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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推荐性国家标准《航空障碍物标志与照明技术要

求》主管部门为中国民用航空局，归口单位为全国航空

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4)（秘书处承担单位

为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计划编号为 20231647-

T-417，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标

委”）于 2023 年 12 月下达任务，编制周期 18 个月。

本标准为首次编制。 

（二）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起草单位：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民航局

第二研究所、国家灯具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国家光电子

信息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起草成员：刘玉红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3 年 6 月-9 月，起草单位开始标准编写的准备

工作。按照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以及国内标准

相协调一致的原则，编制组收集了《机场-机场设计和

运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4 第 I 卷 第 9 版 

2022）、《机场设计手册》（ ICAO Doc9157 第四部分



目视助航设施 第五版 2021）、《障碍物照明设备规

范》（FAA 150/5345-43J）、《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

准》（MH 5001-2021）、《航空障碍灯》（MH/T 6012-

2015）等国内外标准。 

2023 年 10 月-11 月，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编制组起草完成了《航空障碍物标志与照明

技术要求》标准草案。 

2024 年 1 月-3 月，编制组针对标准草案中的技术

指标，收集和验证了障碍灯检测过程中的问题，参考前

期收集的国内外技术资料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 

2024 年 4 月-5 月，编制组多次召开了技术研讨

会，针对航空障碍灯的性能指标、标志的表面色度等内

容进行了研讨，不断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初稿（中期上会

讨论稿）。 

2024 年 6 月 14 日，全国航空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在北京组织召开了《航空障碍物标志与照明技术要求》推

荐性国家标准（中期）评审会。来自民航局机场司、民航

设计院、机场、通用航空、检测机构、电力电网、科研院

校、生产厂家等单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评审专家听取

了起草单位对《航空障碍物标志与照明技术要求》编制情



况的汇报，并逐条进行了评审，经充分讨论，形成评审意

见如下： 

（1）环境要求中增加防尘列项； 

（2）建议重新梳理文本，并合并共性条款内容； 

（3）进一步明确垂直光束扩散角； 

（4）表面色度中增加亮度因数； 

（5）针对发光型障碍球，不再提具体技术要求。 

结论：评审专家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中期评审。 

评审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

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最终形成《航空障碍物标志与照明技

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 

本标准编制以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为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

性、一致性和规范性进行编写。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 9章正文。 



第 1、2、3 章分别为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 

第 4 章为障碍灯的技术要求，包括分类、环境要求、

设计要求和性能要求。 

第 5 章为障碍灯试验检验方法，包括常规检验、电气

试验、控制设备检验、光学试验和光强级变化试验。 

第 6 章为标志的技术要求，包括一般要求，以及颜色

标志、旗帜和标志物的具体要求。 

第 7 章为标志试验检验方法，包括表面色度、结构检

验和太阳辐射试验。 

第 8 章为检验规则，包括检验分类、出厂检验和合格

性检验。 

第 9 章为产品铭牌、说明书，包装、运输和储存的规

范要求。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航空障碍灯的应用，不但包括民航，还涉及到住建

部、国家能源局等其他部委，以及农林业、旅游业等其他

行业。由于目前市场上的航空障碍灯性能要求不统一，

同时也缺少一部统一的、完善的国家标准，这直接导致

相应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随着通用航空的快速发展和低

空领域的全面放开，障碍物标识设置，会对在夜晚或低



能见度下低空作业的航空器的飞行安全造成安全隐患。

因此，编制该推荐性国家标准，统一规范产品标准的性

能与检验检测要求，保障运输航空飞行航路和通用航空

低空飞行的安全是急需和必要的。 

目前，国内实施的行业标准 MH/T 6012-2015《航空

障碍灯》距今已近 10 年，且行业发展迅速，部分技术参数

需修改。例如，多脉冲闪光有效光强的计算方式在 MH/T 

6012-2015《航空障碍灯》中未采用模拟人眼的感光方式、

量化感知度的评估方法评价光输出。标志的技术要求仅在

MH 5001-2021《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中有所提及，

且仅对表面颜色及尺寸有要求，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标准立项编制，在国家标准层面统一规范了障碍

灯、障碍球和标志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检测，为产品应用及

民航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试验（或验证）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试验分析和技术论证 

本标准中用于夜间操作的多脉冲组成的闪光灯的光

度试验方法和闪光光度特性的评估方法相较于 MH/T 

6012-2015《航空障碍灯》中的规定做出了进一步的修

改。本次修改基于ICAO Doc 9157《机场设计手册》第



五版（2021）第4部分-目视助航设施第19.3条闪光灯的

相关规定。原标准中对于多脉冲闪光的有效光强计算是

通过每个单脉冲有效光强的简单相加进行。修改后的多

脉冲闪光有效光强计算时选择瞬时光强最初和最后为Ie

的时间作为时间t1和t2。此处，Ie为这组脉冲闪光的有效

光强，而非单脉冲的有效光强。这是由于人眼对一般持

续光和闪烁光的感知能力不一样，持续光的光源发光量

始终是不变的，而闪烁光的光量成波形周期性变化，因

此测试闪光型照明装置的光度特性需要有一套模拟人眼

的感光方式、量化感知度的评估方法评价光输出水平，

对发光波形、波峰和周期进行分析，再通过有效光强公

式评估，得出光度特性数据。 

（二）预期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编制，一是规范了航空障碍灯、障碍球生

产、检验等方面的标准化；二是为制造商避免了不必要

的设计偏差，提高了设计效率；三是随着航空障碍灯应

用范围的扩大，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三）预期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编制，完善了航空障碍物标志和照明产品的

标准体系，在国家标准层面统一规范了障碍灯、障碍球和

标志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检测标准，产品的规范应用也为民



航运输航空、通用航空的快速发展、飞行安全提供了支撑

和有力保障。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航空障碍灯类型和光度特性与ICAO《国际民用航空

公约  附件 14-机场》第 I卷机场设计和运行  第 9版

（2022）保持一致。闪光光度特性的评估方法与 ICAO 

Doc 9157《机场设计手册》第五版（2021）第4部分-目

视助航设施保持一致。其他性能参数及试验方法参照FAA 

150/5345-43J《障碍物照明设备规范》，并依据国内情

况做出相应调整。航空障碍球参照ICAO 《国际民用航

空公约  附件 14-机场》第 I卷机场设计和运行  第 9版

（2022）。标志的技术要求与ICAO 《国际民用航空公

约  附 件 14-机 场 》 第 I卷 机 场 设 计 和 运 行  第 9版

（2022）保持一致。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本标准编制未采用国际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内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协调一致，无冲突。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有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标准化管理单位及时组织本

标准宣贯，强化标准技术内容对后续工作的指导。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