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规〔２０２０〕７ 号

关于修订印发《航班备降工作规则》的通知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运输航空公司，各机场公司，空管局、运行监

控中心：

为进一步规范航班备降保障工作，提升航班备降保障能力。

民航局组织对《航班备降工作规则》 （民航发〔２０１３〕 ６ 号）进行了

修订。 现将修订后的《航班备降工作规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航班备降工作规则》（民航发〔２０１３〕６ 号）同时废止。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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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备降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航班备降工作，保证飞行安全和航班

正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民用航空运输航班备降活

动中所涉及的航空公司运行、空中交通服务、机场地面保障等工

作，应当遵循本规则。

第三条　 航班备降是指航班因故不能或不宜降落在目的地机

场而需在其他机场降落，包括紧急备降和非紧急备降。

紧急备降是指航班发生空中遇险、非法干扰、危险品泄漏、油

量紧急状况等紧急情况而需要尽快降落。

非紧急备降（以下简称航班备降）是指航班目的地机场因天

气等原因不能供飞机降落时，需要在其他机场降落。

第四条　 航班备降工作应当遵循安全第一、积极主动、密切配

合、保障有力的总体原则。

第五条　 航空公司对航班备降承担主体责任，管制单位、机场

管理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对航班备降提供服务。

第六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负责航班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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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总体监督管理，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辖区内航班备降工作

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当航班需要紧急备降时，航空公司、相关管制单位和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优先保障其降落。

第八条　 被确定为重点地区、重点机场和重要航路的备降机

场，应当根据航班备降需求，加大投入，完善备降机位、飞机地面勤

务和地面保障服务等设施设备，提升备降保障能力。

第二章　 具体工作规则

第九条　 航空公司根据航班、航线、机型等情况自主选择备降

机场后，应当主动与目的地备降机场签订备降保障协议，或者在机

场使用协议（或地面服务保障协议）中明确备降保障条款。 该协

议或条款至少应当包括：

（一）备降航班所使用的机型；

（二）机场提供备降服务的时间段；

（三）航班备降后飞机地面勤务和地面保障服务的内容、服务

标准、收费标准、结算方式等。

第十条　 航空公司运控部门在放行航班前，应当掌握目的地

机场、备降机场的天气和开放使用情况，尽量避免航班备降的发

生。 航班起飞后，当遇到目的地机场和飞行计划中选择的备降机

场因故无法降落时，运控部门应当与飞行机组共同选择其他可用

的备降机场，主动与重新选择的备降机场协调，说明航班当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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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确保安全、顺利备降。

第十一条　 实施航班备降的飞行机组，应当熟知备降机场的

基本情况，当目的地机场因故不能降落时，应当首选飞行计划中确

定的备降机场。 当飞行计划确定的备降机场也不能降落时，应当

立即报告本公司运控部门，并在其协助下选择新的备降机场。

当飞行机组无法及时与运控部门取得联系而确定新的备降机

场时，可向管制单位申请提供周边各机场的气象、情报等信息以及

相关建议，选择确定具体的备降机场，并对此决定负责。

飞行机组确定备降机场后，应当立即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员，并

向其报告飞行状态、当前油量状况、航空器续航能力和飞行意图，

同时，通知本公司运控部门。

第十二条　 机场管理机构在获悉周边机场因天气等原因不能

正常运行、需要或者可能需要本机场提供备降保障时，应当及时了

解本机场运行保障情况，包括所能提供的正常机位及临时机位数

量、以及相应的可使用机型、地面勤务保障条件、旅客服务保障条

件等信息，以备航空公司或管制单位需要时及时提供。 当上述信

息发生变化时，及时通报变化情况。

正常机位是指能够正常提供飞机地面勤务和地面保障服务，

并在航空资料汇编中公布的机位。

临时机位是指仅供备降航班临时停放的非正常机位，如利用

滑行道等作为临时机位。 特殊情况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进

行上下客。

—４—



第十三条　 管制单位针对航班备降活动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一）密切关注辖区内天气情况，特别是辖区内大、中型枢纽

机场因天气等原因不能正常运行时，及时掌握辖区内其他涉及备

降机场的天气实况和可能的变化趋势；

（二）当航空公司选定的备降机场因故均不能接受航班备降

时，应当按照飞行机组的决定，指挥其飞往选定的备降机场，并提

供备降机场的天气实况和可能的变化趋势等信息；

（三）将备降航班的航班号、计划起飞及目的地机场、计划到

港时间、机型以及备降要求等信息及时通报给相关机场。

第十四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与有备降需求并同意作为其备

降机场的航空公司签订备降保障协议，或者在与航空公司签订的

有关机场使用协议（或地面服务保障协议）中明确备降保障内容。

与航空公司签订了备降保障协议的机场（以下简称承担备降

保障任务的机场），在协议有效期内，应当做好备降保障工作。

当未签订备降保障协议的航空公司航班在其备降机场因故无

法接受备降而需在其他机场备降时，相关机场应当积极创造条件，

提供备降保障，不得借故不予以保障。

第十五条　 承担备降保障任务的机场，应当完善备降保障所

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足够数量的备降正常机位及临时机位、飞机

地面勤务设施设备、地面保障服务设施设备等。

足够的备降正常机位是指：

（一）具有正常机位数量在 １００ 个以下的备降机场，提供给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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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航班使用的正常机位应当不少于正常机位总数的 １０％；

