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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空中交通流量管理(ATFM)危机管理技术要点

李鹏辉

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 北京市 100022

当前我国的航空交通运输业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发展，运输量逐年增加，但是在交通流量方

面存在问题，受到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其发展缓慢，并未实现突破性发展，为其流量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解

决这些问题，非常有必要采取措施，对交通状况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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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近些年来屡屡有航空交通事故的发生，使得

人们对于航空管理产生了质疑。结合我国航空交通运输

业发展现状来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对于空

中交通流量的管理成为一个难点，成为影响交通运输业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突出问题是运输流量虽然增

加，但是对于流量管理却还是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空

中交通流量管理为研究对象，对ATFM危机管理技术要点

展开了论述。

1 空中交通流量管理与ATFM危机管理概述

空中交通流量管理

这里的流量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手机上网浏览

网页信息产生的流量有所不同，但都是对“量”的体

现。空中交通流量是针对飞机而言，对航行时间有一定

要求，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当到达某条航线或者航线的某

一点经过飞机的数量，这就很好理解空中交通流量管

理，所谓的空中交通流量管理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对经过

某条航线或者航线某一点的飞机数量的管理控制。在我

国的空中交通流量中具有增长快速与分布不平衡的特

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行业也随之得

到了高速发展，我国在自主研发飞机等交通工具的能力

位于世界领先水平，这就使得飞机的数量越来越多，空

中交通流量增长速度很快，为空管系统带来了巨大压

力；尽管空中交通流量增长很快，但分布却很不均衡，

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1]。这也相应地决定了空中交通

流量管理的困难性，但其管理对于保障空中交通安全发

挥了重要作用。

危机管理

ATFM危机管理是空中交通流量管理中的重要内容，

是空中交通危机事件的管理活动。引起危机产生的因素

既有自然因素，既有人为因素，对运营功能造成一定的

不良影响，影响功能减弱，严重情况不断扩张，导致功

能丧失，管理系统出现了失衡的状态，不仅会影响到其

管理绩效，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乘客的人身财产生命

安全，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

是这样的事件真实存在。因此加强ATFM危机管理对于保

障空中交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应用管理技术与做

好完备的应急措施显得非常有必要。

影响空中交通流量管理的因素

航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还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不断稳定增长的时期，交通运输流量也

