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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要



一、项目概要 对照四型机场建设的要求，目前国内机坪的运行还处于相对传统阶段

1、地面设备电动化率较低，APU替代设备也未完全普及，导致机坪尾气排放偏高，空气污染较重。

2、机坪设备信息化程度较低，高级地面引导系统等先进技术在国内机场使用较少，各设备不能互

联互通，机坪运行还大多采用人工指挥调度。

3、机坪设备智能化水平较低，大部分设备连ECU控制和CAN总线通讯都没能实现。

燃油车辆多，空气污染严重 信息化设备落后，人工指挥效率低 设备智能化水平低，通讯难实现



一、项目概要

长沙机场2015年开始“油改电”试点工作，在全国机场提前三年率先打响“蓝天保卫战”，

作为全国“油改电”首批试点机场和蓝天保卫战首批示范机场，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长沙机场计划开展机坪设备电动化信息化可持续化系统工程项目，项目重点围绕绿色和智慧

两大核心，通过新型电动化、智能物联、人工

智能、大数据、无人驾驶等先进技术，探索机

坪全电动化运行模式，建设覆盖机坪所有设备

的智慧管理平台，总结制定机坪设备智慧管理

的信息化流程和标准，为提升机坪绿色运行指

标和智慧管理水平提供依据。



二、项目基础



二、项目基础

就近布局 合理布局

（一）在行业内创新型搭建了面向所有驻场单位的智能化公共充电服务平台，实

现充电网络机坪全覆盖。
长沙机场投资3000万元建设场内公共充电桩群组，将不同类型的66台充电桩以最合理的方式因地

制宜覆盖整个站坪区域，满足了不同车型在各种场景下高效充电的需求。



二、项目基础

电动引导车

电动摆渡车

电动牵引车

电动客梯车

…108台电动车辆

（二）电动车已成为日常航班保障主力
长沙机场电动特种车辆共计108台，电动车辆购置比例超过局方要求，电动车辆保障航班综合比

率达到66.5%。

大胆启用新型设备，在国内率先引进电动遥控抱轮式飞机牵引设备，能耗仅为普通电动牵引车的

1/4左右。  



二、项目基础

低压直流充电桩

国标直流9芯充电枪接口

国标交流7芯充电枪接口

统一充电接口

充电桩接口国家标准

（三）实现充电设施全车型覆盖、全面实现“桩兼容车”。
       针对不同种类动力电池车辆使用不同充电桩的行业难题，长沙机场通过研发基于国家标准的低压型国

标充电桩；给所有特种车辆安装电池管理系统（BMS）的方式统一了三大标准，在民航业内率先实现了新

能源车辆国家推荐标准的落地，不受限于动力电池种类和电压区间，实现充电设施覆盖全部车型。

BMS与充电桩通讯协议

铅酸电池信息采集

电动客梯车车载系统界面

铅酸电池管理模块BMS

统一标准后的车辆



二、项目基础

充电桩智能电源配电系统
国家专利初审合格

（四）供配电优化方案大大降低“油改电”准入门槛和资金投入。
       长沙机场在配电改造中利用既有电力系统融合共享电力供应，率先提出共享桥下电源方案，开发

出智能电力分配系统，该成果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电力改造最终成本不到总体规划一半，节约建设成本近千万元。



