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9月26日通航
2018年加入东部机场集团

跑道2800米航站楼1.77万平方米
2021年实现货邮吞吐量

1.96万吨，位居全国50位
2019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234万人次，位居全国67位

淮安机场基本情况



开展智慧化业务场景建设试点

政策引领

  问题导向

  因场施策

  循序渐进

推进原则

产学研深度合作

东部机场集团与
中电莱斯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淮安机场与中电
莱斯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坚持问题导向
全流程梳理运行痛点

一



  安全信息采集手段落后，运行态势感知能力差01

安全感知能力方面

l道面、围界、灯光监测和
净空巡查主要

，监控视频综合运用
分析不够，安全运行数据
采集不全面，

。

位置感知能力方面

l飞行区未实现航空器、保
障车辆和人员的实时定位，

空域航空器监视
信号不稳定。

实时定位

一、坚持问题导向，全流程梳理运行痛点



一、坚持问题导向，全流程梳理运行痛点
  数据共享不充分，人工保障作业量大02

人工作业量大

l数据采集多依靠人工填报、
对讲机和电话通知，信息
的

，保障人员
的精力多浪费在紧“ ”
航班动态、“ ”听对讲
及

等非核心保障环节中。

ATC 中小显
AWOS

航管信息

塔台多屏指挥
（原塔台席位布置图）

无场面监视

纸质台账
对讲通报信息

（原运控指挥席位）

保障呈多系统状态

l 不足，
没有信息集成平台融合运
行数据，致使生产运行保
障过程和结果的信息反馈
等各方面都

。



一、坚持问题导向，全流程梳理运行痛点
  运行指挥模式滞后，保障单位之间协同联动差03

空管和运控未建立

l未能建立空地一体化的全
局感知能力，致使运行指
挥中被迫只关注结果，

，各保
障单位之间交互协同不足，

。

l对场面航空器、保障车辆
，活动目标运动

状态分析以人工为主，缺
少实时风险监控和风险预
测。

互联互通的信息系统
空管未配置

塔台管制自动化系统



坚持因场施策
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二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业务场景建设框架

1.建设感知体系 2.搭建集成平台 3.高效协同应用

以提供空地一体化的航班运行全流程管控和监视服务为主线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推进思路

“2+N”整体业务场景建设框架

飞行区全景监控

车辆监视与管理

无人机探测与管控

广域多点+场面多点

跑道异物探测

围界安防

航班进程管控

自动转报系统

气象信息系统

全国流量系统

...N种信息化应用

中小机场
信息集成平台

+
塔台管制

自动化系统

航班显示系统

净空管理

时钟系统

安检信息系统

广播系统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建设全域感知网,提升安全感知能力01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建设全域感知网,提升安全感知能力01

物品遗留

区域入侵

区域统计

人员徘徊

人过 、车过

网过 、机过

依托该平台，已成功查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余名

机场范围内诈骗案件 发生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建设全域感知网,提升安全感知能力01

利用多点定位、雷达、车载差分定
   位等设备；

引入AI视频分析、物联网等技术，
   实现航空器、车辆和工作人员位置
   感知，及26个航班地面保障节点的
   自动化采集。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建设全域感知网,提升安全感知能力01

搭建航班进程管控、飞行区全景监控、
车辆监视与管理、跑道异物探测、围界
安防、泊位引导、智慧廊桥等一批信息
化应用场景，真正把降本增效、便捷高
效、安全有效落到了实处。 了人力
资源，劳动生产率指标位居集团成员机
场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建设全域感知网,提升安全感知能力01

移动巡查APP净空限制面三维重建

搭建

净空巡查
范围小及效率低等问题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建设全域感知网,提升安全感知能力01

   打造

无人机和鸟类探驱
一体，定位精度可达到

低空统一态势 鸟类分布热力图 移动端远程告警及处置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建设全域感知网,提升安全感知能力01

搭建

实现淮安机场 范围内
空地一体场面、起降和航路监视

广域多点定位系统探测区域（55公里范围内） 场面多点定位系统探测区域（13个基站部署图）



1

2

3

数据集成平台

运行指挥系统

协同决策系统（ACDM）

  建设信息集成平台，提升协同运行能力02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建设信息集成平台，提升协同运行能力02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在中小机场中率先完成与
    全国流量管理、塔台管制 
    自动化等11套系统的互联  
    交互;

