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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飞备降机场评估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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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试飞运行与民航运行的不同"就如何选择试飞备降机场进行分析与研究"并通过对某型飞机在试飞飞行组织实施保障中

积累的工作经验的总结"结合民航签派放行关于备降机场的选择方法与民机试飞运行保障特点"提出了民机试飞备降机场保

障条件评估方法与试飞备降机场选择方法"为提升试飞安全性及试飞运行_BQ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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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引言
根据航空安全网&9R4ED4)2 +EHCDN(CDL)O3'发布

的民用客机事故统计数据"本文对不同飞行阶段致

命事故发生次数进行了分析与统计"如图 # 所示$

图 #&飞行事故发生阶段统计

&

从图 # 可以看出"!"#% 年至 !"#7 年民航飞行

致命事故大部分发生在巡航和进近阶段$ 试飞运行

与民航航班运行虽有共同点但也存在差异"飞机在

起飞#爬升#进近#降落阶段与民航航班飞行保持一

致"不同之处在于与民航的巡航阶段对应的是试飞

的空域飞行"参考飞行事故发生阶段统计结果"试飞

飞行容易发生重大事故的概率主要分布在空域飞行

与返场进近阶段"同时由于试飞空域飞行需要机组

在试飞空域内按照试飞任务单操纵飞机开展试验任

务"因此导致试飞在空域内飞行阶段发生紧急情况

的概率远大于航班航线巡航飞行"为提升试飞安全

裕度"做好试飞空域飞行与进近阶段的应急保障工作

及预防措施"非常有必要在每次飞行前根据试飞科目

任务#放行天气等情况为试飞飞行选择适宜的试飞空

域和试飞基地/机场运行的备降机场"并确保备降机

场能够保障试飞机型所需的地面保障资源与应急保

障资源$ 本文重点针对试飞空域备降场#试飞基地/

机场备降场保障条件的评估与选择进行研究与分析$

87试飞备降定义及原因分析
试飞备降一般指试飞飞机起飞之后"由于各种

原因在试飞基地/机场之外的机场降落的运行过程$

按照试飞飞机在运行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备降又分

为起飞备降场#空域备降场#着陆备降场$ 起飞备降

场指试飞飞机起飞后在较短时间内需要着陆而又不

能使用原起飞机场时发生的备降"空域备降场指试

飞飞机在空域飞行中由于突发情况发生的备降(#)

"

着陆备降场指试飞飞机退出空域后在返场着陆的过

程中发生的备降$

试飞飞机发生备降的原因主要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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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域突发情况备降!试飞飞机在空域内发生

故障或突发情况"必须在空域就近的备降机场着陆%

&!'气象原因备降!试飞基地/机场&起飞#着

陆'天气要素低于试飞飞机的落地标准"譬如低云#

低能见度#风速超标等(#)

%

&%'非气象原因导致的跑道不可用!试飞基地/

机场跑道受人为污染#跑道道面破损"跑道上有异

物#跑道占用"机场临时关闭等(!)

