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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运行保障需要建立基于高分

遥感卫星的空间数据支撑体系

低空空域、边远地区与跨洋飞行时

地基监控系统存在信号覆盖盲区，

需要利用卫星技术建立全球、全空

域的航空器追踪监控能力

星基通信导航监视技术是现代空中航行系统的重要支撑，我国已实现导航、通信、

遥感三大类卫星系统的国产化，而民航行业对卫星技术的依赖日益增大

PBN、ADS-B运行依赖GPS系统

民航星基运行的核心技术和装备高

度依赖国外厂商，亟需建立自主可

控、高安全性、高可靠性的运行支

持技术体系



卫星技术应用



2013年起，航科院在国内各机

场部署百余个ADS-B地面站。

全球最大航班跟踪数据公司在国内首家合作单位

2018年，与国际最大ADS-B数据

供应商合作，成为国内首批具备

全球航班追踪监控能力的服务商。

2019年，率先在国内引入星基

ADS-B数据（全球唯一），将航

空器在全球实时追踪间隔缩短至

1分钟，具备全球持续追踪能力。

基站及数据建设

秒级更新

分钟级更新

航班追踪监控



ACARS、铱星、北斗、SBB、雷达、ADS-B等全球航空器位置追踪数据融合

空中到地面，无缝衔接

全球航班追踪监控



全球航班追踪监控



全球航班追踪监控



航班追踪监控

航路航线、情报区、管制区、机场进场程序

图、机场离场程序图

国内航司航班动态数据、外航IN/OUT

中国航班动态数据、ACARS数据

计划航路、返航备降、特情告警报

文数据

气象雷达图、台风数据、机场天气

高分卫星影像图、城市道路图、地形图、全

国240余个机场高精度机场场面图

航行情报数据

航班动态数据

报文数据

气象数据

基础地图数据

28天更

新一次

实时一线

生产数据

各类报

文数据

气象实

况数据

丰富的地

图数据

大数据融合汇聚



全球海量航空基础要素快速叠加

实况气象与生产数据一张图集成

全球航班追踪监控



全球航班风险分析预警

针对对航班运行风险预警及关键事件，

在时空维度对飞行态势进行超密集协同分析

对30类航班运行高风险事件进行实时告警，监视航班运行中的偏航、低油

量、油量偏差、盘旋、复飞、超时未落、4D/15超时、应答机突变、高度

突变、低安全高度、低运行标准、极地天气等飞行异常情况；实现巡航时

间预测、油量预测；挖掘航班运行风险因素、优化航班运行效率。



全球航班风险分析预警



全球航班追踪监控

航班运行分析全过程监视，历史航班数据回放，第一时间重现历史场景

为紧急情况应急协调指挥和救援任务保障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机场飞行态势显示及分析

用监控数

据提升运

行效率和

场景感知

1. 更准确地分析航班预达时间与地面滑行时间。

2. 分析机场不同时间段内跑道使用率、起飞/落地间隔、机场流量。

3. 监视空域与航路流量，多机场协同分析空域航班活动态势对地面保障影响。

4. 分析航路点、定位点、走廊口、程序关键点、扇区的航班流量、空域航线繁忙程度。



航班预达时刻分析



北斗低空监视与信息服务

山东地区、西北地区的低空空

域监视试点

利用北斗导航定位与短报文通信技术，

解决通航 “看不见、叫不到”的问题



PBN程序设计与验证系统

• 以星基导航为核心的PBN程序设计、编码、验

证与仿真平台，提高了程序设计质量和效率

• 获得民航局科技成果一等奖

• 完成国内外60余个机场的 RNP APCH和RNP AR

程序设计和验证工作，实现了多项国内首创

✓ 第一个RNP APCH程序-固原机场

✓ 第一个双跑道运行RNP APCH程序-深圳机场

✓ 第一个RNP AR客户化程序-厦航 B737-700

拉萨机场

✓ 第一个RNP AR公共程序-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RAIM预测系统

• 具备高精度、稳定可靠、符

合中国国情和运营特点的

RAIM预测能力

•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

• 服务于国内30多家航空公司，

市场占有率达到70%以上

• 民航局科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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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监控预警

无缝融合高精度卫星定位、ADS-B、雷达、GIS、物联网等技术，实时监控终端区内航空器、

人员、车辆的精确位置及运行状况。通过数字化指令，快速推送行驶路线、目的地、电子围栏

，辅助车辆驾驶导航，智能检测风险行为，快速重建历史场景。



场面监控预警



场面监控预警 – 辅助决策

数据可视化与分析
海量数据通过可视化的手段展现新价值，全方

位了解保障资源工作情况，为决策提供依据。



机场地面保障协同平台

建立全流程任务管理，航班动态实时推送至保障人员，作业任务数字化智能调度，时间节点

自动采集，任务状况自动监控、统计和预警。保障数据分析引擎对各环节进行优化、分配。

2015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与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合作，引入“大数据”模式建立智能

调度平台，为白云机场地勤提供全天不间断的监控与调度服务，实现“航班信息自动发布、

生产任务直接送达操作员工、自动生成航班引导导航路线”等三大优势功能。



机场地面保障协同平台



民航高分技术

◼ 2017年12月15日，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重大

专项工程中心在北京举行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民航数据与应用中心揭

牌与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全国首个民航行业高分数据中心成立。

➢ 具备全国机场高分辨率卫星及时影像数据

➢ 具备机场周边真实地表环境三维高精度建模能力

➢ 具备民航高分数据智能处理与发布能力

➢ 机场高分卫星净空巡查和机场高精度沉降监测



机场净空监测

◼ 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对机场净空范围的定期拍摄，建立净空区

三维模型，精准识别建筑物，对接近限高、超高的建筑物进行预

告警，辅助机场净空管理部门及时处置，保障运行与飞行安全。

净空超高建筑物
巡查预警平台

机场净空区域建筑物新增及道路变化



机场净空监测

机场净空区域三维真实模型与超高建筑物识别



机场沉降分析

➢ 雷达卫星通过略微不同的视角对目标区域进行两次或多次观测

➢ 获取目标场景的DEM信息

➢ 基于高精度合成孔径雷达（SAR）遥感数据的沉降分析精度可达毫米级

➢ 基于高精度SAR遥感数据的跑道/航站楼沉降监测精度可达毫米级

➢ 利用四十余期数据实现首都机场跑道及航站楼沉降的变化监测



机场沉降分析

36L跑道表面垂向位移变化

利用四十余

期数据实现

跑道及航站

楼沉降的变

化监测，监

测精度达到

毫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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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L跑道表面垂向位移变化

利用四十余

期数据实现

跑道及航站

楼沉降的变

化监测，监

测精度达到

毫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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