（二）具有正常机位数量在 １００ 个（含）以上、４００ 个以下的备

降机场，提供给备降航班使用的正常机位计算公式为：

其中：Ｘ 为正常机位总数量，Ｙ 为备降正常机位数量；

（三）具有正常机位数量在 ４００ 个（含）以上的备降机场，提供

给备降航班使用的正常机位，应当不少于 １０ 个。

足够的备降正常机位应当为 Ｃ 类（含）以上机位，不包括试车

坪机位、专用除冰防冰坪机位。 为充分调配使用机位资源，备降正

常机位应当动态预留。

足够的临时机位是指不低于足够的备降正常机位的 ５０％。

当以上计算结果为非整数时，向上取整。

第十六条　 当以下情形时，备降正常机位可适当动态调减，具

体调减规则如下：

（一）每日 ０ 时至 ８ 时，３０ 个以下正常机位的机场，备降正常

机位不应调减；３０ 个（含）以上正常机位的机场，备降正常机位应

当至少预留 ３ 个；在以上预留基础上，具体预留机位数量，机场管

理机构应当根据机场地域特点、运行实际、应急需求等因素综合评

估后确定；

（二）每日 ８ 时至 ２４ 时，因不停航施工、日常维护、廊桥故障、

冰雪天气等特殊情形导致机位关闭或暂不能使用的，造成备降正

—６—



常机位预留不足的，备降正常机位可调减，但调减值不超过备降正

常机位的 ３０％。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

的减少备降正常机位预留不足情形的发生。

第十七条　 因大面积航班延误、故障等原因造成航空器停场

必须占用备降正常机位，停场航空器等同备降航班进行管理。

第十八条　 承担备降保障任务的机场应当挖掘潜力，充分利

用现有保障资源，当航班备降需求量大时，应当启动相应预案，在

保证安全和机场正常运行前提下，为正常航班预留的机位有 ３ 小

时以上空余等待时间的，应当给予备降航班调剂使用。

第十九条 　 年旅客吞吐量 １０００ 万（含）人次以上的机场，应

当通过机场协同决策系统（Ａ－ＣＤＭ）等系统将备降机位信息与空

管、航空公司等生产保障单位实时共享。

年旅客吞吐量 １０００ 万人次以下的机场，在需要或者可能需要

本机场提供备降保障时，应当向管制单位通报备降保障信息，并在

这些信息发生变化时及时通报。

第二十条　 承担备降保障任务的机场，当足够的备降正常机

位、临时机位以及为正常航班预留 ３ 小时以上空余等待时间的机

位均饱和时，方可发布不接收航班备降的航行通告。 当能够提供

备降保障时，应当及时通报管制单位并发布航行通告。

机场管理机构不得无故不接收航班备降。

第二十一条　 承担备降保障任务的口岸机场，应当做好与海

关、移民等联检单位的相互配合工作，保证备降的国际及地区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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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备降。

第三章　 奖惩

第二十二条 　 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对于认真执行本规

则、积极主动做好航班备降工作的单位，在航线申请、航班时刻、运

量增加、建设投资、航班正常性考核等方面予以政策上的支持。

第二十三条　 航空公司未按照本规则的要求，有下列行为的，

由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

节严重的依据相关规章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同时，在航线审批、

航班时刻等方面予以限制：

（一）未按照本规则第九条的要求，与所选择的备降机场管理

机构签订备降保障协议，同时未在相关协议中明确备降保障条款

的；

（二）未按照本规则第十条的要求，当获悉本公司航班遇到目

的地机场和选择的备降机场均无法降落时，未在必要时主动协助

飞行机组选择新的备降机场并与新选择的备降机场联系协调的。

第二十四条　 管制单位未按照本规则的要求，有下列行为的，

由民航地区管理局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据相关规章予以

行政处罚：

（一）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二条的要求掌握本辖区内主要机场

和相关备降机场运行情况的；

（二）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二条的要求，在航班目的地机场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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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计划确定的备降机场均无法降落时，未对航班前往其他机场备

降提供协助的；

（三）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三条的要求，及时通报相关信息的。

第二十五条　 机场管理机构未按照本规则的要求，有下列行

为的，由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批评，逾期仍未改

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据相关规章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

同时，在航线申请、航班时刻、运量增加、建设投资等方面予以限

制：

（一）未按照本规则第十四条的要求与航空公司签订的航班

备降保障协议，做好航班备降保障工作的；

（二）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五条的要求，航班备降保障中基础设

施建设严重滞后的；

（三）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九条的要求，向空管单位及时、准确

地共享或通报航班备降相关信息的；

（四）未按照本规则第二十条的要求，发布航行通告的；

（五）未按照本规则第二十条的要求，无故不接收航班备降

的；

（六）未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一条的要求，积极协调海关、移民

等联检单位，严重影响航班备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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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民航西藏区局，各监管局，民航大学、飞行学院、管干院、航科院、民
航二所、工程咨询公司，各地区空管局，航安办、政法司、计划司、财
务司、国际司、运输司、飞标司、空管办、公安局，中国航协、民航机
场协会、民航飞行员协会。

　 民航局综合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