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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运行支持系统设计的研究 

高  兴 

（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广东广州  510403） 

摘  要：本研究主要围绕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运行支持系统的设计展开。首先，概述了民航通信导航监视系统在民航运行中的重要性。接着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运行支持系统设计方案，该方案结合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旨在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并满足

未来民航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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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民航业的快速发展，通信导航监视系统作为保障飞

行安全和提高运行效率的关键设施，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传

统的通信导航监视系统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技术落后、

性能不稳定、维护困难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民航业的发展。因

此，研究和设计一种新型的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运行支持系统，对于

提升民航运行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航通信导航监视系统在民航运行中的重要性 

民航通信导航监视系统在民航运行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这一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民航运行的安全性和效率。 

首先，通信系统是民航运行中的“神经系统”。它承载着地面与

飞机之间的信息传输任务，确保飞行员能够接收到准确的导航指令、

天气信息、交通状况等重要数据。在紧急情况下，通信系统更是飞

行员与地面救援之间联系的桥梁，对于及时救援和减少事故损失具

有重要意义。 

其次，导航系统为飞机提供了准确的飞行路径和方向。在复杂

的空域环境中，导航系统扮演着“指南针”的角色，确保飞机能够

按照预定的航线安全、准确地到达目的地。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

导航系统不仅提供了传统的仪表飞行导航，还实现了区域导航、精

密进近等高级功能，大大提高了飞行的灵活性和准确性。 

最后，监视系统通过实时监测飞机的位置和状态，为地面管制

员提供了全面、实时的空中交通情况。这使得管制员能够根据实际

情况做出及时的调度和决策，确保空中交通的安全和顺畅。在航班

量日益增长的今天，监视系统的作用愈发凸显，为民航运行的高效

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民航通信导航监视系统是民航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民航运行的安全性和效

率。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确保其始终

处于最佳运行状态，为民航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运行支持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以企业的业务过程为依据，采用 UML

模型进行设计，从而达到了各个阶段的模型化、可视化。 

（一）电子值班功能模块设计 

电子值班系统，就是对相关的网络信息技术进行有效地运用，

为值班管理创建一个电子的在线服务平台。 

1. 值班考勤 

值班人员进入岗位后，必须登录系统，由系统自动确认并记录，

并按时出勤。在相关部门，为每一位值日员设定了对应的帐号及密

码，以备登录系统之用。另外，也可以采用面部识别或指纹登录的

方式，体现方便性。 

2. 排班管理 

在相关的功能设计上，应该是在获得了值班信息后，对其进行

全面的分析，从而完成了各个级别的值班工作，达到了快捷、方便

的线上交接班。比如：上岗前的登记，交接班时的注意事项，工作

要点，常见的问题等等。排班表应该简化、合理、高质量、高效率，

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方便员工之间的衔接。 

3. 交班功能 

值班人员根据需要，在值班界面中输入值班信息，内容有：设

备运行状态确认，昨日值班日志信息，故障信息，遗留问题等。同

时，要确保该作业在规定的时限之内进行，以免影响当班工作的效

率。 

4. 值班监管 

当班期间，要按规定按时登录监控系统，并做好工作日志，内

容有设备工作状态、故障问题、处理方法和结果等。为确保监督的

有效性，定期将有关资料上载。另外，该系统还能对数据进行自动

统计、聚类分析，并对其中的问题和缺陷进行归纳，形成每周、月

度、季度、年度的报表。 

5. 故障管理 

故障管理方面，具体包括故障分类检索、故障分析、故障报告、

故障处理方案、故障处理跟踪管理、故障处理效果评价等功能，相

关工作人员在登陆系统之后，可以随时对设备故障及管理情况进行

掌控。 

6. 审批功能 

通过网络，各级领导可以随时掌握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人员情况，

并与工作人员进行即时接触，审核通过后，再由上级领导签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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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向上级汇报。同时，要做到信息的共享，把设备的操作和管理

状况及时通知到各有关部门，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支撑。 

（二）设备管理功能模块设计 

设备管理，涉及到设备主管和各层级的领导，二是设备、备件、

仪器仪表等的操作监测与维护。 

1. 设备维管功能 

主要负责设备的新增、报废和设备排程等的管理，完成设备库

的分类管理，构件管理，板级管理。在对设备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可以利用物联网技术对设备进行实时的数据分析，包括设备的性能，

位置，使用单位，价值，时间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利用二维码技术，将所有的设备都扫描一遍，就能获得相应的数据。 

