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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概况 

1.1 任务来源 

2022 年 4 月 21 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组织召开了 2022 年度第一批第八次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

议。经 5 位专家投票，《公共运输机场航空器怠速除冰技术

规程》团体标准通过立项审查，会议纪要文号为：〔2022〕

第 25 期（立审）。 

标准性质：团体标准。 

归口单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起草单位：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民航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民航

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河

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新

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机务工程技术分公司、中国民

航局第二研究所、中国民航大学。 

主要起草人：张林、宋迎华、朱建东、于丹、赵洪

波、张岩磊、黄毅鹏、刘圣禹、杨项峰、李峰、丁兆新、

高丞、赵凡、张军胜、李群、白佳、田宇、葛志杰、张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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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董卫东、刘键、徐山、李树旺、刘秀云、张涛、赖晓

华、熊汗辉、杨俊、宋志、代有昌、韩冰、孔凡波、汤

颢、王刚、刘涛、李建强、辛哲路、张熹炜、李秀青。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解决传统除冰模式的弊端。在冬季低温冰雪气候条件

下，传统除冰方式需要在航空器发动机关闭的情况下实

施，主要包含 3 种情况：一是航空器直接在停放的机位中

实施除冰，二是由牵引车牵引至机位滑行线或指定的除冰

区域实施除冰，三是航空器启动发动机，靠自身动力滑行

至指定的除冰区域，关车后实施除冰。考虑环境保护、机

坪道面腐蚀、除防冰液废液回收的前提下，在保障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机组执行关闭或启动发动机操作程序、

除冰车辆调动、人员调配等环节，因此所需用时较长，降

低机场冬季运行整体保障效率。 

提高航空器除冰效率。全新的除冰模式——怠速除

冰，即在专用的除冰机坪内，航空器发动机怠速运转的条

件下，为航空器提供除防冰服务。怠速除冰模式可以减少

保障期间机组关闭或启动发动机操作的次数，缩减了除冰

车辆和人员调配环节，减少了除冰车辆机动区域，使航空

器除冰更加安全高效。 

填补业内相关领域的标准空缺。国际民航组织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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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修订航空器地面除防冰手册（Doc9640 AN/940），

从天气和结冰情况、除防冰程序、培训和质量保证三个方

面，对除防冰操作、除防冰检查、除防冰液技术要求、除

防冰通讯、除防冰方法、除防冰液残留物处置等做出详细

规定，始终未对怠速除冰提出明确要求。我国直到 2011 年

才首次在首都机场试用怠速除冰，2012 年冬天，怠速除冰

的应用已覆盖 A320 和 B737 系列机型。在国内北方 150 余

个机场中，均不同程度开展过除防冰工作，冬季运行期

间，有 71%的机场航空器除防冰保障量占总航班量的比例

超过 10%，仅有首都、郑州、乌鲁木齐、长春、哈尔滨等

不到 4%的机场陆续实施了怠速除冰，大部分机场因怠速除

冰标准不掌握、条件不明确、程序不清楚，处于想实施，

但无从下手的阶段，已实施过怠速除冰的机场，也存在操

作标准、安全限制、实施条件的不统一、不一致、不合理

问题。 

本标准的制定，旨在为冬季期间开展航空器怠速除冰

的机场或单位提供技术依据和操作指南，为未实施怠速除

冰的机场或单位提供可研方案，为已实施怠速除冰的机场

或单位建立统一的标准，在进一步提升安全裕度的同时，

最大程度提高保障效率，也为局方对怠速除冰工作的监管

提供制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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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工作过程 

为保证本标准的适用性、有效性、实用性，标准在制

定过程中广泛收集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国外相关标准与

研究报告、国内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

同时开展了实地调研、函调，为标准的研究、起草奠定了

基础。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2022 年 4 月 21 日，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评审，《公共运输机场航空器怠速除冰技术规程》团体

标准正式立项，确定由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本标准的主编起草工作。 

2023 年 5 月 5 日，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评审，《公共运输机场航空器怠速除冰技术规程》团体

标准的制定能够适应当前国内航空器怠速除冰的实际要

求，对规范航空器怠速除冰技术和服务具有指导意义，为

实施航空器怠速除冰管理提供参考，对航空器怠速除冰在

国内的推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专家组一致同意标准编

制大纲通过审查，建议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尽快开展

下一阶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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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制定原则和依据 

4.1 制定原则 

标准的制定本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

策，结合业内航空器怠速除冰的现状，既要尊重已实施航

空器怠速除冰的机场或单位的工作模式，又要遵循以下原

则： 

（1）适应性原则 

《公共运输机场航空器怠速除冰技术规程》团体标准

的适应性应保证其能够反映业内目前航空器怠速除冰的现

状，能够在现实中科学指导航空器怠速除冰的筹备和实

施。此外，还应适应计划或已实施航空器怠速除冰的机场

或单位，以及民航局等监管单位的实际需求。 

（2）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中航空器怠速除冰术语等部分内容参考或直接

引用了现有的相关标准和规范，避免概念上相互交叉，并

加强该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兼容性。 

4.2 制定依据 

在制定标准过程中，本标准起草组严格遵循以下标准

化法律、法规、规范的规定。 

本标准起草的主要依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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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实施条例》、《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行业标准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GB/T 1.1-2020）。 

