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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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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郁、钟振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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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应急救援运营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通用航空企业使用有人驾驶的通用航空器开展应急救援时需要具备的企业能力、安

全运营能力、保障能力、其他能力等方面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通用航空企业使用有人驾驶的通用航空器针对地面及水上等场景开展救援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MH/T 1039  通用航空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MH/T 103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通用航空应急救援  general aviation emergency rescue 

使用通用航空器及专用设备设施实施应急救援的飞行作业。 

4 企业能力 

基本条件 

4.1.1 取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及符合相关运行条件的通用航空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开展航空应

急救援时，所载经营项目包含“航空医疗救护”“航空护林”“空中巡查”“航空喷洒（撒）”“航空

摄影”以及“城市消防”等。 

4.1.2 企业宜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4.1.3 企业宜具备赔偿责任承担能力，并按规定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和乘客责任险，企业宜与保险

公司确认保单是否适用于通用航空应急救援。 

4.1.4 企业宜具备满足合同所要求的设备和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人员。 

4.1.5 企业在近三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人员条件 

4.2.1 机长 

4.2.1.1 机长从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的驾驶员中选择。 

4.2.1.2 机长能正确完成飞行前准备工作，了解应急救援相关注意事项，能熟练使用驾驶舱所有机载

设备，了解后舱急救设备情况。 

4.2.1.3 机长宜参加机外载荷、医疗急救、生命支持等培训及地面和飞行训练。 

4.2.1.4 直升机机长飞行经历不宜少于 500 h，担任机长的经历不宜少于 150 h，执飞本机型时间不宜

少于 100 h。 

4.2.1.5 固定翼机长飞行经历不宜少于 1 000 h，担任机长的经历不宜少于 300 h，执飞本机型时间不

宜少于 200 h。 

4.2.2 副驾驶 

4.2.2.1 副驾驶从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的驾驶员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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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副驾驶宜能够配合机长处理相关情况，熟练使用驾驶舱所有机载设备，了解后舱急救设备情

况。 

4.2.2.3 副驾驶宜参加紧急医疗基本知识等相关培训、地面和飞行训练等。 

4.2.2.4 直升机副驾驶飞行经历不宜少于 300 h，担任副驾驶的经历不宜少于 100 h。 

4.2.2.5 固定翼副驾驶飞行经历不宜少于 500 h，担任副驾驶的经历不宜少于 200 h。 

航空器及设备条件 

4.3.1 基本条件 

4.3.1.1 使用的航空器、加改装机载设备最重要的是满足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适航要求。 

