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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步入大数据时代

➢ 以机场环境为例，作为航班流、旅
客流、行李流、货物流、地面交通
流等多方面信息的交汇地，众多信
息系统，使得机场处于一个多源异
构的数据环境（包含各类文本、视
频、音频等结构化、半结构化与非
结构化数据）。

➢ 数据采集、分析、挖掘等各类大数
据技术与方法将大幅提升行业的运
行质量与服务品质。



民航步入大数据时代
数据类型 系统名称 来源 

结构化类型 

AODB、机场集成数据库、飞行区综合管理办公

平台、IAS 航班查询系统、A-CDM 系统空地协同

管理、安检系统、地理信息系统、行李分拣、RFID

及车底检查系统等数据 

机场内部 

空管 CDM 流量系统、空管报文、气象、路网交

通、航空公司订座系统、地服代理地面服务系统

等外部数据 

外部系统 

视频音频数据 
航站楼 CCTV 监控平台、值班日志系统、Call 

Center 旅客服务、视频会议系统等数据 
机场内部 

非结构化类型 

DCS 旅客离港系统、自助服务系统、地理信息系

统、安防、门禁、APM 捷运系统等数据 
机场内部 

互联网络信息等外部数据 外部系统 

 

民航大数据的异构和多样性

➢ 不同形式（文本、图像、视频、机器数据）

➢ 无模式或模式不明显

➢ 不连贯的语法和语义



民航步入大数据时代

配餐车引导员

加油车

AOC

调度人员
地勤人员

车辆

航空器定位
车辆位置与
任务状态

人员位置
与任务状态

航空数据分析的实时性要求高

➢ 数据输入、处理与归档时效性强

➢ 立竿见影而非事后见效

➢ 数据的精细化要求高

➢ 信息折旧速度快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运行领域

◼ 目标

◼ 进一步健全民航运行信息资源管理机制，加快形成信息开放、资源共享、协同决策的运行

信息监控网络，提升民航信息化建设水平。

◼ 加快推进全国流量管理系统、全国统一的协同决策系统、飞行计划集中处理系统、监视信

息集中处理系统和航空器全球追踪监控系统等信息系统建设，整合分散在空管、航空公司、

机场、保障单位的信息资源，设立民航数据中心，加强运行信息统一集中管控，提升信息

数据综合分析能力，促进信息资源共享。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运行领域

• 统一信息平台数据集成，实现空
地放行及地面保障协同

• 向系统各类用户提供辅助的运行
决策参考

• 针对应急状态及本场保障情况，
创建多种航班放行排序规则引擎

• 实现运行各保障环节的全流程状
态展示，并进行效率分析与评价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运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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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实践 ◆ 航司实践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安全领域

安全管理体系与系统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安全领域

飞行数据的典型应用

• 飞行操纵品质分析
• 飞机状态实时监控

• 不安全事件调查

• 安全趋势分析

• 飞行员操纵水平评估

飞行不安全事件监控

➢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预测性维修

➢ 基于AR的机务维修

➢ 设备的远程监控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营销与服务领域

航司

机场

旅客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营销与服务领域

◆ 旅客服务——旅客满意度提升

基于旅客画像的个性化产品推荐

◆ 旅客服务——提供个性化服务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进行舆情监测

http://www.ctocio.com/wp-content/uploads/2012/05/output002.png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安保领域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安保领域

✓ 通过GPU集群进行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模拟人脑的结构和活动

✓ 以“人脸识别”为代表的信息新技术，将促成机场安保流程的转型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安保领域

◆ 分级（差异化）安检——建立旅客信用体系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行业监管领域

民航智能法规库：聚焦国家民航政策法规、地方政府民航法规、民航局方相关规章，进行
基于NLP(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集成CRF、HMM等智能化算法，实现行业政策法规的智
能关联检索、语义分析、相关性分析等功能。

◼ 智能法规库



大数据在民航行业的应用—行业监管领域

《基于大数据的国际航线航班安全运行态
势监测与国际航权资源配置》

➢系统特点：
航权资源分析系统
汇聚多源权威数据进行分析：国际司近10年航空协

定数据、国际航线计划数据、实际运行数据、国外机
构等

➢系统功能：
1. 航权资源情况查询及分类统计：运力限制、航线

限制、第五航权、代码共享、指定承运人等
2. 中方及外方航权剩余情况分析：帮助航线申请，

及代码共享或股权置换方式开发航线。
3. 航权使用及航线网络分析：结合航权分配情况和

国际航线实际运行数据，为局方监管提供决策支持

◼ 基于大数据的航权资源监管



民航政策法规智能
化管理

航权、飞行计划
量化管理

空防安全监管

民航运行数
据共享政策
标准

民航
大数据

行业监管部门

行业数据汇聚部门

数据分析与挖掘部门

……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民航业数据挖掘与分析实验室

发展宗旨与结构

• 实验室汇聚行业数据并
进行挖掘分析，为民航
业运行管理、运行监管、
经营决策等领域提供量化
决策解决方案

• 由民航管理干部学院、中
科院等专家组成，骨干研
究员的专业涉及数据分析
与挖掘、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算法等；聚集了民航
局运行监控中心、空管局
、首都机场、东航等行业
专家。

行业资源

• 实验室作为局方运行
大数据中心秘书处，
负责民航行业数据共
享协议与标准制定。

• 实验室为局方多个司
局的科学监管与决策
提供技术支持，起草
《民航预先飞行计划
管理办法》等文件修
订，为其科学监管提
供决策支持。

数据资源

• 实验室依托相关合作
与项目，积累了民航
运行、安全、旅客、
综合交通等多类行业
内外数据资源，并以
此进行关联分析与挖
掘。实验室与IATA、
OAG、IHS等国际知名
数据与咨询机构合作
，具有国际航空及全
球民航业发展等相关
数据。

契合行业需求



关于智慧民航的几点思考

• 宏观：政策与标准体系层面
✓行业单位的多主体特征

✓传统IT与新兴信息技术的冲突

✓民航业对安全的高标准要求

✓数据共享标准、人工智能应用的标准体系

• 中观：应用与解决方案层面
✓加深对行业痛点问题的理解

✓需求导向

✓一批具有行业特色的垂直化信息系统与解决方案、一批聚合顶级
人才的、聚焦民航智能化团队和企业

✓业务流程甚至组织架构会得到极大的重构和优化

• 微观：技术与基础数据层面
✓面向针对民航特殊业务选择合适的技术

例如：需要更多行业人员的经验与知识，需要构造适用于高维特征
的模型，深度学习的技术路线就并不一定适用；机场与航空公司精
准营销问题的技术路线

✓行业核心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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