$

97试飞备降机场保障条件评估
试验飞行的特点决定了试飞飞机发生备降后对

备降机场保障条件要求较高"因此试飞签派员在选

择备降机场时不仅需要考虑天气等放行要素"还需

要考虑备降机场地面保障与应急保障条件"譬如某

型试验飞机发生备降时需要确保备降机场停机位#

特种车辆#接机保障等机场保障条件与试飞飞机保

障需求相匹配$ 因此在民机试飞基地/机场选择论

证时就需要提前考虑潜在的备降机场"确认潜在备

降机场的停机坪#特种车辆保障#加油服务#机务接

机等能够满足试飞备降保障需求"通过商务协议谈

判签署"形成试飞备降机场库"供试飞签派员放行选

择"确保在试飞签派放行中所选的备降机场是可用

的$ 试飞备降机场库如图 ! 所示$

图 !&试飞备降机场库建立

&

:7试飞备降机场选择
试验试飞备降机场选择与民航运行备降机场选

择存在差异较大"试飞飞行剖面如图 % 所示"试飞起

飞机场#目的机场通常为同一机场"统称为试飞机场

或试飞基地"同时受试飞遥测信号覆盖范围#8A_通

信覆盖范围等因素限制"试飞空域选择一般距离试飞

机场/基地距离较近"譬如某机型在选择试飞机场时

要求试飞机场距离试飞空域近端距离一般不超过

#[" 3-"因此试飞备降场选择只需要考虑选择试飞机

场/基地备降机场与试飞空域备降机场"空域备降场

主要考虑试飞科目特殊要求"譬如飞机发动机空起扩

包试飞"要求在空域下方或空域尽可能近的地方选择

备降机场"预防发动机空中双发失效的飞机飘降性

能$ 在试飞科目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试飞机场/基

地备降机场与试飞空域备降场通常为同一机场$

图 %&试飞飞行剖面图

&

根据QQ9T#!# 部规章中的第 #!#*.'% 条对飞

机起飞前备降机场的最低天气标准的规定!对于签

派或者放行单上所列的备降机场"应当有相应的天

气实况报告#预报或者两者的组合表明"当飞机到达

该机场时"该机场的天气条件等于或者高于合格证

持有人运行规范规定的备降机场最低天气标准(%)

$

虽然试飞的飞行组织实施是以主试飞基地/机场运

行为主"选择天气较好的试飞窗口期开展试飞"但随

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军方活动与民航空中交通

流量日益增加"导致试飞机场#空域资源日益紧张"

同时随着试飞型号#试飞任务量的增加"为了加快推

进任务进度#提高试飞效率"时常会出现在临界天气

条件下组织飞行的情况"为此试飞备降场选择在试

飞飞行组织与实施中的重要性日显突出$

对于双发动机飞机"其备降机场与起飞机场的

距离应不大于飞机使用一发失效的巡航速度在静风

条件下飞行 # M的距离(%)

$ 为确保试飞备降机场能

够满足试飞飞机保障需求"原则上试飞备降机场选

择优先从试飞备降机场库中选择"对于试飞备降机

场库之外的机场需要进行调研确认"确保能够满足

备降需求"试飞备降机场选择流程如图 ' 所示$

试飞起飞备降场选择!在试飞飞行组织实施中"

如果出现试飞基地/机场的天气标准能够满足起飞标

准"不满足着陆标准"但预报表明试飞飞机在空域内

完成任务返场的预计着陆时刻"气象条件能够满足着

陆标准的情况时"必须为试飞选择起飞备降场(')

$

试飞着陆备降场选择!由于试飞起飞机场与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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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备降场选择流程图

&

陆机场为同一机场的特点"只要备降机场天气条件#

机场保障条件许可"试飞起飞备降场与着陆备降场

通常为同一机场$

试飞空域备降场选择!如果试飞科目对空域备

降场有需求时"试飞备降机场选择关注的是试飞飞

机在空域内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否安全抵达试飞基

地或备降机场"以及备降机场的保障条件与应急救

援保障能力是否满足备降需求"在此种情况下优先

考虑空域备降需求$

试飞签派放行备降场选择在实际运行中"只要

备降机场天气条件能够满足飞机在起飞#空域#着陆

阶段的备降场着陆标准"通常起飞备降场#着陆备降

场#空域备降场均为同一备降机场"但如果所选备降

机场的天气条件处在临界状态"则需为此次试飞选

择第二备降场$

;7结论
本文从民机试飞飞行组织实施保障工作实践出

发"结合民航运行签派放行备降机场选择方法"从试

飞备降机场定义#影响备降原因#备降机场保障条件

评估#试飞备降机场数据库#试飞备降机场选择等要

素"提出了民机试飞备降机场保障条件评估方法与

试飞备降机场选择方法"为提升试飞安全与试飞运

行_BQ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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