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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机场场址行业审查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和依据】为规范通用机场场址行业审查

工作，有序推进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根据《民用机场管理条例》

《通用机场分类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及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细则适用于民航行政机关对新建、

改扩建通用机场场址进行行业审查，并向地方政府出具行业意

见。

本细则所称改扩建通用机场是指跑道、直升机最终进近和起

飞区、水上起降区的新增。

第三条 【管理职责】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

负责对全国通用机场场址行业审查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负责对辖

区通用机场场址进行行业审查，并向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出具行业

意见。

第四条 【对接部门】飞行区指标 I达到 2或跑道宽度达到

23 米的跑道型机场，飞行场地指标达到 W3 的水上机场，其机

场场址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主管部门书面征求机场所在地管理局意见。

其他跑道型机场、水上机场、直升机场，其机场场址可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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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及以上政府主管部门书面征求机场所在地管理局意见（征求

意见函样式见附录 1）。

第二章 场址材料要求

第五条 【随附场址材料】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征求管理局行

业意见应当随附拟建通用机场概况（见附录 2）、拟建通用机场

的场址报告及必要的场址相关材料（场址材料内容见附录 3）。

第六条 【场址报告内容】通用机场场址报告应当至少包括

以下内容：

（一）机场场址基本情况，包括地理位置、平面构型及物理

尺寸、拟在本场运行最大使用机型情况等；

（二）满足机场运行安全要求的场址气象条件分析；

（三）满足机场运行安全要求的净空条件分析；

（四）满足跑道型机场运行安全要求的场地条件分析，或者

满足水上机场运行安全要求的场址水文条件分析；

（五）场址对邻近民用机场运行的影响分析，对跑道型机场

和水上机场场址周围半径 100km、直升机场场址周围半径 55km

范围内的民用机场（含已规划布局的机场）及相关空域情况进行

简单描述，说明其与场址的关系，以及航行上是否有冲突和矛盾；

如有，应说明能否相互协调，并提出解决方案；与涉及的民航空

管单位协调意见。

（六）相关附图，包括邻近机场关系图、机场场址位置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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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障碍物平面图。

第七条 【仪表飞行程序材料要求】拟建立仪表飞行程序的，

应当按照《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管理规定》要求，

提交仪表飞行程序相应报告。

第八条 【电磁环境及通导监视等材料要求】通用机场应当

提供满足机场运行安全要求的场址周围电磁环境情况分析报告

及测试报告。

拟建设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台站的，应当按照国家及民航

有关规定，开展台站建设及布置条件分析，提交场地保护及建设

条件分析报告。

第三章 行业审查程序

第九条 【审查程序-内容审查】管理局收到地方政府主管部

门的书面征求意见函后，应当对随附场址材料内容完整性进行检

查（流程见附录 4）。

场址材料不完整的，管理局应当书面反馈需要补充的材料内

容。

第十条 【场址踏勘】管理局应当对跑道型机场、水上机场

的拟定场址进行踏勘，复核场址报告内容。

管理局可以对直升机场拟定场址进行踏勘。

第十一条 【审查要求】管理局应当对机场拟定场址是否满

足航空器起降要求，以及是否对邻近民用机场（含已规划布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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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产生影响出具行业意见（见附录 5）。

第十二条 【技术评审】管理局可以委托技术服务机构对场

址报告进行评审，并结合评审结论出具行业审查意见。

第十三条 【补充审查情形】当通用机场场址发生以下变化

时，应当针对场址变化部分补充征求行业意见：

（一）增加跑道、直升机最终进近和起飞区、水上起降区的

数量的；

（二）跑道型机场的飞行区指标改变，场址位置或跑道方位

发生较大变化的；

（三）水上机场的飞行场地指标改变或者水上运行区位置发

生较大变化的；

（四）直升机场最终进近和起飞区位置发生较大变化的；

（五）飞行区指标 I 达到 2 或跑道宽度达到 23米的跑道型

机场，飞行场地指标达到W3的水上机场，由目视飞行规则调整

为仪表飞行规则的。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跑道型机场一般指在陆地上可供固定翼飞机起

降的机场。

水上机场指主体部分位于水上，全部或部分用于水上飞机起

飞、着陆、滑行及停泊保障服务的区域，包含水上运行区和陆上

相关建筑物与设施。

直升机场指全部或部分仅供直升机起飞、着陆和表面活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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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场地或构筑物上的特定区域，包括表面直升机场、高架直升

机场、直升机场水上平台和船上直升机场等类型。

第十五条 跑道型机场的飞行区指标按照《民用机场飞行区

技术标准》进行划分。

直升机场用以确定飞行场地设计原则所使用的直升机性能

分级按照《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进行划分。

水上机场的飞行场地指标按照《水上机场技术要求（试行）》

进行划分。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飞标司、机场司、空管

办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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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意见函样式