在逐渐增大。但是在现实中总是能够听到因为流控处理不

当而引起航班延误的新闻，其实这就是所谓的交通流量管

理典型事例。具体来说引起空中流量管理的因素有多个，

其中自然和人为因素都会引起管理不当，其中恶劣天气自

然因素，降低起飞的标准，或者是大面积绕飞，所以经常

在电视新闻媒体里看到在恶劣天气下航班关闭或者延时到

达目的地的信息；人为因素是受到人员、硬件设施的影

响，二者不能满足流量管理的需要，通常出现了供不应求

的状况，有时需要对民航，对军事基地城市飞机避让，都

会影响到空中交通流量管理[2]。

2 ATFM 危机情况与管理技术探讨

恶劣天气的影响

恶劣天气是影响空中交通工具正常运行与常见的空中

交通流量管理的重要因素，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根据相关

国际性组织统计表明，恶劣天气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交通

事故，这就要求航空器要远离恶劣天气的不利影响，这种

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改变原飞行路线与高度，加大安全

间隔，这就使得飞行流量受到了限制。为避免恶劣天气对

正常的机场运作，对飞机在空中的正常飞行，对空中交通

流量管理的不利影响，中央流量管理单位应时刻关注天气

预报，了解天气变化,并根据天气情况作出相应的流量管

制安排措施，做好充足的应对措施。当恶劣天气达到一定

程度时，为保证平衡的流量，便于管理，结合实际情况在

全国范围内统一发送流量管制，发送更改航线与绕飞的信



·工程学研究与实用

100

息，各管制部门时刻通过电报发送加强联系，加强配合，

以更顺利地完成流量控制[3]。

机场能见度低

引起机场能见度低与天气有很大关系，也是影响空

中交通流量管理的重要因素。机场处于繁忙的阶段，低

能见的条件下使得着陆率降低，等待着陆的时间就会

相应增加，而其它与之相邻的管制扇区管理容量就会减

少。针对这种情况，对预期中的交通最大值进行充分考

虑，有目的性有选择性地采取管理措施，也应该时刻关

注天气变化，使用跑道视程进行对流量与容量管理做好

规划。

机场或空域关闭

当出现了恶劣的灾害天气，机场设备由于各种原因

出现了故障，危险特殊情况，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机

场不得不关闭进行整顿。如果是在飞行活动中，机场关

闭状况参照气象条件，通常判断可以关闭的标准是云的

高度与能见度。空域关闭是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或者

遇到军用航空器占用空域的情况实行的领空关闭。

航班危急情况

航班危急情况包括飞机在飞行中出现的各种故障，

或者是遇到了人为劫机事件。这时相关负责人发送求救

信号，管制单位收到求救信号之后，立即对求救的相

关信息进行确定，在管制区域内针对全部相关航班，中

央流量管理单位对流量管制方案立即做出更改，将信息

发送给相邻的管制单位，相邻的管制单位会及时采取措

施，通知援救部门进行搜救工作。当由于技术等原因航

班被迫返回，应该发布更改航线到达电报，实际更改航

线的行为正在进行，因此改航航班已不在计划之中了，

所以应该在中央流量管理单位系统中将改航航班计划关

闭。通常采用的做法是将原始的替换飞行计划使用起初

航空器识别填补，新的航班就由中央流量管理处理过的

替换飞行计划来确定执行。

航班量迅速增加

通过对我国航空航班的飞行数量进行统计分析表

明，我国航空航班的飞行量以每年15%的速度不断增长。

2018年，民航全行业共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206.4亿吨公

里，旅客运输量6.1亿人次、货邮运输量738.5万吨，同比

分别增长11.4%、10.9%、4.6%。运输总周转量连续14年

位居世界第二。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1亿人次，成

都、重庆、哈尔滨、贵阳、三亚等机场旅客吞吐量均实

现历史性突破，千万级机场达到37个，同比增加5个。我

国航班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及

一些沿海城市，加大了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均衡流量和处

理冲突的工作负荷。

空域划分存在的问题

空中交通管理涉及到民航和军航两个不同的空管系

统，这也会造成一些矛盾的存在。我国民航机场相对较

为集中，在航线和空域划分上都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主

要是因为民航运输同战备训练之间有一些客观因素的存

在。例如在民航与军航训练存在交叉的区域[4]。另外，

民航也存在有区域划分不合理的情况，部分机场仍使用

“空中走廊”方式，很难满足大流量的交通。

3 发展思路研究

加强流量实时控制

空中交通流量管理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加强流量实

时控制。因现阶段缺乏行之有效的技术支持，使空中交

通流量不能实现全过程管理。流量管控通常是有空管系

统发布，在机场、航空公司等协调保障能力受损或限制

后所采取的实时流量控制。在遇到大雨、大雾、大雪、

雷暴、台风等突发天气状况时，空管单位要及时响应并

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理,这就要求在进行空中交通

流量实时管理时，要积极研发和利用先进的流量管理软

件，不断提高空中交通流量管理技术水平，并采用扩展

或疏通信息渠道的方式，时刻保证信息传递的通畅性，

当有突发状况发生时相关单位能够有充足的时间采取措

施进行解决处理，使突发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尽可能降

低，更好的提高空中交通流量管理水平和效率。

主动开发空中交通流量管理系统

通过研发和应用先进、科学的空中交通流量管理系

统，对提高空中交通流量控制水平和效率具有非常重要

的指导作用。系统的研发和运作都需要时间，在短期

内是很难解决空中交通拥挤的问题。另外，对系统的研

发没有充足的时间极易导致研发和建设过程中的技术疏

漏，从而影响系统功能的全面性和可靠性。我们应该抓

住时机在航班量没有达到相对高的水平之前，将空中交

通流量管理系统研发成功并完善其功能，为21世纪民航

的更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提高空中交通流量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空中交通流量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是确保空中交通

流畅运行的基本保障。随着空中交通及科学技术的快速

发展，我国空中交通管理技术、设备等都在快速的发展

与进步，为了进一步提高空中管制力度，就需要实现管

制技术与方法的进一步创新。针对当前空中交通流量管

理人员专业能力素质不足的现状，需要全面提高管理人

员的心理素质，通过模拟实践及理论培训来强化管理人

员的知识能力水准，进而在确保其能够胜任本职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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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可有效解决当前空中交通堵塞问题。

结论：

结合上述可知，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空中交通流量管

理(ATFM)危机管理技术要点展开了论述。第一部分对

空中交通流量管理与ATFM危机管理进行了简单介绍，

ATFM危机管理是空中交通流量管理的一个部分，第二部

分对影响空中交通流量管理的因素进行了简单论述，文

中提到的几种因素正是在管理中应该注意的地方，第三

部分对(ATFM)危机管理技术要点做出了重点探讨，为日

常流量管理提供了一定指导。在管理中需要注意的是时

刻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管制单位之间的联系，做好充

足的准备措施，将危机事件发生率降低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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