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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管制员特情处置能力是飞行安全的重要保证。由于受到航空器性能、客观因素影响及人为因素的制

约，航空器可能会遇到特情。本文分析了管制员特情处置能力现状，针对其能力不足之处，分别从管制

员心理训练、特情处置训练以及经验积累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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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flight safety to improve the special handling ability of controller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aircraft performance, objective factors and human factors, aircraft may en-
count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ntrollers’ special 
handling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aspects of controllers’ psychological training, special handling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words 
Flight Safety, Special Handling, Special Training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2.113045
https://doi.org/10.12677/ve.2022.113045
http://www.hanspub.org


朱友志，龚玺 
 

 

DOI: 10.12677/ve.2022.113045 283 职业教育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根据国家民航总局的相关数据统计，我国空中不安全事件中大约 20%~25%与管制员的特情处置能力

紧密相关。特情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偶然性，航空器在飞行中，由于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随时可能发

生特殊情况，此时管制员能否及时有效地处置特殊情况，是保证航空器飞行安全的重要因素。 

2. 特情处置的目标 

特情处置的法规基础是《民航安全法规与标准》。熟悉和掌握条令、规章中对特情处理的规定，并

结合本地区飞行活动的管理细则进行学习，是进行特情处置的前提条件。在进行特情处置时，要尽可能

达到三个目标：飞行安全、飞行有序性和飞行调配不间断[1]。 
(一) 飞行安全 
飞行安全是飞行活动不可避免的话题，是飞行保障的重要工作。然而特情的突然性及其不确定性，

使得空中情况难以把握，容易脱离管制员的掌控，从而管制员防相撞工作压力更大，任务更繁重。要达

到飞行安全的目标，要求管制员在特情处置过程中临危不惧，处乱不惊，沉着应对，严密掌握飞行动态，

调整好飞行秩序，从而保证飞行安全。 
(二) 飞行有序性 
特情的出现必然扰乱正常的飞行活动，打破空中交通有序的流动平衡，致使管制员和飞行员处于紧

张状态，增加了出现操作失误的可能性，甚至造成飞行冲突和危险接近，导致事故的发生。另外，如果

航空器的安保设施遭到破坏，地空失去通信联络，那么飞行的不稳定性会迅速扩散，直接影响到各类空

中活动，导致平衡被打破，航空器不再井然有序。此时管制员必须要沉着冷静，采取各种手段，尽快恢

复空中秩序，使飞行有序进行。 
(三) 飞行调配不间断 
当空管指挥系统或者雷达设备遭到自然或人为的损坏后，管制员应利用各种应急设备和处置预案，

达到不间断进行飞行调配的目的，确保飞行安全，提高飞行效率。 

3. 管制员特情处置能力中存在的不足 

(一) 管制员心理承受能力不足 
在特情处置过程中，管制员的大脑受到外界危险信号突然刺激，情绪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波动，心理

演变过程十分复杂[2]。一般情况下，管制员在出现特情后表现为注意力更加集中，机体处于紧张、亢奋

的状态，并且分析判断能力较强，对突发情况反应迅速。然而，由于特情的突发性和偶然性，一些管制

员无法快速转变心理状态来应对并作出处置，具体表现为高度紧张、情绪失控和操作动作反应失误等，

这种状态易造成决策失误、调配出现偏差，进而导致空中飞行秩序混乱或不能保持安全间隔等问题。更

有甚者，大脑一片空白，完全失去决策能力，不能正确做出判断与决策，严重威胁了飞行安全。 
(二) 管制员业务处置能力不足 
管制员对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控程度与其是否能在特情发生时及时发现、正确判断并做出处置有

着重要关联，如果管制员对相关业务不够了解，遇到飞行突发事件很容易手忙脚乱，造成不安全事件的

发生。例如，某机场管制员收到来自机组的液压系统失灵的通知时，身为管制员，首先要明白如果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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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落架不能通过液压系统放下，可以通过人工操作进行处置，但这样做会导致起落架无法再回收，前