《自行式飞机除冰防冰车功能要求》（GB/T23417）。 

《航空器地面除冰防冰液体法》（GB/T25355）。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MH5001）。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MH/T5036）。 

《除冰防冰液冰点测定方法》（MH/T6095）。 

5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编辑制定的《地面结冰条件下的运

行》AC-121-50R1 咨询通告是航空器除防冰领域在国内的

指导性文件，该手册未提及航空器怠速除冰相关内容，为

本标准在部分术语和定义、地面结冰条件下的航空器外部

检查、结冰条件下的起飞限制、地面除防冰程序、地面除

防冰知识的培训、地面除防冰大纲、除防冰液的使用方法

等方面提供参考，本标准的内容未超出该咨询通告的要求

范围。 

由国际民航组织编辑制定的航空器地面除防冰手册

（Doc9640 AN/940）是航空器除防冰领域在国际层面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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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文件，该手册未提及航空器怠速除冰相关内容，为本

标准在天气和结冰条件、除防冰程序、培训和质量保证等

方面提供参考，本标准的内容未超出该手册的要求范围。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不矛盾。 

6 主要条款的说明 

6.1 技术指标 

6.1.1 选址要求的确定 

怠速除冰应在定点除冰机位或专用除冰坪中实施，涉

及跑道距离、选址环境、坡度、废液回收、液体加注等方

面的要求。 

6.1.2 场地要求的确定 

涉及机位、作业等待区、服务车道、灯光照明、监控

设施、标志标线的要求。 

6.1.3 指挥场所要求的确定 

涉及指挥员和联络员两种模式，对选址、设备配备、

通信方式应提出要求。 

6.1.4 除冰车性能要求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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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冰车应具备封闭的吊舱，有效作业范围满足待除冰

航空器需求。 

6.1.5 人员和管理机构要求的确定 

应成立怠速除冰协调指挥机构，明确信息通报流程，

设置机长、维修放行人员、除冰指挥员、除冰操作员、地

面联络员职责。 

6.1.6 除冰人员培训要求的确定 

除冰人员应按《地面结冰条件下的运行》和《民用航

空器的地面除冰和防冰培训教材》的要求完成初始化培

训，除冰季开始前，进行每年一次的复训并通过怠速除冰

实操考核。 

培训应包含以下怠速除冰内容： 

6.1.6.1 机组人员 

怠速除冰工作流程及标准指挥用语。 

怠速准备操作规范。 

航空器入离位运行规则。 

怠速应急处置程序。 

6.1.6.2 除冰指挥员/地面联络员 

怠速除冰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怠速除冰工作流程及标准指挥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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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入离位运行规则。 

怠速除冰应急处置预案。 

6.1.6.3 除冰操作员/除冰车驾驶员 

怠速除冰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怠速除冰工作程序和操作注意事项。 

怠速除冰应急处置预案。 

6.1.7 工作流程和程序要求的确定 

涉及怠速除冰工作的流程，应对除冰作业前、除冰作

业中、除冰作业后的程序提出要求。 

6.1.8 安全和应急处置要求的确定 

怠速除冰是在航空器发动机运转状态下开展的除冰工

作，其安全风险与机位除冰、关车除冰不同。应针对性制

定风险防控措施及应急处置预案。 

6.1.9 怠速除冰不适用（限制）条件的确定 

机场定点除冰位或专用除冰坪不可用时。 

RVR（跑道视程）不满足航空器起飞要求时。 

除冰坪地面标志线以及滑行道、机坪滑行通道中线无

法看清时。 

持续降雪且降雪强度超过中雪等级（24 小时降雪量 

2.5-4.9 毫米）。 



 

 - 12 - 

风力≥6 级（14m/s），注：该数据根据除冰设备参数限

制确定。 

航空器关键表面、发动机区域、机身或起落架区域存

在明显结冰或积雪较厚时。 

机翼下表面存在超出允许范围的透明冰。 

当除冰车喷射的液体流无法有效覆盖作业区域，不能

达到除冰标准时。 

6.2 参数 

6.2.1 标志标线参数 

机位标志标线应根据《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相

关规范要求进行设置。 

当采用指挥员模式运行时，机位需要增设“STOP”停

止标志。 

怠速除冰机位应根据机型类别施划尾流安全辅助线。

尾流安全辅助线与除冰机位中线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该机

位保障的最大机型选装最大推力发动机后的尾流安全距

离。典型 C 类机型如 B737、A320 系列，典型 D 类机型如

B767，典型 E 类机型如 A330、B777 的尾流安全距离参考

表 1。 

表 1 典型机型的尾流安全距离 

典型的航空器机型 C 类典型 D 类典型 E 类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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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37 A320 B767 A330 B777 