2. 固定资产管理功能 

在系统设计过程中，由于设备是企业的一种固定资产，因此要

对其进行定期的估价，了解其使用状况，防止资产的损失。同时，

对企业的财务管理也具有很强的支撑作用。比如，增加固定资产的

功能，就是员工报销以后，要将固定资产进行登记，然后上交资产

管理部门，技术部门，主管部门，等部门审核，才能入库。对固定

资产的报废处理，由固定资产管理人员负责，填写报废文件，办理

出库审批手续，并及时进行此信息的更新与共享。固定资产的调拨，

是由调用部门先填写一张请款单，然后再由主管进行审核，并将出

库的原因和时间等内容交给主管审批。 

3. 设备运行实时管控 

通过对设备的实时监控，可以使故障的检测和处理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得到及时的处理，防止造成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具体的设

计中，应该在设备的现场安装一个视频监视系统，以便管理者能够

对设备的现状进行遥控管理。另外，还需要收集与设备工作状况有

关的信息，并利用无线传输功能，将其上传到管理平台，由它来分

析和评估设备的状况，判断是否需要停机维修，是否有故障，是否

需要减载。在设计上，将监测系统和空管设备中央监控系统相结合，

实现对数据的采集和采集。 

4. 信息共享服务中心 

在设备的管理上，通过设立信息共享服务中心，及时、全面、

准确地向有关部门公布与设备管理有关的信息，相关的部门能够依

据已有的信息，来制定管理工作的策略，并对设备的使用方案进行

规划，从而减少企业的内部冲突。另外，通过对手机 APP 的有效运

用，能够及时登录、查找该信息，进行相互沟通，共同完成工作，

克服时空的局限。 

（三）人员管理功能模块设计 

人是民用航空通讯、导航、监控、运营支撑系统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要从“管人”到“管事”，必须加大相关部门的管理投资。 

1. 基本信息管理 

工作人员基础信息管理功能，主要是记录工作人员的姓名，年

龄，性别，学历，入职时间，职务，等级，岗位工作内容，获得过

的奖励等，并编制工作人员基本资料表格，对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做

了详细的介绍。同时，要有专门的人员对这些数据进行定期的修订，

以确保目前的数据和现实的数据相符。 

2. 工作人员考勤管理 

在这个模块的设计中，主要是对员工请假、考勤、加班等数据

的统计，相关的功能也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在请假一栏中，要将

请假的时间、原因、工作交接情况、审批人员、请假时间等都要写

清楚，以供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评估和工作调整的参考。另外，针对

不同员工的考勤，采用了一般员工、基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

等分类设置的方式，并进行详细的审批程序，逐级审核，避免影响

到工作的正常进行。同时，利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对员工的出勤情

况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如：对员工休假的原因进行统计、不同年

度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其业绩的影响等。 

3. 培训管理 

培训管理的功能模块的设计，包括培训方案的编制，外出培训

的注册，培训的注册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培训评估和培训交

流评估体系，以反映企业的创新精神，提高企业的服务能力。本文

认为，在这个平台上，应该建立起一个培训资源库，将与培训内容、

教学课件、经典模式、培训计划等内容结合起来，让员工能够从中

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从中学习，从而提高自己。 

4. 人力资源云平台 

在人事管理模块的设计上，要确保目前的人力资源能够满足工

作的需要。因此，可以通过相关部门构建一个包含目前各个部门对

人员的需求和现状、每个员工的现状和综合素质以及招聘渠道等信

息的人力资源管理云平台。这样，管理层就能够及时地对人员进行

调配，确保人才的供应。特别是对某些重要职位的员工，要利用云

计算平台做好人才储备工作，防止出现“断条”现象。 

结语 

本研究对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运行支持系统的设计进行了深入探

讨，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设计方案。该方案结合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理念，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有望为我国民航业的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总之，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运行支持系统的设计研究是

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通过不断优化和创新，我们可以为民航

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高效和安全的通信导航监视服务。 

参考文献 

[1]李明.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运行支持系统设计研究[J].电子技术

与软件工程，2022，（09）：25-28. 

[2]熊桂梅.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设备运行风险[J].中国航班，2021，

（10）：113-115. 

[3]吴昊.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运行风险管理思路探索[J].数字通信

世界，2019，（01）：159. 

[4]沈锋，姚志炜.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运行风险管理思路探索[J].

民航管理，2017，（07）：67-70. 

[5]王健宇.关于民航通信导航监视设备校飞方案的探讨[J].中国

新通信，2016，18（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