关于征求拟建××机场场址行业意见的函

民航 XXX管理局：

现就拟建 XX通用机场场址征求你局行业意见。

有关材料详见附件。

联系人： 电话：

附件：

1. 拟建 XXX通用机场概况表

2. 拟建 XXX通用机场的场址报告

3. 拟建 XXX通用机场的其他材料（如需）

XXXXXX

XX年 XX月 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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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 拟建 XXX 跑道型机场概况表

机场项目名称

投资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项目性质

□新建机场 机场飞行区指标：

改扩建机场

 跑道数量、方位变化：

 机场飞行区指标变化：

 其他变化情况：

地理位置 省 市 区 （具体到村/街道社区）

经纬度 机场标高（米）

跑道类别

非仪表跑道

仪表跑道
Ⅰ类精密进近跑道 □Ⅱ类精密进近跑道

Ⅲ类精密进近跑道

通信导航台站 □无
拟建通信导航监视台站

具体包括：

拟使用最大机型

机场基本信息

跑道编号 如：03/21

跑道长度及宽度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水面

助航灯光 □有 □无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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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 拟建 XXX 水上机场概况

机场项目名称

投资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项目性质

□新建机场 机场飞行场地指标：

□改扩建机场

 水上起降区变化：

 飞行场地指标变化：

□ 水上运行区位置变化：

地理位置 省 市 区 （具体到村/街道社区）

经纬度 机场标高（米）

拟使用最大机型

水上机场

跑道编号 如：03/21

跑道长度（米）

跑道宽度（米）

助航灯光 □有 □无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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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3 拟建 XXX 直升机场概况

机场项目名称

投资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项目性质

□新建直升机场

改扩建机场

最终进近和起飞区变化：

 其他变化情况：

地理位置 省 市 区 （具体到村/街道社区）

经纬度 机场标高（米）

拟使用最大机型

直升机场

机场类型
□表面直升机场 □高架直升机场

□船上直升机场 □直升机水上平台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TLOF尺寸（米） 长×宽，或 R半径

FATO尺寸（米） 长×宽，或 R半径

助航灯光 □有 □无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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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通用机场场址材料内容

序号 内容

符号说明

√：必要 ——：不涉及 ×：非必要

跑道型

机场

水上

机场

直升

机场

一、场址报告

1 场址基本情况

1.1 机场名称 √ √ √

1.2 地理位置 √ √ √

1.3 基准点坐标 √ √ √

1.4 机场标高 √ √ √

1.5 平面构型及物理尺寸（长度、宽度、

表面类型；TLOF 尺寸等）
√ √ √

2 拟运行情况

2.1 最大使用机型 √ √ √

2.2 最大使用机型相关参数 √ √ √

2.3 拟运行业务 √ √ √

3 场地条件

3.1 场地条件分析 √ —— ——

4 水文条件

4.1 水文条件分析 —— √ ——

5 气象条件

5.1
满足机场安全运行要求的场址气象

条件分析
√ √ √

6 净空条件

6.1 满足机场安全运行的净空条件分析 √ √ √

7 对邻近民用机场运行的影响分析 100km 100km 5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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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符号说明

√：必要 ——：不涉及 ×：非必要

跑道型

机场

水上

机场

直升

机场

7.1 机场周边空域现状 √ √ √

7.2 机场空域环境图（航路图为基准） √ √ √

7.3 机场场址周围的民用机场分布 √ √ √

7.4 机场与邻近机场分布图 √ √ √

7.5 机场与邻近机场关系表 √ √ √

7.6 描述本场空域范围 √ √ √

7.7 进离场飞行方法 √ √ √

7.8 邻近最近机场进离场航行分析（图+

描述）
√ √ √

7.9 协调措施（如有） √ √ √

8 附图

8.1 邻近机场关系图 √ √ √

8.2 机场场址位置图 √ √ √

8.3 周边障碍物平面图 √ √ √

二、其他材料

9 仪表飞行程序材料

9.1
拟建立仪表飞行程序的，提交仪表飞

行程序相应报告

10 电磁环境等材料

10.1
提供满足机场运行安全要求的场址

周围电磁环境情况分析报告及测试

报告

10.2 拟建设通信导航监视台站的，提交场

地保护及建设条件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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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场址行业意见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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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通用机场场址行业意见

关于征求 XX机场场址行业意见的复函

XX部门：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征求拟建××机场场址行业意见的函》

收悉。根据《通用机场场址行业审查实施细则》（民航****）的

要求，经审查，意见如下：

一、场址基本情况

（描述场址基本情况，包括：机场地理位置、机场基准点坐

标、机场类型、飞行区/飞行场地指标、起降磁方向等）

二、场址审查情况

1.拟定场址对航空器安全起降要求的分析情况

（可详细描述论证情况）

2.拟定场址对邻近机场的影响情况

（可详细描述论证情况）

三、审查结论

经审查，同意/不同意 XX机场在拟定场址实施。

四、其他意见建议

（非必要项目，可根据实际需要填写）

民航 XX管理局

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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