4.3.1.2 航空器处于适航状态，并与其运行环境相匹配。 

4.3.1.3 机载救援设备的选取宜参考附录 A。 

4.3.2 直升机 

4.3.2.1 宜优先选用双发直升机。 

4.3.2.2 宜配备与飞行条件相适应的通讯导航系统、卫星通讯系统、无线通话设备、内话系统、撞线

防护装置、烟火信号设备、航空器位置跟踪设备、探照灯等设备。 

4.3.2.3 开展水上搜救时，宜配备绞车等所需设备。 

4.3.3 固定翼 

4.3.3.1 宜配备卫星导航系统、与飞行条件相适应的通讯导航系统、内话系统、相应定位系统、应急

定位发射机等。 

4.3.3.2 开展医疗救护的固定翼宜配备与病患相适应的机载医疗设备。 

4.3.3.3 开展水上搜救的固定翼宜配备与水上情况相适应的机载搜救设备。 

5 安全运营能力 

企业管理 

5.1.1 宜具备安全管理机构，建立企业安全管理机制。 

5.1.2 宜制定航空应急响应预案。 

5.1.3 宜编制安全管理手册，明确地面、水上等救援场景的环境、天气等安全运行条件、保证要求。 

操作 

5.2.1 请求受理 

5.2.1.1 企业在接受航空应急救援指令或请求后，根据具体救援的描述情况进行评估，宜在 15 min 内

做出是否开展救援的服务响应。 

5.2.1.2 企业宜了解任务区域的地理边界特征、位置或坐标。 

5.2.2 救援调配 

企业宜根据具体救援场景及救援位置或坐标，按照就近调配、快速出动、有序救援的原则合理调配

相应资源，如通用航空器、专业人员、装备。 

5.2.3 飞行前准备 

5.2.3.1 企业宜建立常态化的航空应急救援备勤机制。 

5.2.3.2 企业接受指令或请求后宜迅速组织飞行机组人员和保障人员做好出发准备。 

5.2.3.3 企业宜协调联系各相关管理部门，申报飞行计划，并根据任务地区情况向飞行机组人员提供

飞行情报。 

5.2.3.4 企业宜给出预计到达适合救援位置的时间，并通知相关管理部门和救援对象。 

5.2.3.5 开展航空医疗救护时，企业宜根据任务类别、病患情况、地理位置、天气状况、救治能力等

因素，确定接收医疗机构，并联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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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飞行中操作 

5.2.4.1 企业宜根据飞行手册开展救援操作。 

5.2.4.2 企业宜与通用航空应急救援组织指挥机构、医疗保障机构等保持联系，航空飞行时空中位置

的报告间隔时间不宜超过 15 min，地面操作时地面位置的报告间隔时间不宜超过 45 min。 

5.2.5 任务后上报 

企业宜在作业结束后将救援相关信息汇总报送至组织指挥机构和有关管理部门。 

5.2.6 飞行后总结 

企业宜汇总任务执行相关数据信息，包括指令数量、指令方信息、相关操作、完成指令的时间节点、

救护航空器状态等信息。 

训练演练 

5.3.1 有关人员宜接受针对地面、水上等不同场景的培训演练。 

5.3.2 机长、副驾驶等宜定期开展飞行训练。 

5.3.3 保障人员宜根据培训大纲接受相应训练，以满足运行需求和安全保障要求。 

5.3.4 宜定期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包括搜救技术、设备操作、应急处理、应急生存训练

等方面的内容，提高搜救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应对能力。 

6 保障能力 

基本能力 

6.1.1 宜具备地面、水上等不同场景的机务、航务、通讯、气象等保障能力。 

6.1.2 宜常态化配备航空器、机组、保障人员等，确保响应精准、飞行安全、行动有效。 

6.1.3 宜具备设备检查维护能力。 

6.1.4 宜建立航空应急救援管理体系，具备信息管理、指挥调度、资源协调等功能，可开展突发事件

接收、突发事件录入、航空资源匹配、跨省调机需求申报及批复。 

保障人员及能力 

6.2.1 保障人员包括管制员、通导员、气象员、安保人员等。 

6.2.2 保障人员宜具备从事航空应急救援的专业技术和能力。 

6.2.3 保障人员能熟练使用后舱急救设备，能有效配合机长、副驾驶处理相关情况。 

7 其他能力 

通则 

7.1.1 企业为政府提供通用航空应急救援服务时宜先签订合同，合同样本见附录 B。 

7.1.2 企业负责办理飞行计划申报、地面保障和飞行保障等相关手续。 

7.1.3 企业宜安排胜任救援任务的机组执行航空应急救援任务。 

7.1.4 企业宜加强与军方、民航管理部门和起降机场的协调，保证飞行作业顺利进行。 

运营质量 

7.2.1 企业宜按照救援任务需要，提升自身安全管理水平和救援服务能力。 

7.2.2 企业宜配合专业第三方评价机构完成救援效果评价工作。 

改进完善 

7.3.1 企业宜针对规章制度执行、组织工作、飞行量完成度、安全措施落实、救援质量、团结协作、

服务保障、安全性等方面开展评价。 

7.3.2 企业宜根据评价内容总结救援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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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航空应急救援装备配备清单 

