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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重新编制通用机场建设指南民航局重新编制通用机场建设指南
据《界面新闻》报道，7 月 12 日，

为适应通用机场建设发展需要、指导通
用机场的规划建设，中国民航局机场司
组织编制《通用机场建设指南（征求意
见稿）》，以广泛征求意见。

新版《通用机场建设指南》重点增
补了 A 类通用机场设施建设内容和设置
要求，包括飞行场地、目视助航设施、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服务保障设施、公
用设施等 ；增加了通用机场类别、功能、
航空业务量等术语，以及机场建设用地
及绿化等内容。

在新版建设指南出炉以前，民航局
一直采用 2012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通
用机场建设规范》，该标准规定了通用机
场场址确定、飞行场地、空中交通管制、
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和指导原则，但条目

设置较少、细则说明也较为笼统。
新版的《通用机场建设指南》由 7

页扩充至 34 页，相比旧版文件更为丰富
全面，且新文件给予“A 类通用机场设
施、设备”大量篇幅。所谓 A 类通用机场，
指的是对公众开放的通用机场，即可以
为通用航空载客、空中游览活动提供服
务的通用机场，包括 A1 级通用机场，即
可以为座位数 10 座及以上航空器的载客
飞行活动提供服务的通用机场，以及 A2 
级通用机场，指除 A1 级外的其他 A 类
通用机场。

因A类通用机场面向公众开放，在“A
类通用机场设施、设备”。建设指南中明
确规定了安全保卫设施、服务保障设施
等要求。

文件指出，通用机场功能含交通运

输、航空消费时，应根据机场的航空业
务量需求建设旅客业务用房。旅客业务
用房的空侧应确保飞机和专用设备地面
运行安全、顺畅、高效以及飞机停靠的
灵活性 ；旅客业务用房的陆侧应确保地
面车辆交通方便、快捷、有序，业务用
房内的工艺流程和布局应合理。

此外，旅客服务专用设施可根据机
场的使用需求选择配置，如办理乘机手
续柜台、安检设备、称重设备、引导标志、
残疾人无障碍设施、消防设施、候机设施、
盥洗室、报警、广播及电子时钟 ；开通
往返运输机场短途运输航线，可配置离
港及订座（电子）终端、行李寄存和提
取设施、（航班）动态信息标志等。

据通用机场研究中心《2020 年通用
机场数据简报》显示，目前，允许公众

进入以获取飞行服务或自行开展飞行活
动的通用机场（A 类通用机场）较少，
但 2020 年我国通用机场建设发展迅速，
通用机场总量和增长量均有较大突破。

在全国通用机场中，A 类通用机场
仅有 127 个，占比 37.4%，同比增长 30
个， 增 长 率 30.9% ；B 类 通 用 机 场 212
个，占比 62.4%，同比增长 67 个，增长
率 46.2%。

而 A 类通用机场中，可供大型航空
器（乘客座位数在 10 座以上的航空器）
开展商业载客飞行活动的 A1 类通用机场
83 个，占 A 类通用机场的六成以上。

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新疆地区
以不对公众开放的 B 类通用机场为主，
主要支持进行农林喷洒等传统作业 ；相
比之下，华东地区、华北地区、中南地
区支持开展商业载客飞行活动的 A 类通
用机场占比较高。

2021 年以来，有多个省市陆续推进
A 类通用机场建设，6 月中旬，徐州市睢
宁县交通运输局召开通用机场项目推进
会。据悉，睢宁通用机场等级定为 A1 级
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约为 470
亩，其中飞行区用地面积 385 亩，航站
区用地面积 85 亩，总投资约 2.7 亿元。

6 月 22 日，济南商河通用机场历经
近一年的建设，飞行区道面工程全面竣
工，商河通用机场建成后，将疏解济南
遥墙机场的部分非核心功能，在交通运
输、社会公共服务、通用航空消费、航
空飞行培训、工农林生产作业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无锡市首个 A 类通用机场——无锡
丁蜀通用机场也将于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未来丁蜀通用机场可以和全国的通用机
场实现网络化运营，市民可以早上从宜
兴出发，进行高效的商务、旅游活动，
实现当天快速来回。  （薛冰冰）

韩国上半年航空旅客运输量
同比减三成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土交通部 7
月 15 日表示，今年上半年航空旅客运输
规模同比减少 29.3%，为 1667 万人次，
但国内航线旅客和航空货运量均已恢复
至疫情前同期水平。

具体来看，航空旅客运输量从 2019
年上半年疫情发生前的 6156 万人次一
路下滑，2020 年上半年为 2358 万人次，
今年再降至 1667 万人次。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国际航线旅客同比骤减 90.8%，
仅为 119 万人次。相比之下，国内航线
旅客同比增加 45.8%，达到 1548 万人次，
甚至比疫情前水平高出 3.2%。济州航线
和内陆航线增势尤为明显，同比分别增
长 31.5% 和 126.7%。

今年 3 月，旅客运输量恢复至疫情

前水平，5 月同比增 65%，较疫情前增
加 8.5%，为 312 万人次，创月度历史新高。
从航空公司来看，全服务航空公司客运
量同比增加 2.2%，为 417 万人次。低成
本航空公司同比增加 73.1%，为 1131 万
人次。

