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用航空局应对突发事件总体预案 

1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民航管理部门在管辖范围内的以下工作： 

    (1)组织、指挥或协调下级民航管理部门、民航企事业单位应对

突发事件； 

    (2)制定专项或地区应急预案； 

    (3)组织、指挥或协调下级民航管理部门、民航企事业单位参与

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指挥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2 应急响应级别 

    依据突发事件对民用航空活动造成的威胁与危害，民用航空活动

中可能发生、引发的突发事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

以及协助和配合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处置突发事件的需

要，民航管理部门分别启动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应急响应。 

3 指挥体系 

    3.1 指挥机构 

    (1)启动Ⅰ级应急响应时，民航局成立应急处置指挥部，民航局

领导任指挥长；相关地区管理局成立分指挥部；民航局派出工作组与

相关地区管理局、监管局共同成立现场指挥部； 

    (2)启动Ⅱ级应急响应时，民航局成立应急处置指挥部或应急处

置指导小组，民航局领导或其指定人员任指挥长或组长；相关地区管

理局成立指挥部或分指挥部；相关监管局成立现场指挥部，民航局、

地区管理局视情派出人员参加现场指挥部工作； 



    (3)启动Ⅲ级应急响应时，相关地区管理局成立应急处置指挥部，

地区管理局领导任指挥长；相关监管局成立分指挥部或现场指挥部； 

    (4)启动Ⅳ级应急响应时，相关地区管理局成立应急处置指挥部

或应急处置指导小组，地区管理局领导或其指定人员任指挥长或组

长；相关监管局成立现场指挥部或指挥部。 

    3.2 指挥机构的组成 

    (1)如已有适用的专项应急预案，指挥机构的组成遵从专项应急

预案的规定； 

    (2)如缺少适用的专项应急预案，由指挥机构领导根据应急处置

的需要决定指挥部或指导小组的组成； 

    (3)成立指挥部时，指挥长可以要求相关民航企事业单位派出领

导干部或相关人员参加指挥部工作； 

    (4)分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的组成由分指挥部、现场指挥部指挥

长根据相关规定和应急处置需要决定。 

    3.3 指挥机构的主要工作职责 

    确定突发事件正在或者可能造成的威胁、危害；组织有关部门、

单位参加应急处置行动；组织、指导和协调维护事发现场的工作秩序；

组织制定防止次生、衍生事件发生的措施与应对方案；尽快恢复民航

的正常运行；改变应急响应范围，或宣告应急状态结束；发布相关工

作信息；收集、记录和汇总应对工作过程并及时向上级报告；制定其

他必要的应急处置行动方案并组织实施；向地方人民政府指挥部提供

民航专业技术支持。 



4 值守应急 

    4.1 值守机构 

    包括各级民航管理部门的值班机构、各级民航公安部门的值班机

构、民航各级运行监控部门。 

    4.2 值守应急的工作职责 

    接报、报告和通报可能威胁或危害民用航空活动的突发事件发

生、发展与应急处置信息，协助组织、指挥应急处置工作。 

5 预警 

    国家或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后，民航管理部门认

为突发事件将对民用航空活动造成严重威胁或危害时，应当向可能受

到影响的下级民航管理部门、民航企事业单位转发预警信息，并向上

级民航管理部门报告。 

    转发预警信息时应当说明事件的类别、影响范围、严重程度、发

展趋势与可能造成的威胁或危害。 

6 防范与应急准备 

    收到预警信息时，民航管理部门应当开展和部署防范与应急准备

工作，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部分或全部工作： 

    (1)研究、分析和判断突发事件可能对民用航空活动造成威胁与

危害的性质、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 

    (2)熟悉相关应急预案； 

    (3)完善和补充相关应急预案与防范、应急处置措施，并迅速落

实； 



    (4)检查关键设备与重要设施的备份设备、设施，做好随时启用

的准备； 

    (5)对有关设备、设施、场所的使用及民用航空活动做出必要的

限制或调整； 

    (6)部署相关应急救援队伍、专业技术人员做好随时开展救援行

动的准备； 

    (7)检查、补充应急处置设备、装备和物资，并做好随时启用的

准备； 

    (8)向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和通报有关工作信息。 

7 事件发生时的信息报告 

    下级民航管理部门在获悉情况后应当立即向上级民航管理部门

报告；情况紧急时监管局可以直接向民航局报告；民航局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向国务院报告，最迟不得超过情况出现后的 4 个小时。在时间

紧迫的情况下，可以先报告部分内容，但应当尽快补充、完善信息内

容。 

8 先期处置 

    (1)民航管理部门领导接到信息报告时,应当要求受到突发事件威

胁、危害的企事业单位立即采取措施，努力控制事态发展； 

    (2)上级民航管理部门启动应急响应之前，下级民航管理部门应

当依据相关应急预案，组织、协调相关企事业单位、事发地人民政府

及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努力控制事态发展； 

    (3)民航管理部门指挥机构建立之前，值守机构应当发挥信息沟



通优势，协助民航管理部门的领导组织、指挥或协调相关企事业单位、

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努力控制事态发展。 

9 应急响应 

    (1)民航管理部门领导接到信息报告时,应当尽快判断事件的类别

或危害的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2)民航管理部门领导决定启动应急响应时，值守机构应当立即