表A.1给出了航空应急救援装备配备的建议清单。 

表A.1 航空应急救援装备配备建议清单 

名称 配备建议 

探照灯 扫射范围至少达到垂直方向90°和水平方向180°，并能照亮着陆点 

通讯设备 
宜配备为满足空中交通管制和运行要求而配备的无线电通话设备，还宜配备可与地面人

员（例如，医院、现场人员、警察或消防部门）进行联络的无线通话设备 

内话系统 宜配备驾驶员和医护人员配备内部通话系统，以实现机内互相通话 

撞线防护装置 宜配备由位于直升机机头器顶部和下部的一个或多个切割器组成的防撞线系统 

烟火信号设备 可安装在有醒目标记、易于机上乘员取用的位置 

卫星通讯系统 宜配备卫星通讯设备，实现机上与地面之间的通话 

航空器位置跟踪设备 宜配备位置跟踪系统，救护直升机发生事故时，可迅速掌握直升机失事的位置信息 

水箱或吊桶 可根据任务需要配备消防水箱或吊桶 

浮筒 可帮助通用航空器漂浮并保护飞行人员 

绞车设备包 
可配备绞车设备包，绞车设备包内至少应包含绞车人员头盔和绞车人员防磨手套、绞车

吊带、操作安全带 

绞车救援吊篮 可配备绞车救援吊篮，可结合绞车使用将被困伤员转移至直升机 

热成像设备 可配备热成像设备，辅助搜寻遇险人员 

便携式生命探测仪 可配备便携式生命探测仪，机降人员可使用生命探测仪搜寻遇险人员 

生命支持系统 可配备除颤监护仪、呼吸机、氧气瓶等生命支持系统，在伤病员转移过程中进行救治 

 

表A.2给出了航空应急救援个人装备配备的建议清单。 

表A.2 航空应急救援个人装备配备建议清单 

名称 配备建议 

救生衣 可配备便携式救生衣，机降人员可提供救生衣救助海上落水人员 

救生哨 可配备救生哨，通过吹气发声，在救援场景中用于近距离求救 

救生筏 可配备救生筏，可折叠存放与快速展开，为落水者提供漂浮平台及求生设施 

直升机救援背心 可配备直升机救援背心，可提供浮力与防护，助力救援实施，促进救援高效开展 

全身救援带 可配备全身救援带，在高空救援中，将伤病员安全固定在吊运设备上 

新型阻燃高效抗荷服 
可配备新型阻燃高效抗荷服，为高性能直升机飞行或高强度救援行动人员提供阻燃防护

与对抗过载影响 

代偿服 
可配备代偿服，在高空飞行或涉及高空救援任务时，缓解代偿气压变化对人体生理机能

的影响 

代偿背心 
可配备代偿背心，对特定部位（如胸部）补偿气压变化，相对轻便灵活，适用于有气压

变化且对活动自由度有要求的场景 

自动充气腋下救生器 
可配备自动充气腋下救生器，穿戴于腋下，接触水或触发后自动充气产生浮力，助力水

上救援 

自动充气脖式救生衣 
可配备自动充气脖式救生衣，穿戴在颈部，充气后托举头部，防止溺水，适合特殊水上

救援需求 

漂浮式信标机 可配备漂浮式信标机，在水上事故时漂浮于水面持续发射信号，辅助定位救援 

卫星电话 可配备卫星电话，在无常规通信信号的救援现场实现与外界语音通信 

多功能组合剪刀 
可配备多功能组合剪刀，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用于救援行动中的剪切、切割、开启包装

及简单维修等操作 

防火毯 
可配备防火毯，火灾时可覆盖火源隔绝空气或披在身上短暂防护，适用于小型火灾场景

救援 

应急药具 可配备应急药具，包含多种药品和医疗器具，用于救援现场伤病员的初步救治处理 

信号弹 可配备信号弹，通过发射产生强光或彩色烟雾，在航空等救援环境远距离发出求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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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航空应急救援个人装备配备建议清单（续） 

名称 配备建议 

头盔 可配备头盔，能护头防撞击、降噪，有通讯功能，部分含供氧 

定位标 可配备定位标，如PLB和ELT，事故后于复杂环境发信号，助救援定位 

防浸服 
可配备防浸服，水上救援时，防止救援人员与伤病员身体被水浸湿、抵御低温环境伤害、

保持一定漂浮能力 

挽索保险带 可配备挽索保险带，拉住救援人员或被救人员防止其坠落 

三角吊带 可配备三角吊带，用于救援和搬运伤员 

救援坐带 
可配备救援坐带，可提供稳定的身体固定与安全连接，能有效保障救援人员与被救者的

位置稳定、防止意外坠落 

索降绳 
可配备索降绳，提供安全的下降通道和稳定的连接，有效帮助救援人员快速抵达救援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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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航空应急救援政府采购合同样本 

图B.1给出了航空应急救援政府采购合同样本。 

 

 

图B.1 航空应急救援政府采购合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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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航空应急救援政府采购合同样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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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航空应急救援政府采购合同样本（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