今年上半年航空货运量（含旅客行
李 ） 为 175 万 吨， 同 比 增 加 8.8%， 较
2019 年大增 16.2%。国际和国内货物运
输量分别为 166 万吨和 9.4 万吨，同比分
别增长 8.6% 和 12.7%，国内线中内陆和
济州航线分别增长 3.8% 和 13.5%。分析
认为，疫情长期持续导致国际旅客和行
李运输需求减少，但防疫物资运输需求
大增和海运运力不足等因素推动航空货
运量激增。 （宗合）

空客A350飞机
首次在中国交付

波音与SkyNRG公司联合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
波音公司日前宣布，将与已经合作了约 10 年之久的荷航

所属的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生产商 SkyNRG 公司合作，
在美国西海岸投资建立工厂，并签订了飞行测试及其他空中
活动的燃料消耗协议。

SkyNRG 公司透露，美国西海岸工厂是其 6 个规划工厂
中首个开始实施的，将于 2026 年投入使用，而其他计划的实
施地点都在欧洲。

荷航在 2009 年进行了首次由 SAF 与常规燃料混动的飞
行，从那之后，SkyNRG 公司已经为 40 家航空公司提供了
SAF。这种燃料的缺点之一是昂贵，而需求的增加会降低成
本。SkyNRG 公司认为，到 2030 年，SAF 将占到航空公司
燃料使用量的百分之一，而 2050 年左右将是一个转折点，届
时 SAF 将成为主要燃料。

波 音 公 司 于 2008 年 开 始 使 用 SAF 进 行 试 飞， 并 使
用 SAF 为其 737 环保验证测试飞机提供动力。今年早些时
候，波音公司表示，到 2030 年，其所有飞机都将获得使用
100%SAF 的认证飞行。目前，飞机仅允许使用 10%~50%
的混合 SAF 飞行。 （吴佳茜）

本报讯 （记者   马宁）   7 月 21 日，空客在天津宽体飞机完
成和交付中心交付了首架在中国完成交付工作的空客 A350 飞
机。 

此次交付的是一架空客 A350-900 飞机，由在役空客机队
规模排名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截至
2021 年 6 月底，中国东方航空共运营着 413 架空客飞机，包括
349 架 A320 系列飞机、55 架 A330 飞机和 9 架 A350 飞机。

空中客车全球执行副总裁、空中客车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
徐岗表示 ：“空中客车成功地将空客天津宽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
心的业务能力扩展到最新一代 A350 飞机。这是空中客车与中
国长期战略合作的又一新里程碑，进一步彰显了空中客车对于
中国的承诺。”

据悉，空客天津宽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于 2017 年 9 月正
式启用，与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亚洲总装线和空客天津交
付中心园区相连。2019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空客首席
执行官傅里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代表双方
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工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宣布将在空
客天津宽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开展空客 A350 飞机的完成与
交付工作。

该中心负责的工作包括客舱安装、飞机喷漆和生产飞行测
试以及客户接收和飞机交付等环节。空客介绍，宽体系列飞机
完成和交付中心主要对法国图卢兹空客工厂飞来的“绿飞机”
进行客舱安装、飞机喷漆、飞行测试以及客户验收等工作，完
成后交付客户。所谓“绿飞机”，是指完成总装、可以安全飞行，
但尚未安装客舱设施，也没有喷漆的飞机。由于机体材料表面
喷涂了绿色的防腐漆，机身外观呈绿色。

截至 6 月，空客 A350 系列飞机共获得来自全球 49 家客户
的 915 架确认订单，使其业已成为最成功的宽体飞机之一。

科技创新组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单位	 	奖项

1	 新型垂直起降高速无人机	 西北工业大学	 特等奖

2	 面向全国产化应用需求的高端压力传感器	 航空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一等奖

3	 通用机场有人机无人机融合运行保障系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等奖

4	 启直系列倾转旋翼无人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二等奖

5	 微小型无人机载多功能合成孔径雷达	 航空工业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	 二等奖

6	 通用航空器树脂基复材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二等奖

	 表面热喷涂长效防除冰电热涂层技术	

7	 民用无人机综合监管与服务平台	 北京东进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奖

8	 智能轨道交通精密检测机器人	 航空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三等奖

9	 航空材料痕量硫精确测定技术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三等奖

10	 国产高端工业仿真软件	 西安流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11	 小型起发一体航空重油活塞发动机	 航空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三等奖

	 	 	 航空工业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12	 镁合金复杂冲压壳体构件	 太原理工大学	 三等奖

13	 通航气象服务保障平台	 易天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14	 纳米多孔碳膜技术的市场化	 南京动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15	 快速批量化弹道发射机尾坐立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三等奖

	 垂直起降无人机群	

第三届中国通用航空创新创业大赛
总决赛获奖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单位	 奖项

1	 智能骨骼机器人	 中航创世机器人（西安）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2	 多源卫星云图遥感应用平台系统	 大地新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3	 国产化高等级飞行模拟器视景显示系统	 北京航宇荣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4	 斯塔娜航空螺旋桨	 宜昌斯塔娜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5	 高端精密数控机床	 江西佳时特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6	 航空用超级电容器技术	 山西德益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7	 微小型涡喷发动机	 北京星宇航发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创业投资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