召集指挥机构领导、成员和相关技术专家前往指定地点集中； 

    (3)被召集的指挥机构领导、成员和相关技术专家应当尽快赶到

指挥机构办公地点并履行职责。 

10 应急处置 

    10.1 主要应急处置措施 

    民航管理部门可能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

施： 

    (1)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2)组织民航企事业单位派出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专业技术人

员和志愿者开展应急处置； 

    (3)组织、指导、协调民航企事业单位、国务院与地方人民政府

相关部门、解放军与武警部队搜寻、援救和妥善安置受到事件危害的

航空器与人员； 

    (4)根据事件的类别或危害的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相应

的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应急处置专家与民航专业技术人员进一步完善

应急处置措施； 



    (5)协调相关部门、单位派出人员、设备支援应急处置行动； 

    (6)维护事发现场的秩序，避免或减少对应急处置与调查评估的

不利影响； 

    (7)抢修被损坏的关键设备与重要设施，启用备份设备、设施或

工作方案； 

    (8)对有关设备、设施、场所的使用和民用航空活动做出必要的

限制； 

    (9)按照有关规定使用民用航空器； 

    (10)组织、协调优先运送应急处置所需的人员、物资、设备、工

具和受到危害的人员； 

    (11)调整民航运行方案，尽快恢复正常的民用航空活动； 

    (12)指导下级民航管理部门、民航企事业单位妥善安置受到威胁

或影响的人员； 

    (13)组织、协调事发现场清理工作； 

    (14)制定防止次生、衍生事件发生的措施与应对方案； 

    (15)组织应对发生的次生、衍生事件； 

    (16)及时报告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17)及时对外发布应急处置工作信息； 

    (18)详细记录情况的发生、发展、报告、响应和处置过程，妥善

保存原始资料信息。 

    10.2 人员、设备和物资的征调 

    征调的人员、设备和物资应当是开展应急处置必须使用的人员、



设备和物资。应急处置结束后，或处置过程中不需要继续使用被征调

的人员、设备和物资时，应当安排人员、设备和物资尽快撤离。 

    10.3 信息发布 

    (1)负责组织、指挥或协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民航管理部门为

主要信息发布单位； 

    (2)信息发布可以采用授权发布、发布新闻稿、组织宣传报道、

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其他适当的形式； 

    (3)信息发布的内容应当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别、

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已经采取和确定将要采取的应对措施，需要公

众采取的配合行动等。 

11 终止应急 

    11.1 终止应急的条件 

    (1)事发现场的人员、财产抢救行动已经结束； 

    (2)危害或威胁已经消失或清除； 

    (3)次生、衍生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已基本消除； 

    (4)受到影响的民航运行正处于有秩序地恢复之中。 

    11.2 终止应急的批准 

    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状态的终止由国务院批准；其他情况下应

急状态的终止由负责组织、指挥、协调应急处置的民航管理部门决定。 

    11.3 终止应急的程序 

    决定终止应急后，指挥机构向所有参加应急处置的下级民航管理

部门、民航企事业单位发出终止应急的通知，并向参与应急处置的相



关部门、单位通报。 

12 善后处理 

    12.1 指挥机构 

    部署相关民航企事业单位开展善后处理工作；组织、协调参加应

急处置行动的人员撤离，归还征调的物资、设备、工具及其他装备等；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向相关调查机构移交事发现场管理责任；总结

指挥机构工作，汇总工作记录。 

    12.2 民航管理部门整理、汇总工作总结与记录并向上级报告；

统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组织制定恢复、重建方案并组

织实施；对应对过程进行调查评估。 

    12.3 民航企事业单位 

    统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总结应对工作情况并向民

航管理部门报告；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制定人员伤亡抚恤方案，

申请人员补助与物资设备补偿；制定恢复、重建方案并组织实施。 

13 调查与评估 

    13.1 组织 

    (1)民航局负责对启动Ⅰ、Ⅱ级应急响应的情况进行调查与评估，

参加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组织的调查与评估； 

    (2)地区管理局负责对启动Ⅲ、Ⅳ级应急响应的情况进行调查与

评估，参加民航局、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的调查与评估。 

    13.2 内容 

    相关情况发生、发展过程；事件的类别与等级，或危害的性质与



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应急处置过程；经验教训以与改进建议，以及

其他相关内容。 

14 预案管理 

    (1)本预案由民航局综合司负责组织编写、评估与修订。 

    (2)本预案由民航局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5 定义与简称 

    (1)民航局：指中国民用航空局； 

    (2)地区管理局：指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 

    (3)监管局：指中国民用航空安全监督管理局或中国民用航空安

全运行监督办公室； 

    (4)民航管理部门：指民航局、地区管理局和监管局； 

    (5)民航地区管理机构：指地区管理局和监管局； 

    (6)民用航空器事故：指在我国境内发生，或由我国境内运营人

使用的民用航空器在境外发生的事故； 

    (7)民航各级运行监控部门：指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运行管理

中心运行监控室和设立于民航各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运行管理中心

的值守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