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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一、能力提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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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 《论语.学而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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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背景



 能力

能力是指按照规定标准执行任务所必需的技能、知识和态度的

组合；

 能力要素

能力要素是指要达到某个既定目标而需要完成的各个不同任务，

该任务应有明确的起止界限和可以观察到的结果。



 差错（MPL）

差错是指导致结果偏离飞行任务要求或预期结果的行机组的行

为或不作为；

 差错(61)

差错是指飞行机组的一项行动或不行动，导致偏离组织或飞行

机组的意图或期待。



 威胁（MPL）

是指在机组影响范围之外发生的事件或差错，它增加了运行复

杂性，必须加以管理以保障安全裕度；

 威胁(61)

是指超出飞行机组影响能力之外发生的事件或差错，它增加了

运行复杂性并且应当加以管理以保障安全余度。



 差错管理（MPL）

差错管理是指查出差错并且采取对策予以回应的过程，该过程

减轻或消除差错的后果，并降低再次出现差错的概率或非预期的航

空器状态；

 差错管理（61部）

是指查出差错并且采取对策予以回应，从而减轻或消除差错的

后果，降低再次出现差错的概率或航空器非理想状态的过程。



 威胁管理（MPL）

威胁管理是指发现威胁并且采取对策予以回应的过程，该过程

能够减轻或消除威胁的后果，并且降低出现差错概率或非预期的航

空器状态；

 威胁管理（61部）

威胁管理是指查出威胁并且采取对策予以回应，从而减轻或消

除威胁的后果，降低出现差错的概率或航空器非理想状态的过程。

。



 非预期航空器状态（MPL）

非预期航空器状态是指飞行机组将航空器置于不必要风险状况

时发生的状态。

 航空器非理想状态（61部）

无



Outline二、能力提升的目标



1

2

能力全面提升

3

全面推进阶段：2018年全年

• 飞行人员综合能力全面提升

• 飞管体系管理能力全面提升

• 训练体系自我督查能力全面提升

启动实施阶段： 至2017年底

• 统一思想

• 现场督查和问卷调查

• 聚焦近期目标

系统提升阶段 ：十三五结束

• 建立长期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 建立数字化和系统化的飞行管理体系

• 建立与公司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飞行人

员综合能力训练体系

行动计划：2016-2020



机组必需成员应具备的基本能力要求

 MPL对执照申请人飞行“技能”的要求

审定需要最少机组至少为两名驾驶员操纵的涡轮动力飞机上，能够作为机组

必需成员按照目视飞行规则和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并且能够达到下列要求：

（1） 威胁和差错的识别和管理；

（2） 在各种情况下，在飞机限制范围内，平稳而准确地人工操纵飞机，以确保圆满

完成程序和机动动作；

（3） 用与飞行阶段相适应的自动模式来操作飞机，并且保持对工作中的自动模式的

意识；

（4） 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准确完成正常、非正常和应急程序；

（5） 与其它飞行机组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且表现出有能力切实履行机组失能和

机组协调程序，包括机组分工、机组配合、标准运行程序（SOP）的执行及检查单的

使用。



对航线运输驾驶员能力的基本要求

国际民航组织

 知识

必须至少在要求科目中演示与授予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

并且与预期航空器类别相符的知识水平。

 技能

担任机长完成所要求各项程序和动作的能力：其胜任程度与授

予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

 态度：无明确定义与要求



通过检查的标准（满意的演示）--态度

 满足相应的执照要求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并具备保证安全的能

