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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中国交通运输

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之规定，于 2023 年 6 月完成立

项，标准性质为团体标准，归口单位为中国交通运输协

会。

（二）主要起草单位和编制组成员

主要起草单位：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民航科

学技术研究院、首都机场集团科技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民

用航空局运行监控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机场集

团公司有限公司、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

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郏建青、杜强、王旭辉、牟建良、孙立

志、秦倩、赵凡、李郁、杨杰、王瀚林、孙瑞霁、刘辰、

呼延智、于畅洋、黄荣顺、李万明、丁新伟、郭若愚、张

泽淼、刘士雷、乔东虓、娄皓、刘莎莎、王宇航、刘宏、

韩朝辉、张海青、蒋涛、赵明达、孙莉

工作分工见表 1。

表 1：编制组成员工作分工

参编人员 工作分工

郏建青 项目科技业务组负责人

杜强 项目安全业务组负责人

王旭辉 负责标准技术指标制定

牟建良 负责技术标准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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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志
项目安全组负责人，组织项目全过程，

研究方案、阶段性成果

秦倩
项目科技组负责人，组织项目关键技术

研究、系统研发等工作

赵凡 项目骨干

李郁 负责项目规划和整体方案设计

杨杰
负责标准技术架构、模型参数、系统实

现设计

王瀚林 负责标准技术和数据要求

孙瑞霁 负责标准技术编写与过程管理

刘辰 负责标准的技术架构、平台技术

呼延智 负责标准的软件、数据部分技术

于畅洋 项目骨干

黄荣顺 负责项目规划和整体方案设计

李万明 负责技术标准制定

丁新伟 项目骨干

郭若愚 负责标准技术参数制定与验证

张泽淼 负责标准技术参数制定与验证

刘士雷 负责标准技术参数制定与验证

乔东虓 负责标准技术质量保证

娄皓 项目骨干

刘莎莎 负责标准政策研究与过程管理指导

王宇航 参与标准技术编写

刘宏 参与标准技术编写

韩朝辉 参与标准技术编写

张海青 参与标准技术编写

蒋涛 参与标准技术编写

赵明达 参与标准技术编写

孙莉 参与标准技术编写

（三）标准制定的背景、必要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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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跑道侵入是目前航空运输行业最重要的危险源

之一。历史上，跑道侵入曾引发多起严重的航空安全事

故，国际民航业一直将跑道侵入列为“全球五大高风险事

故类别”之一。根据国际民航组织（ICAO）去年发布的

《安全报告》统计数据，这五类事故中，跑道侵入导致的

致命事故占比最高。随着后疫情时代来临，全球航班运量

逐渐恢复，跑道侵入事件也随之呈上升趋势，这需要引起

我们的警惕。

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先后发布了跑道防侵入行

动方案，并积极引入新型技术系统加强跑道安全管理。在

我国，民航局也将跑道侵入纳入机场运行安全的核心风险

之一。《中国民用航空跑道安全规划》总则第二条指出：

“跑道侵入是突出的安全问题，是跑道安全管理的重

点。”近年，我国民航业高速发展，机场运量持续快速增

长，机场跑道侵入防范的管控难度进一步加大，因此亟需

在现有传统人防、物防基础上增加技防手段，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有效提升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水平。

目前行业内在用的机场场面监视设备、机场活动区安

全系统主要服务于空管单位，车辆侵入风险发生时，此类

系统主要协助管制员对航空器指挥，而无法第一时间对车

辆驾驶员发出预警和告警。2019 年，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和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航科院）联合建

立“民航机场群运行监控联合实验室”，委托首都机场集

团科技管理有限公司和航科院研发中心承担“机场跑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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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侵入监测预警系统”课题研究。系统于 2022 年完成产

品定型，历时 3 年，共开展现场实地测试 4000 余次，模拟

数据测试 3000 余次，优化系统整体功能 8 次，优化核心算

法模型 18 次，召开内外部专家评审会 14 次，确保系统各

项功能的可靠性和数据的可信度。2021 年，系统荣获中国

交通运输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目前，系统已在国内 20 多

家机场部署应用，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等手段融合，有

效提升了机场防范车辆侵入跑道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首都机场集团联合航科院、集团科技公