  全面集成156类运行数据。

汇聚成航班运行
全流程数据流



  建设信息集成平台，提升协同运行能力02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Ø运行资源自动调配
Ø航班信息变更提示
Ø连携航班自动关联

Ø重要时间同步更新 (预达时间、CTOT)
Ø航班信息通报
Ø营运数据共享

  人工干预率

靠桥率较2019年提升约15分钟
    ＞97%计划自动发布、更新，数据准确率

次日计划核对工作量有效降低：

2-3小时



  建设信息集成平台，提升协同运行能力02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实时显示航空器、保障车辆和人员
定位信息

 实时更新“里程碑”节点时间建议
 进行作业超时、冲突预警，精度达        

自动采集关键保障节点信息，准确率

局方规定的共享数据项及时率和覆盖率
  超过 ，数字化能力指数 达 

到

以上

到



  建设信息集成平台，提升协同运行能力02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系统融合全

景视频、应急通告、FOD

告警等多种数据，采用视

频监控、图形化展示、弹

窗告警等多种方式对机场

场面运行状况进行监视。



  建设信息集成平台，提升协同运行能力02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目前已上线 多功能项已正常保障航班 多架次，使驻场航司、各保障单位各方同步感
知运行与环境态势，构建航班协同保障 。

个终端席位
多APP用户

实现机场驻场单位
及业务部门全覆盖



  建设信息集成平台，提升协同运行能力02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例如，场务驱鸟人员

可在APP设置航班预落15分钟播报提

醒，精准做好驱鸟和FOD排查等工作
配套APP：定制开发信息填报、通报、告警提醒、智能播报提醒等功能

2022年航班放行正常率排名位居集团成员机场第一，比全国平均值高 ，今年以来，
放行正常率较2019年提升 。



塔台管制
自动化系统

空地一体无缝
态势监视

视频识别
目标增强

电子进程单

与机场信息
交互协同

综合信息
集成显示

全面及时
风险预警

  建设塔台管制自动化系统，提升风险管控能力03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 空中防冲突
• 跑道防侵入
• 滑行防相撞聚焦

• “空地一体化”
协同指挥和全
覆盖监视实现



  建设塔台管制自动化系统，提升风险管控能力03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30米
  航空器空中监视精度

150米

  场面位置精度优于

    车辆位置精度优于

  剔除 的场面假目标



  建设塔台管制自动化系统，提升风险管控能力03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全国流量系统受控起飞时间、流控信息

气象
情报

飞机、车辆
态势“一张图” 气象、情报信息

运控部门停机位、关舱门时间

全国流量系统受控起飞时间、流控信息

实时标识离跑道距
离，及预落时间倒
计时

打通 套系统
数据集中引接交互 信息融合处理  屏集成关联显示 预计小时高峰时段保障架次由

2019年的 架次提升至 架次

                  空地一体态势界面                                        精准指挥态势“小窗口”                                                        电子进程单界面                           



  建设塔台管制自动化系统，提升风险管控能力03

二、坚持因场施策，搭建空地协同运行平台

不允许进跑道提示

C
3

基于电子进程单管制意图，结合监视数据，提供跑道侵入防控等功能

空中冲突告警

跑道侵入告警

降落时视频识别起落架未放下告警                             跑道异物、无人机等告警集成

通过对运行环境等多维数据融合

计算，自动提供

的信息传递和风险预警。

告警集成：预警时间提前, 有效

预防管制指挥



坚持循序渐进
稳步提升智慧化建设水平

三



  建设机场综合运控中心01

三、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提升智慧化建设水平

进一步深化与中电莱斯、华为技术、中国航信、华设设计等行业翘楚的合作

按照 的智慧机场运行模式

设立机场与驻场航司、驻场单位联合值班大厅建设信息中心，支撑打造机场综合运控中心



  拓展空地协同运行平台02

三、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提升智慧化建设水平

坚持
，开展智慧飞行

区 规划研究，
探索建设飞行区管理
平台，整合车辆管理、
道面监控、鸟情管理、
净空分析、FOD及无
人机探测等系统于一
体，致力于实现

的目标。



  聚焦智慧出行和智慧物流03

三、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提升智慧化建设水平

智慧出行方面
l 建设ONE ID、行李全流程追踪等系统。

实现旅客全流程自助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
更为“个性化”便捷服务，致力于实现

的目标，全面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智慧物流方面

l 建设货运和货检管理系统。

致力于实现 的目标，全面

提升物流运转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