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枢纽机场协同决策
优化旅客体验幵提高航空公司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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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强化北京等枢纽机场的建设，提高保障能力

 优化机场服务流程，打造优质高效的服务平台

 整合机场容量资源，提高多跑道机场运行效率，
航班正常率高于80%

一、背景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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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民用机场发展迅速,，2011共有定期航班通航机场178个。
• 机场运输规模丌断扩大，2011年旅客吞吐量超过1000万的机场121个，其中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超过7800万。目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大型超大型枢纽机场仍会日益增多。
• 机场规模扩大导致运营管理难度大幅提升，因此研究大型枢纽机场的运营管理组织体系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战略意义。

导致统一协调

难度加大

管理流程增多

管理规模扩大

导致内外部协调

难度加大

… 管理权限分散

管理组织增加

大型枢纽机场的运营管理难度大幅提升

一、背景和意义



首都机场运行效率与趋势

首都机场历年出港航班正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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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枢纽机场运行面临的挑战

– 航班正常率逐年降低，业务量逐年上升

– 旅客出行便利性减低，出行体验指标下降

– 业务运行组织复杂，时间敏感、高度交叉，信息系统参差丌齐

– 运行环境日趋复杂，需要实施统一监控和管理，实现持续安全

– 运行规模丌断扩大，需要强化协同联动，持续提升运行效率

一、背景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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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枢纽机场管理的使命和责任

– 《机场管理条例》要求机场管理机构承担统一协调和管理职责

– 全面和统一的管理、有效的协同决策，已经成为行业内运行管理的发
展趋势。

– 运用新技术手段，推动运行管理模式丌断地调整和优化。

– 2009年首都机场建立运管委协调机制，行业首创超越组织边界的创新
管理模式

– 4-4-3枢纽管控平台的建立，提供了整合资源，协同联动的坚实基础

一、背景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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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立新一代枢纽机场协同指挥体系

二、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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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共同参与的枢纽机场协同决策系统，促进枢纽机场运行

效率和服务管理水平的提升

效益目标：

– 提高高峰小时架次效率，解决枢纽机场航班正常率问题

– 减少地面滑行等待，减少排放、燃油消耗

– 改善旅客出行感受，统一发布信息

– 提高枢纽机场特殊天气、突发事件的

感知与处理能力

二、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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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航
班量

空域
容量

机场
容量

协同合作能力
动态调整能力

A-CDM

航空公司航班调度能力

平衡

 航班正常性主
要受 3个容量
和 3个能力制
约。

 3个容量之间
、 3个能力之
间需要达到相
互平衡。



航空公司

机场运行
数据库
(AODB)

地面勤务 泊位系统

CFMU

接口
A-CDM接口

进场管理
(AMAN)

除冰资源
管理

停机位管理
登机口管理

突发事件处
理、通报

保障环节监
控、决策

A-CDM平台

地面保障管理机场资源管理

离场管理
(DMAN)

航班放行排序系统

CFMU接口
数据分析 信息展示

数据路由数据分析平台

用户接口

系统监控

A-CDM系统主要功能

 从航班放行排序系统收集航班进离港次序及航班计算起飞时

间、预计启动发动机时间,并发布给航空公司及机场等航班运

行保障相关单位；

 收集航班运行信息、地面保障信息，发布最晚关舱门时间，

具备关键里程碑节点监控及判断决策、航班延时报警和延误

报发送功能，为航班放行排序系统提供数据支持；

 实时收集气象信息、航行情报、流量信息、流控信息、卫星

云图等信息并及时发布，使所有的参与方对机场运行态势有

相同的情景意识。



出港

过站

- 2小时 分配航班
时刻（CTOT）

- 3小时 航班计划激
活，航空公司提交
航班计划 (F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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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总体目标：针对大型枢纽机场运行效率较低、协同决
策能力不足的瓶颈问题，基于全流程管理的数据特征
分析，建立多方参与的枢纽机场协同决策平台

全流程管理
决策特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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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工作的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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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控系统

放行系统

二、目标和研究内容

支持枢纽机场运行的应用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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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枢纽机场协同决策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 基于枢纽机场全流程管理的决策数据特征提取

• 采用Mile Stone方法对航班地面运行全流程进行动态监
控，识别决策数据的“里程碑”关键节点

二、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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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基于Web的机场协同决策数据展示平台

– 多用户、多形式的应用、展示模式

旅客信息发布 空管放行调度

地面服务资源优化

航空公司运行控制

机场运行协调监控

二、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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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机场可视化协同智能监控预警平台

二、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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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

机场专用GIS地图引擎

生产运行实时监控

生产运行报警联劢

生产运行辅劣决策

辅劣应急指挥

机场生产运行劢态可视化/矢量化



 2009年首都机场应对大面积延误处置，以“安全、高效、顺畅

”为宗旨，以“空地一体化运作，提升整体运行效率为目标，形成

空管、机场、航空公司、地服保障一体化运作平台，行业首创超越

组织边界的创新管理模式

 2011年首都机场形成4-3-3管理模式，通过安委会、运管委、旅

促会、新宣委四大平台，通过资源、经济、信誉杠杆，落实安全、

服务、运行标准，提出以“安全便捷、顺畅高效、贴心愉悦”为目

标，率先在业界搭建了以“整合资源、协调联劢、归口管理、统一

发布”为工作方针，服务于社会大众的的高效管理工作平台。

 2012年首都机场推广常态化运管运行协调机制，从组织协同、人

员意识和制度管理等方面都得到提升。但是面临着空域流控、大型

活劢、特殊天气频发等异常事件，距离首都机场制定的航班正常性

目标和缩减旅客长时间机上等待，改善旅客出行感受，仍任重道远

。对信息系统数据共享和关键系统对系统决策业务支撑提出了更高

层次的要求。关键环节的数据采集和业务特征识别，关键技术的应

用是首都机场提升枢纽机场协同效率和改善管理的水平的关键任务

二、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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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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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的工作成果

– 启动应急协调机制30次

– 雷雨天气出港正常率由30.18%提高到37.38%

– 延误3小时以上比例由48.5%减低到10.7%

– 冰雪天气出港正常率由25.3%上升到34.5%

– 实现慢车除冰，单架次提高43%

– 单小时除冰最高65架次

二、目标和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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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管委平台联动机制：初步建立协同运行机制
– 大面积航班延误情况下，出港航班正常率提升7-8%，3小时
以上延误航班数量减少37.5%，旅客机上等待时间不超过2小
时

– 夏兴华副局长于2011年10月31日在首都机场运行现场充分肯
定了以运管委为基础的各单位协调工作机制，并且要求各单
位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信息共享水平及技术平台支
持力量。

成熟的共享平台
– 北、上、广三大机场已经建立基于运行指挥、信息化发展的
交流平台

– 首都机场集团下属30余家机场，有成熟的信息化交流平台

三、研究基础和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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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运行数据

– 积累连续5年运行数据

– 处理多起特殊情况下安全保障

三、研究基础和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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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中国民航局重点实验室“民航数据通信及新航行系统科研基地”

– 国家空管委“国家空管新航行系统技术重点实验室”

– 开展多项民航空地协同决策技术研究，研发空地协同的民航空域监视相
关装备，并申请多项发明专利，发表多篇论文

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 学院承担国家软科学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11项，涉及飞行、

安全、标准等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体系

民航华北空管局
– 华北多机场联合放行以及流量管理系统，广域信息系统互联研究

三、研究基础和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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