尾流安全距离（米） 7 9 11 14 15 

6.2.2 除冰车性能参数 

符合国家标准《GB/T 23417 自行式飞机除冰防冰车功

能要求》。 

除冰车吊舱应全封闭，吊舱的顶部、左侧、右侧以及

正前方应采用透明材料，吊舱相对于吊臂应能够进行左右

旋转动作。 

除冰车作业范围应考虑综合性测算方法：除冰车作业

时的关键性能，需确保喷枪针对垂直尾舵部位，能够伸展

到经济作业范围内，以较少的除冰液和较高的液体温度喷

洒到飞机最上部表面。目前行业内的除冰车，存在着不同

的吊舱和喷枪设计方式，单独以某一喷枪长度或高度的方

式限定除冰车伸展性能，不能覆盖不同产品的实际技术符

合性，为公平起见，应针对 C 类航空器怠速除冰的除冰车

喷枪口最大活动范围的指标，采取了公式法进行综合测算

的方法。 

飞机关键部位作业对除冰车性能要求：实施 C 类飞机

怠速除冰主要作业难点在飞机垂直尾翼的翼尖除冰，为尽

量避免除冰液喷射过程中能量损耗，要求喷枪口距离喷射

部位的距离不超过 10 米，即 L≤10 米。除冰车作业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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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紧靠尾流安全辅助线，在吊臂、喷枪完全伸展情况下，

除冰车水平作业长度应为喷枪口在地面投影距航空器中线

地面投影的长度，定义为 S；除冰车垂直作业高度为喷枪口

能够达到的实际高度，定义为 K(为满足 E 类等大型航空器

怠速除冰需求，可调整车辆车身平行并紧贴尾流安全辅助

线作业，以获得更小的 S 值)。如图 1 所示： 

 
图1 除冰车性能测算图 

以空客 A320 为例，垂尾顶点高度为 11.76 米。那么为

保证水平长度性能要求和垂直高度性能要求得到下列公

式： 

（11.76-K）²+S²≤L² 

除冰车喷枪相对于吊舱应能够进行俯仰和旋转动作。 

6.3 实验论证 

运行模式验证：考虑安全和效率两个方面。这里以四

车多机位保障模式为例。 

四车多机位保障的优点是车辆作业区域固定，车辆行程

短，走位无交叉，运行风险最小安全裕度大，保障效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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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缺点是单架次车辆资源占用率较高。 

7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8 国际或国外标准的采用情况 

目前，仅国际民航组织编辑制定的航空器地面除防冰

手册（Doc9640 AN/940）是与本标准相关性较强的国际或

国外标准，但由于该手册中未提及航空器怠速除冰的相关

条款，因此并未采用，该手册以可遵循的要求性文件被本

标准利用。 

9 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将本标准向计划或已实施航空器怠速除冰的机场

或单位推荐，理由如下： 

我国直到 2011 年才首次在首都机场试用怠速除冰，

2012 年冬天，怠速除冰的应用已覆盖 A320 和 B737 系列机

型，在国内北方 150 余个机场中，均不同程度开展过除防

冰工作，冬季运行期间，有 71%的机场航空器除防冰保障

量占总航班量的比例超过 10%，仅有首都、郑州、乌鲁木

齐、长春、哈尔滨等不到 6%的机场陆续实施了怠速除冰，

大部分机场因怠速除冰标准不掌握、条件不明确、程序不

清楚，处于想实施，但无从下手的阶段，已实施过怠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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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的机场，也存在操作标准、安全限制、实施条件的不统

一、不一致、不合理问题，本标准即以解决上述问题为初

衷制定。 

10 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0.1 标准使用要求 

本标准实施之后，所有计划或已实施航空器怠速除冰

的机场或单位可遵守本标准开展工作。 

10.2 措施建议 

计划或已实施航空器怠速除冰的机场或单位参照本标

准执行，为提升航空器冬季运行期间的除防冰工作效率、

质量和安全性提供支撑。 

11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11.1 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使计划或已实施航空器怠速除冰的机

场或单位有标准可依，为航空器怠速除冰业务部门、机场

运行单位的实际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的实施，规范了航空器怠速除冰的技术要求，

为适应我国北方机场冬季运行要求，促进航空器除防冰保

障模式科学发展，为我国计划或已实施航空器怠速除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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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或单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11.2 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机场管理机构、航空器除防冰业务部门在推动航

空器怠速除冰工作期间，以及本标准颁布后编制其他相关

标准规范的工作中，积极采用本标准规定的场地要求、指

挥场所要求、限制条件、准备工作、车辆移动线路、操作

注意事项、效果检查等内容。 

本标准与现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无冲突，符合计划

或已实施航空器怠速除冰的机场或单位的需要，建议颁布

后即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