力：

 通过成功地演示各个科目，熟练掌握了该型航空器。展示其技

术熟练程度和能力，并达到认可的标准。

 展示了良好的判断能力和机组资源管理能力

行为表现



熟练检查的标准（CCAR-121 附件E）



国际民航组织“知识”的要求

航空法

• 与航线运输
驾驶员执照
持有人有关
的规章条例

；
• 空中规则；
相应的空中
交通服务措
施和程序；

航空器的一般
知识

• 飞机系统；
• 动力装置；
• 使用程序和

限制；
• 设备和系统
使用及检查

；
• 维修程序；

飞行性能、计划和
装载

• 装载及质量分布对航
空器操纵、飞行特性
和性能的影响；重量

和平衡计算；
• 起飞、着陆和其他性

能数据，包括巡航控
制程序使用和实际运

用；
• 飞行前准备和航路飞

行计划；空中交通服
务飞行计划的准备和
申报；相应的空中交
通服务程序；高度表

拨正程序；

人的行为能力

• 人的行为
能力，包
括威胁和
差错管理
的原则；

气象学 领航 操作程序 飞行原理 无线电通话



国际民航组织对“技能”的要求（1）

胜任程度与执照的权利相适应
，并且能够：

• 飞行前程序，包括运行飞行计的
准备和飞行计划的申报；

• 所有飞行阶段的正常飞行程序和
动作；

• 与动力装置、系统等设备故障有
关的不正常和应急程序与动作；

• 机组失能和协调程序，包括任务
的分配、配合及检查单的使用；

• 仪表飞行程序和动作，包括模拟
发动机故障；

a. 飞行前程序
b. 飞行前检查、检查单的使用、滑

行与起飞前检查；

担任机长完成所列各项程序和
动作的能力

• 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 在各种情况下，在航空器限制范围
内平稳而准确地手动操纵航空器，
以确保圆满地完成各项程序或动作
；

• 用与飞行阶段相适应的自动化模式
来操作航空器，并且保持对工作中
的自动化模式的意识；

• 在飞行的各个阶段能准确地完成正
常、不正常和应急程序

• 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和飞行技术，包
括有条理的决策和对事态保持警觉
；



胜任程度与执照的权利相适应
，并且能够：

C）在正常、不正常和紧急条件下按
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程序及动作
，至少包括下列各项：
—起飞时转入仪表飞行；
—标准的仪表离场和进场；
—航路仪表飞行规则程序；
—等待程序；
—仪表进近至规定的最低标准；
—中断进近程序；
—仪表进近着陆；

d) 飞行中机动动作和特殊飞行特性。

担任机长完成所列各项程序和
动作的能力

• 与其他飞行机组成员进行有效沟通

，并演示有能力切实完成机组失能

和机组配合程序，包括驾驶员任务

的分配、机组配合、标准运行程序

（SOPs）的执行及检查单的使用

。

国际民航组织对“技能”的要求（2）



知识识别并管理风险和差错

飞机飞行轨迹管理-人工操纵

领导力和团队合作





针对“三基”短板-训练模块——推进联合集中训练

应急生存

安保

紧急医学

危险品

CRM、
联合演练

飞行、客舱、空保
联合集中训练



1、明确飞行人员“能力”的法规定义与标准

2、制定“东航机组能力评估系统标准”（包括3个附件）；

（1）东航飞行机组能力评级分数标准

（2）机组能力定义与性能指标

（3）东航飞行机组能力评估工作单（模拟机）

3、【管理链条-训练】覆盖到“全东航系”，所有机型，模拟机培训中

4、【管理链条-运行】《东航飞行机组实际运行经历记录表》，更新修订为《驾驶员飞行

日志》，覆盖到新机长结束

5、【关键岗位】制作“机长预备班课程”的录像，并推送给所有运行单位

6、【监督指导】东航飞行技术管理与能力提升检查工作单；东航飞行机组必需成员能力提

升基础知识考试题。

与推进主要内容（2016-2017）



2016.10                                      2017.5

历时7个月，完成对东航旗

下18家运行单位的能力提升

督导检查和现场问卷调查。

开展对运行单位的能力提升督导检查和现场问卷调查

运行单位覆盖率



公司管理

训练管理体系没有形成闭环

训练政策的管理周期过长、时效性差

对训练质量的监督检查环节薄弱

飞行训练缺乏针对性

对大数据的开发应用不足，缺乏IT技术支撑

督导检查和问卷调查

发现的问题现象

飞行机组

飞行员非精密进近能力

飞行员机动飞行能力

飞行员起飞、复飞阶段飞行技能

飞行员着陆阶段飞行技能

飞行员典型故障决策能力

飞行员通讯沟通能力

训练机构（飞培）

飞培与飞管部存在职责交叉和关系界定不清

飞行教员队伍的管理

缺乏统一的教案和高质量的课件

对训练行为、训练质量缺乏内部管理机制

运行单位

管理链条太长，公司标准、政策落实存在偏差

缺少对建立运行经历人员的持续跟踪

运行压力和训练资源使用的冲突

高技术等级人员（教员、检查员）使用欠合理

基层管理人员技术能力得不到保持，甚至下降

督导检查和问卷调查发现的问题“现象”



