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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现状及问题

针对大型机场
场面布局复杂，多跑道、多航站楼
运行，现有塔台在视野上存在盲区

针对中小机场
起降架次少，运行维护成本高。

条件艰苦、管制人员紧缺，设备相对落后

白云机场航站区

民航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近年来航空运输量保持10%

以上的高速增长



概念



国外进展情况

成功开展首次验证活动，来评估管制员在一体化管制席位，为

3个挪威的机场同时提供管制服务的工作情况

斯堪的纳维亚
山脉机场

挪威
机场

布达佩斯机场是全球首个采用远程塔台技术的中

型容量机场
匈牙利布达
佩斯机场

成为世界上首个不在机场建设塔台的机场。机场将拥有一个 " 虚

拟塔台 " ——空中交通远程管制系统。该系统位于距离机场约

300 公里以外的松兹瓦尔

欧美从06年就开展了
远程塔台相关技术的研究



国内进展情况

技术研究与验证

工程试点应用

标准规范

工程试点应用

2018年

2019.4

2019.6

2019.9



PART TWO



可评估
可多角度评估运行

效果可运行
系统可稳定高效

运行

可识别
远程可识别飞机

标号

可通信
远程可与机组通信

可视化
远程可见飞机

目标



系统组成

机场灯光信息
气象信息
航行情报

机场灯光信息
气象信息
航行情报

支线机场/站坪

远程塔台
管制中心

支线机场/站坪

现有系统
甚高频
气象自观
场面、空中监视系统
助航灯光监控系统
转报系统
导航设备监控系统

新建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ADS-B/多点定
位/场监雷达系统

管制中心
甚高频遥控盒/内话终端

视频综合显示终端

场面监视、灯光监控、
转报、导航监控集成显
示终端

远程管制中心

远程数据引接
综合信息处理系统

管制席位

支线机场/站坪 远程塔台管制中心



远程塔台场景



运行模式

01 ⅠA类：远程为单个民用机场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02

03

04

05

ⅠB类：远程为多个民用机场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但
同一时间只为一个民用机场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ⅠC类：在无法完全目视观察机坪责任区的场所为一个民
用机场提供机坪管制服务

Ⅱ类：远程为多个民用机场同时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Ⅲ类：在无法完全目视观察机场机动区的场所提供机场管制服务，或在无法完全目视
观察机坪责任区的场所提供机坪管制服务，以防止机场空中交通服务中断或停止。

单模式

多模式

应急



运行评估

34

21 组织保障
席位设置

程序、协议等

运行模式评估

单模式运行
多模式运行
应急

运行规程评估

基础设施
评估

人员资质
能力评估

 人员数量
 人员资质
 人员培训
 排班制度

远程监视系统
综合信息显示系统
语音通信交换系统

时钟、环境音频、网络传输系统



PART THREE



大型机场应用情况

广州白云机场 成都双流机场 珠海金湾机场

成都双流机场建成了全国首个实现

所有机坪区域全景视频全覆盖监控

的远程机坪塔台

珠海金湾机场机坪塔台管制监视与引

导系统建设项目，开启了国内远程塔

台系统从科研到工程的成果转化先河

广州白云机坪远程管制系统验证平台

着力解决大型枢纽机场机坪管制不可

视问题，助力机坪管制顺利移交。



支线机场应用情况

机坪管制系统

由新疆管理局批复，新疆机场集团承担试

点应用远程塔台工程，目的验证增强型配

置和基础型配置下的远程塔台使用效果，

探索远程塔台系统标准配置规范。

由西南管理局批复，云南机场集

团承担的泸沽湖机场远程塔台建

设工程，目的验证远程塔台系统

在高高原机场的应用

泸沽湖机场

新疆机场集团

内蒙机场集团

由民航二所牵头，空管局技术中心、华

北空管局、首都机场集团等协作承担的

民航局空管局科研项目-远程塔台技术

研究与示范验证，在内蒙开展远程一对

多管制指挥模式验证。



总结

政策支持

经济效益好

技术可行
远程传输基础设施完善
关键技术已突破
重要技术应用成熟

节省传统塔台建设成本
解决管制员缺乏
减少运营成本

ICAO  ASBU
EUROCAE ED240
《远程塔台技术需求》征求意见稿
《远程运行评估规范》征求意见稿



科研开发中心

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