轮失去转弯效能，航空器着落以后需要拖车拖出。如果这位管制员业务能力较差，相关知识不够了解，

便会再三向飞行员询问细节，导致机组不但没有时间进行回复，还可能影响到正常操作，甚至可能会引

发飞行事故。 
(三) 特情处置训练方面存在不足 
1、对训练重视程度不够 
在培养民航管制员的体系中，专业知识和系统操作是管制员的硬件要求，即培养重点，而这种模式

下毕业的管制员缺乏对于特情处置的能力[3]。究其原因，院校并没有将管制员处置特情作为重点来讲解，

导致学员在学习考试时只是停留在背记阶段，没有理解本质，这样一旦在真实指挥环境中遇到特情，大

概率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2、训练缺乏系统性 
学员在毕业后的特情处置方法大多来自于在院校时的教材和老管制员的帮带。现在院校所用的教材

上只讲了一些基本的飞行特情，如发动机停车、发动机起火等。这些特情的处置方法只是一些最基本的

处置原则，真正的特情要复杂很多，教材中不可能列举完毕，教材中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供大

家学习，老管制员的帮带也仅仅都是自己的经验总结，缺乏普适性。 
3、训练缺乏真实性 
当今时代环境下，智能空管逐渐开始普及，各大院校也相继引进了模拟机供学员学习，但大部分是

针对常规管制训练，特情处置的训练科目依旧缺乏样本和真实性。在训练过程中，无法达到显著的特情

训练效果。部分院校开设了相关科目练习，也在收集多个机场的意见建议，但是范围、数量和程度相对

有限，模拟出的情境、航空器故障的真实程度、管制状态等和实际情况还存在一定差距。 

4. 提高管制员特情处置能力的有效措施 

(一) 加强管制员心理素质训练 
管制员处置普通情况的水平和特殊情况的水平不大一样，心理学家不止一次地强调紧急情况下人表

现的品质特点与普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品质是有质的区别的，各国航空机构很早就开始重视管制员的心

理品质培养： 
一是加强对管制员心理学知识的教授[4]。从心理状态的自然体现到飞行活动中的实际应用，管制员

需要进行系统的心理学知识培训，可以开设特情相关心理学课程，选取特情处置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案例，

剖析管制员在处置特情时的心理状态演变过程，为下一部分的操作训练打下良好理论基础。 
二是通过地面模拟进行训练，从发现特情，判断特情性质，到正确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定量的

反映管制员处置特殊情况时的精神状态、心理生理储备能力的指标，用以分析训练中生理和心理储备能

力的变化，评价处置特殊情况的能力和掌握程度，找出不足之处，帮助提高特情处置能力。 
三是利用管制员心理素质选拔系统，在培训阶段，定期对管制员的心理素质进行测试和分析，了解

管制员是否具有杰出的心理承受能力、加工与处理各类信息的决策能力、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人品

个性等，对管制员职业适应性进行评估。 
同时，要提醒管制员在开飞前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在飞行预先准备阶段和飞行直接准备阶段，熟

悉本场的飞行计划和天气状况，针对可能发生的冲突点制定调配预案，针对可能出现的特情做出预测和

准备，不仅仅是专业技术准备，更是心理上的准备。事实证明，管制员处在适度紧张状态，更有利于指

挥决策的正确性。 
(二) 加强管制员专业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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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 
管制员由于事发突然，心理压力大，很难做到完美无缺，个别情况下还可能进退失据、顾此失彼，

多年的特情处置经验和教训表明，多听取老管制员的经验教诲，加强专业知识的储备，并在管制实况中

加以使用，飞行中一旦碰到过曾经研究过的或聆听过的特情便不会过于紧张，这种情况下管制员经常能

采取较好的处置方法进行应对，这便是专业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的重要性所在，这无疑会将事故的影响