【问题1】：管理链条长： ICAO  民航局 公司 运行单位 大队中队

【问题2】：上下管理链条以及不同单位之间的管理能力不均衡

【问题3】：核心技术岗位的团队能力引领作用的发挥存在差异；

【问题4】：运行标准：差异化较大

【问题5】：QAR政策偏差

【问题6】：高质量的培训课件，缺乏

【问题7】：运行压力与训练资源使用的冲突

【问题8】：不同型别机队存在差异

【问题9】：技术分析（经验型）与驾驶舱梯度，在不同机队中差异明显

总结归纳的问题 原因



管理链条：偏长、
且独立
纵向：单一链条长；
横向：管理链条没有形成
闭环

管理周期：偏长
训练：12个日历月
熟练检查：6个日历月
审计：12个/24个日历月
运行：每个航班

经验周期：不平衡



Stage 2st Plan

第二阶段工作目标



A
识别--制止--纠正

飞管体系管理能力向“全面”管理推进：

• 确立“始终将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持为持续运行安全服务”的工作方针

• 以安全发展为中心 ， 能力提升为工具

• 通过安全管理委员会，贯彻到能力提升中的实施、应用、监督和完善的全过程

安全管理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

飞行技术管理委员会

可靠性管理委员会

S D

C
飞管训练系统

安全保卫系统航空安保委员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方得始终

 安全是什么？

 如何保证？

 如何持续？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Outline
道-法-术-器-用能力的应用

平衡+可持续



(GB/T 28001)对安全的定义:“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
险的状态”。

对安全的定义：安全是一种状态，即通过持续的危
险识别和风险管理过程，将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的风险降低至并
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其以下。

安全的定义：

http://baike.baidu.com/view/319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107.htm


恐惧区

训练行为和质量
监管机制

学习区

学习的推进——思维闭环

舒适区

知道——悟到——做到——得到



安全

运行单位

• 【人与人】=关键因素

• PF

• CAPT+FO

• PF +PM+CRM

• PF【单飞】

• 入校

安全管理之 人

明确PF是能力提升的“出发点”

—公共安全
—安全三要素

—差错/管理

—威胁/管理

—非预期航空器状态



安全管理之 机 ：FCU/MCP

推力

俯仰

β

外形

通讯

速度 高度航向

导航

飞行机组

ATC

AOC

R/D A-

ICE

DME

时间管理 乘务长



安全管理之 环 ：人 环境

防冰雷达

环境

DME



Outline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论语.学而篇第一》



飞行员 教 与 学 ——职业生涯周期

01

02

03

06

05

05

点
• 情景意识

• 包线与限制
• 自动系统的理解
• 新技术的掌握

• 记忆项目

面
• 平衡+可持续性

•

线
ＰＦ/ＰM 执行程序的规范性

• 初始动作与流程
• 分工与口令
• FCU管理
• FMA报出

• 检查单

04
体

• SPD+三维
•

面
• 平衡+可持续

•

线
Ｆ/ＰM 执行程序的规范性
• 初始动作与流程
• 分工与口令
• FCU管理
• FMA报出
• 检查单

点
• 情景意识
• 包线与限制
• 自动系统的理解
• 新技术的掌握
• 记忆项目



飞管高等级岗位管理周期：

飞行机组

飞行教员

飞行检查员

局方人员

风险



Outline
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教学能力提升

—— 《论语.学而篇第一》



识别-制止-修正

多重风险

保持底线意识

偏差修正

放手与放
口

飞行员--人工操纵

先制止后修正

迅速而柔和

少量多次

先俯仰后横侧

先位置后交叉



训练体系自我督查能力全面提升：建立健全训练质量审计制度

组建训练质量审计队伍

国内外航校 签约训练机构 运行单位



底线

• 安全底线

• 技术底线

• 训练底线

• 检查底线

• 运行底线

三基

• 基础

• 基层

• 基本功



PM的能力提升：放手量的管理

传道-授业-解惑

PF 放手与放口
PM

总结 教学相长



Stage 3st Plan

能力提升工作展望



1

2

避免

安全周期

3

• 管理周期
• 飞行人员综合能力全面提升

• 飞管体系管理能力全面提升

• 训练体系自我督查能力全面提升
• 风险周期
• 统一思想

• 现场督查和问卷调查

• 聚焦近期目标

• 理顺顶层设计

运行/经验周期
• 建立长期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 建立与公司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飞行人

员综合能力训练体系

• 建立数字化和系统化的飞行管理体系

目标



核心风险

1、空中失控/冲突

2、空中相撞/损伤

3、可控撞地

4、冲/偏出跑道

5、擦机尾/发动机

6、跑道入侵

7、通讯中断

8、重着陆

9、落错跑道

10、地面损伤

突出风险

1、颠簸伤人

2、反恐

3、驾驶舱梯度/放手量

其他风险



N知识 S技能

1、航空法 1、识别威胁和管理差错

2、航空器的一般知识 2、飞行轨迹控制-人工操纵

3、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 3、飞行轨迹控制-自动飞行

4、人的行为能力 4、程序的应用

5、气象学 5、问题解决和决策

6、领航 6、领导力和团队协作

7、操作程序 7、工作负荷管理

8、飞行原理 8、情景意识，交流沟通和检查单使用

9、无线电通话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Thanks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