＡＩＭ全部范围的通用一致
的数据交换模型，这些标准化和可扩展的数据模

型表示其范围是开放式的，可以为适应未来发展

的需求而增添新的类型。

４ ＳＷＩＭ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

４．１ＳＷＩＭ在我国的建设
作为国际民航组织的成员国，民航局鼓励各民

航单位加强信息化建设，华东空管局在该项建设中

取得了较大成果，初步建设成了华东空管航班信息

一体化管理系统。该系统将华东地区合肥、福州、温

州等机场及空域的各类信息通过ＤＤＮ专线汇集到
上海青浦的数据中心，同时在虹桥设立备份的分中

心。数据中心能从 ＡＦＴＮ和国际航空电信公司

图２ 广域信息管理牗ＳＷＩＭ牘结构示意图

·理论研究·陈亚青等：我国与外国空管信息管理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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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用性角色

数据收集者

数据用户

数据加工者

责任

从相关部门收集各类静态和动态的数据

对收集的数据根据可能的用户需要

进行加工处理，生成可以分发的信息产品

订购和使用数据产品

表１ 空中交通管理模型中的相关角色及责任

（ＳＩＴＡ）电报接口、机场信息系统桥位接口、情报系
统接口等处收集时刻表、航班计划、军方通报、业务

告警等信息，最终生成可以提供给塔台的用于在各

种条件下安排各航班等待、推出、开车、放行的时刻，

这有利于充分利用机场时间和空间资源，增强机场

运行保障能力，提高航班正点率。

４．２ ＳＷＩＭ在美国的发展
美国对 ＳＷＩＭ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航班对象方

面。美国关于航班对象的定义是航班对象是自由

飞行中一个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概念，目的是在国

家空域系统设施中共享航班飞行信息。航班对象

包含最新的关于一个即将开始或是已经完成的计

划航班的信息，包括航空器机型、飞行轨迹、设备、

间隙时间和停机坪号码等各类空管可能使用的信

息犤１０犦。

以航班为对象的信息其内容主要由 ３部分组
成：（１）航班对象的航班计划信息部分，包括空域
系统用户人员和相关功能信息。（２）航班对象的管
制员意图信息部分，包含空中交通管理服务提供

者和相关单位发出的信息。（３）航班对象的飞机实
际信息部分，包含从传感器传来的和飞行员报告

的信息。

４．３ＳＷＩＭ在欧洲的发展
新一代欧洲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定义阶段已经

包括了空中交通管理（ＡＴＭ）行为目标及其网络结
构和技术。系统互用性是其考虑的一个关键特性，

提出互用性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在空中交通管制员

（ＡＴＣ牘、空中交通流量管理（ＡＴＦＭ牘、航空器操作人
员、机场和空军等系统之间分享飞行数据信息，

ＳＷＩＭ为这种交互性提供信息平台。
在 ＳＷＩＭ中，互用的空中交通管理信息由一

个模块进行精确定义并且使用不受实施办法的制

约，是独立进行的。空中交通管理模型主要包含３
类角色，其名称和责任如表１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数据收集者会

承担两个角色，即收集与加工数据，如可以由一定

职权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收集各类数据同时加工

相关数据，也可以将收集到的数据委托相关单位进

行“加工”，然后由政府职能部门发布。另外，数据的

使用者往往也是各类数据的提供者，如航班飞行员

需要获取着陆机场的机位信息，而机场同样需要该

飞机的机型、起飞时间、预计落地时间等信息。

４．４亚洲地区空管数据管理模式
在空管数据管理方面，东南亚国家各具特

色。以新加坡为例，其特色在于把航管系统分为

“软系统”和“硬系统”。所谓航管“软系统”是指空

中交通管制工作人员、工作程序和规章、考核和培

训制度的组合。所谓航管“硬系统”是指所有用来

保障空中交通管理服务的通信、导航、监视和气象

设施。新加坡航管的“软系统”由国家航空部门管

理，行使政府职能，而大部分的航管“硬系统”则完

全由具有行业技术优势的邮电和气象服务企业去

提供社会化服务，实践证明新加坡的航管模式是

成功的，值得我国借鉴。

５ 结 论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空管信息管理的内容分析

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１）我国对空管信息分类过细，如将 “航班信
息”和 “航空器性能数据信息”各自划分到独立的

类别中，虽然这有利于各个部门的分工，但是不利

于以“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相对来讲，

国外空管信息的分类和相关规章的制定更有利于

发挥各类信息的整体效果。

（２）国内对空管信息的使用仍停留在技术操
作层面，不能对已获得的有效信息进行 “二次加

工”，信息利用率较低。此外，对于空管相关的各单

位，信息资料的发布针对性不强，实时性不够，而

这也是我国构建现代化的信息传播网络系统的关

键原因之一。

（３）从国外基于 “航班对象信息”的介绍可以
看出，“航班对象信息”能够使普通的航班飞行信

息在不同单位间的共享变得便捷，提高飞行信息

更新的精确性和可用性，从而进一步提高飞行流

量，增加民航系统的经济效益。随着我国民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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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

应本刊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关于我国科

技情报工作的几点思考》一文作者武夷山

同志的要求，增补赵伟 （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作为第二作者。特此说明。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杂志社

的蓬勃发展，航班量日益增加，新开通的机场和航

线越来越多，这些为 “航班对象”技术的使用创造

了有利条件，该技术必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４）国内在信息数据的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
不足，实时的飞机状态信息还不能实现充分的共

享，尚需改进。

（５）国外与空管信息有关的各方 （包括需求

者、调研者、标准的制定者、资料的分发者等）都有

比较明确的任务和目标。在我国，信息管理不如国

外的高效。

（６）国内与空管相关的服务机构的管理方式
有待改革，这主要是为了实现“政企分离”，有利于

整合社会的优质资源为空管工作服务，可大大提

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增强信息的有效性。

针对以上我国空管信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以下建议：

（１）对相关的空管信息 牗如气象信息和航班信
息牘进行整合，从宏观上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２）充分利用已有信息，对其进行 “深加工”，
真正体现信息的内涵价值，而非仅仅停留在技术

操作层面。

（３）信息的传播和管理要有针对性，向具体部
门提供其最需要的信息。

（４）明确与空管信息管理有关各方的职责，增
强信息管理的有效性，尤其是重要的 “实时信

息”。

（５）在保证信息准确及时的情况下，可以将部
分业务“外包”，这有利于降低信息获得的成本，利

用社会优质资源为空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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