降到最低[5]。 
2、熟悉飞行员特情处置的程序 
特殊情况发生时处置的主体是飞行员，管制员主要起到协助的作用。管制员要做到“知己知彼”，

了解飞行员在特情出现时采取的基本程序，根据下发的指导文件制定检查单，并将其放在容易拿到的位

置，这有助于管制员做好特情处置的工作。同时，应该加强管制员的特情处置模拟演练[6]，让管制员对

各种特情处置方法烂熟于心。 
在进行特情处置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冲突解脱的指令。管制员做好紧急冲突解脱程序主要有以下

六个方面[7]：1) 呼叫涉及的航班号时做到准确清晰；2) 在指挥航空器改出时角度应大于 30°；3) 当航

班改出后立即建立垂直高度差；4) 语气沉稳，使用“立即”等关键词汇；5) 将相关的空域冲突情况通报

飞行员，使其掌握相应情况；6) 向机组明确指挥意图，管制员与飞行员协同合作，解脱冲突。 
(三) 加强院校中管制员有关训练 
1、加强重视 
管制员的特情处置能力是作为一名成熟的管制员必不可少的技能，是保障飞行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管制员不仅要在院校时期加强特情处置的能力训练，更要在实习、见习期间多积累经验，多聆听老管制

员的经验教诲，发现特情发生的客观规律，重视理论研究。院校也要在吸收不同机场意见建议之后完善

特情处置的训练体系，将特情处置训练提高到与正常训练同样的高度上来。另外，在管制员指挥的过程

中，一般来讲根据经验进行指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要避免过度依赖“经验主义”，要凭借自己的专

业知识，根据特定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管制的独立性。 
2、加强特情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是实践的前提条件。特殊情况的出现、判断、处置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所以要根据以往发

生过的特情，以此为基础，深挖其中的客观规律，结合各个学科的具体理论知识，如心理学、人机功效

学等学科，对现有的特情处置理论体系做出改进优化。 
3、开展特情训练课程 
院校应该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的特情课程供学员进行学习，甚至可以提升到专业核心课

程的水平。在学员入学后，院校可以结合各专业课的实际情况，加上一些特情处置的基础训练，提高知

识点的纵向联系，逐步引领学员构建知识体系，正确对待特情，熟悉特情，遇事不慌。 
在机长与管制员的模拟训练中，具体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设置机长错误复诵指令、报错重要内容等情况，训练管制员指令纠错能力； 
2) 设置飞机偏离正确管制指令的航向、速度、高度等情况，训练管制员雷达监控能力和应变处置能

力； 
3) 设置机长错报航空器高度、速度、航向和位置等情况，训练管制员雷达监视能力，发现、分析和

判断雷达显示问题的能力； 
4) 设置航空器发动机失效、增压失效、通信失联等情况，训练管制员临时处置相关航空器的能力和

综合使用各种手段对管制区内飞行状况进行稳定的能力。 
4、加强特情训练器材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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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拟机进行特情处置能力的训练是目前最为有效的培训方式，但许多单位不重视模拟机训练，

培训着重于形式，没有针对性的效果，这样人才的培养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十分迟缓，在放单后管制员面

对大流量和突发情况会显得措手不及。因此院校需要加强特情训练器材的研制，如建立特情处置实验室，

依托教练机的特情处置平台进行特情的随机生成模拟、处置方法分析、处置后复盘等特情处置训练；建

立健全心理素质测评指标体系，采用定量测评方法，提供压力管理、职业心理素质训练，以期提高成熟

管制员的心理承受水平。 

5. 结语 

当前，我国管制员特情处置能力还有待加强，加上特情处置工作任务复杂，过程紧张，责任重大，

相关单位需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管制员建设好心理状态，熟悉相关的规章制度，熟练掌握特情处

置的程序和方法，提高管制员的特情处置能力，及时、准确地处置特殊情况，保障航空器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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