司共同申请编制本技术规范，并引入民航局运行监控中

心、内蒙古机场集团、吉林机场集团、江西机场集团等业

内单位共同参与编制，旨在形成能够为同类型跑道侵入防

范系统项目的研发与建设提供一定的技术要求指导。

必要性：本标准的编制依托联合实验室的相关工作成

果，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 制定本标准是提升机场运行安全系数的需要。本标

准规定了民航机场跑道防车辆侵入监测预警系统的组成以

及各功能模块的技术要求，要求系统能够自主分析跑道侵

入风险，实时计算车辆与跑道状态、车辆与飞机位置关

系，在事件发生前向车辆驾驶员和塔台管制员双向提示，

实现风险的主动防范，能够有效增强机场对跑道侵入风险

的监测能力以及车辆驾驶员的现场感知能力，全面提升机

场跑道运行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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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本标准是保证跑道防侵入系统可靠性与安全性

的必要手段。跑道侵入监测预警系统涉及到机场飞行区跑

道安全，其可靠性与安全性极为关键。为满足监测预警系

统的高可靠性、高安全性要求，标准化的建设与实施尤为

重要。因此，本标准对系统在设计、建设、实施时所应具

备的技术标准及软、硬件技术指标进行了明确，确保系统

的可靠运行。

3. 制定标准是民航机场跑道安全管理有据可循的重要

保障。目前，国内主要的跑道侵入防范系统主要服务于空

管单位，在面向车辆驾驶员进行监测报警的系统技术方面

尚无同类规范，机场相关单位在同类系统的建设和实施过

程中无据可循。本标准编制发布后能够填补国内在此类系

统技术标准方面的空白，为机场跑道安全管理提供重要保

障。

意义：本标准制定时兼顾关键技术指标和实施场景，

立足实际、适于推广，将有助于推动跑道防车辆监测预警

系统在国内的应用，减少由跑道侵入引起的事故，对促进

机场通过科技手段提升整体运行监测，特别是安全风险监

测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主要工作过程

1. 组建编制组

2023 年 5 月，依托首都机场集团和航科院联合建立的

“民航机场群运行监控联合实验室”的相关工作成果，在

首都机场集团企业计划项目和航科院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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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本标准编制组成立。在对相关参考资料进行深入

讨论的基础上，编制组初步确定了标准的编制原则与思

路，正式启动编制工作。

2. 行成草案初稿

编制组开展标准修订前期的研究工作，对相关技术资

料进行了广泛收集与分析，根据项目前期的研究和工作成

果，形成了初步草案。

3. 立项评审

本标准于 2023 年 6 月通过了由 5 位专家组成的评审组

的立项审查，并根据专家意见，将标准名称由原定的《跑

道侵入监控预警技术规范》改为《民航机场跑道防车辆侵

入监测预警系统技术规范》。同月，标准得到了中国交通

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立项批复。

4. 大纲审查

立项后，编制组随即开始完善大纲和草案内容，为标

准的大纲评审工作做准备。

本标准于 2023 年 7 月通过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大纲评审，根据评审组专家建议，编制

组对标准的范围、术语、技术要求等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并引入了其他参编单位共同参与编写。

5. 调研

编制组在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2 月期间，先后走访

乌海、佳木斯、南昌、包头、延吉、海拉尔、芒市、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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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张家口等多家机场及业内相关单位调研，主要调研内