二、项目综述

地面空调 地面电源 地井电源

（五）APU替代设备使用率达到百分之百。

      2019年长沙机场按照 “应用尽用”原则，使用APU替代设施7.2万小时,节约航空燃油约1万吨，

减少碳排放约3.1万吨。



二、项目综述

长沙机场搭建了包含“油改电”和APU替代

设备的智慧监控管理平台，实现了对充电桩和

电动车辆的可视化、智能化监测。

车辆监控定位 机坪设备生命周期管理系统APU替代设备管理系统

充电桩电动车辆智能管理平台

（六）特种车辆管理模式进行重大革新,全面实现了智能化管理。



二、项目综述

新能源

特种设备

维修保养

中心

（七）组建了国内机场第一批新能源设备专业化维保队伍、建设了国内机场首

个专门的新能源设备维修保养中心。
维修中心的建立保障了新能源设备可持续市场化运营，全面提升了电动车辆的运行维修能力，

提升了新能源车辆的使用频率。 



三、建设规划



三、建设规划
（一）提升机坪设备电动化水平，探索机坪全电动化运行模式，助力机坪绿色发展

1、继续大力深入提升机坪车辆电动化水平，力争在项目期内可电动化车辆基本实

现全电动化。

2、推动行业更高效更节能的技术发展与落地，如动力电池标准化、模块化，更高

效的驱动方式，更高效的能量回收技术等，引导特种车辆行业按照电动化技术特点

升级迭代。
电池模块化

3、探索飞机辅助滑行、固定设备远程遥控操作、车辆远程控制与辅助驾驶、

基于航班运行的动态预约定制化地面保障等先进技术。
TAXIBOT飞机辅助滑行



三、建设规划
（二）以系统化、平台化思维，充分利用先进智能化技术，建设覆盖机坪所有

设备的智慧管理平台。

长沙机场在现有电动车辆、桥载设备监控平台的基础上，将打造涵盖全部地面设备的管理平台，实

现覆盖机坪全设备的智能监控系统。

通过在机坪设备上安装各种智能物联传感元件、提高设备的集成控制能力，更高效稳定的通讯系统

和更精准的定位系统等手段，为机坪设备的协同、高效、智能运行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



三、建设规划

（三）通过自身实力建设和相关技术合作，支撑可持续发展。

    通过与行业内具备实力的机构和企业进行战略合作，成立创新联盟，加大技术共同研发的力度

和培训力度，将长沙机场打造为行业示范中心，为蓝天保卫战的安全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智慧监控管理平台可对数据进行分析与交互，确保车辆充电和运营安全性，实现充电设备智能控制、

预警告警快速处理、车辆维修保养、APU替代设备智能管理等功能，并将所有信息整合分析，以时间

维度和设备全生命周期两个基本角度进行记录和

呈现，为提升机坪绿色运行指标和智慧管理水平

提供依据。
打造智慧监控管理系统



四、工作计划

2020年60%以上

深入推进机坪车辆电动化
（可电动化车型）

2021年70%以上

2022年90%以上



四、工作计划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智慧监控管理系统平台

先进智能化技术应用

可持续化发展

搭建平台的基本架构，
部分实现设备接入。

完善扩充平台功能，
基本实现设备接入。

实现平台各项功能
并与设备互联互通。

探索设备各类感知
系统的实现方案。

优化设备集成控制方案、测
试机坪辅助驾驶，探索机坪
高效通讯及精准定位的实现

方式。

新技术运行的测试、完善，
与管理平台的协同运行。

成立创新联盟，成立长沙
机场新能源设备研发和创

新基地。

新能源设备的研发和新能源
维保人员培训。

长沙机场新能源设备维修保
养中心成为设施齐全、人员

齐备的示范维保中心



四、工作计划
项目内容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深入推进机坪车辆电动化
（可电动化车型） 电动化率达到的60%以上。 电动化率达到70%以上。 电动化率达到90%以上。

智慧监控管理系统平台 搭建平台的基本架构，部分实现
设备接入。

完善扩充平台功能，基本
实现设备接入。

实现平台各项功能并与设备互
联互通。

先进智能化技术应用 探索设备各类感知系统的实现方
案。

优化设备集成控制方案、
测试机坪辅助驾驶，探索
机坪高效通讯及精准定位
的实现方式。

新技术运行的测试、完善，与
管理平台的协同运行。

可持续化发展 成立创新联盟，成立长沙机场新
能源设备研发和创新基地

新能源设备的研发和新能
源维保人员培训

长沙机场新能源设备维修保养
中心成为设施齐全、人员齐备
的示范维保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