容有：

（1）与空管单位交流，了解本场防范跑道侵入风险新

技术的实施与应用现状以及遇到的问题；

（2）与机场地面保障部门交流，收集地面运行过程中

对跑道安全防范及风险预警的诉求，支撑多部门协同方面

的需求。

6. 草案完善

编制组对调研过程中的专家建议以及专题讨论会成果

进行认真研究与分析，完成调研报告，并引入干支线机

场、与本标准相关的单位共同参与标准的编写，不断提高

标准的适用性和兼容性，为征求意见稿评审做准备。

6. 征求意见稿评审

2024 年 4 月，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组织

召开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评审。评审组听取了编制组的汇

报，并对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了逐条审定。会议

形成专家意见 4 条，包括将标准名称修改为《运输机场车

辆跑道侵入监测预警系统技术规范》。评审组一致同意本

标准通过审查，建议标准起草单位尽快根据意见进行修改

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

7.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在评审专家的意见建议基础上，编制组不断修改完善

标准文本，同时邀请行业内专家对修改后的标准进行审



- 8 -

核，依据审核意见，持续进行修订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

见稿。

二、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

准的关系

（一）标准编写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1.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走访了多家机场进行调

研，了解机场在跑道风险防范科技手段方面的现状和需

求，力求系统各项功能参数的要求与国内实际情况相结

合，充分考虑标准要求的普适性。

2. 前瞻性原则

标准编制组充分考虑民航领域利用科技手段提升机场

风险防范水平的发展趋势，针对机场跑道防车辆侵入监测

预警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的监测平台与车载终端的功能要

求和技术指标方面预留了一定的未来发展应用需求。

3. 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中的术语、技术要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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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兼容性。

（二）标准编写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引用或参考了以下文件：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19056-2021 汽车行驶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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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

本要求

AC-140-CA-2024-02 基于卫星定位的机场地面车辆和

人员跑道侵入防范系统和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AP-140-CA-2024-02 运输机场地面车辆和人员跑道侵

入防范管理办法

BD 420073-2022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定向设

备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JT/T 794-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

技术要求

民航规〔2019〕5 号 中国民航跑道安全工作指导意见

CCAR-140-R2 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

（三）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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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各项规定，与国内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相一致，无冲

突。

三、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

证的论述

（一）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 9 章正文。

其中第 1、2、3 章，为标准的常规性描述，包括范

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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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介绍了系统的基本规定，包括系统概述和系统

组成，介绍了系统的工作目标、软硬件各功能模块组成、

以及系统的架构示意图。

第 5 章主要介绍了系统软硬件各组成模块的功能要

求。

第 6 章介绍了系统在不同工作业务流程下的监测报警

要求。

第 7 章介绍了系统的性能要求。

第 8 章介绍了系统设备的环境适应性需满足的具体要

求。

第 9 章介绍了系统的网络安全要求。

（二）对主要条款、技术参数的说明

1. 参考《运输机场地面车辆和人员跑道侵入防范管理

办法》（AP-140-CA-2024-02），对本标准中涉及到的“运

输机场车辆”进行了定义。

2. 定义了“跑道侵入预警区”。

3. 考虑到系统仅为一种态势感知辅助工具，因此在

“系统概述”中明确了其不应对机场现有工作环境和流程

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应免除驾驶员在感知态势和遵循管制

指令方面的责任。

4. 考虑到军民合用机场的特殊性质，在“功能要求”

中对民用机场和军民合用机场采用的定位技术要求进行了

相应适应性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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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卫星信号在受到遮蔽物（建筑、树木等）干扰时

易发生信号偏移导致定位不准，因此要求车载终端具备无

方向惯性导航功能，避免漂移。

6. 车载终端的性能参数设置考虑到车辆在飞行区以最

高限速 50km/h 行驶时，能够在侵入预警区/地面保护区时

及时收到警示信息，以起到防范作用。

7. 在设备工作温度的要求方面，考虑到一些机场所在

地冬季气温较低，因此综合参考现行的交通运输行业标

准、行业用户需求以及现场验证结果，制定了相关温度要

求。

四、是否涉及专利，涉及专利的，说明专利名称、编

号及相关信息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未采取国际或国外标准。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二）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为运输机场跑道车辆侵入监测预警系统的设

计、研制、建设提供了规范性参考依据，有助于提高机场

跑道安全水平，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三）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尽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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