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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机场建设理论与实践》全面介绍了机场系统的构成 及其基本设施，详细叙述了机场的全生
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从选址、规划 、设计、施工建设到建成、运行维护等）及其工作。
从理论上提出了数字机 场的概念并给出了其基本框架和作用，介绍了要建设数字机场所需的关键与 
支撑技术及其发展状况，并回答了我国能够建设数字机场的现实可能性。
 另外，从宏观上和微观上回答了在我国如何规划与建设数字机场的问题。
同 时，阐明了规范化和标准化在信息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发展趋势，并介绍了数 字机场、绿色机场与
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数字机场建设理论与实践》主要针对机场规划设计、机场运行管理部 门中的有关人员，相关专业
的本科生、研究生，同时也可作 为所有想了解或欲从事机场相关领域工作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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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军库，工学博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网络应用分会理事
、“数字民航发展趋势”论坛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博士毕业后一直在民航工作，从事过通信、导航、航管、气象、网络、软件及智能建筑弱电工程、项
目管理及空间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规划设计、咨询监理和研究工作；负责了多项大型重点和重大工程项
目，如首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机场、上海虹桥机场、昆明长水机场、南京禄口机场、海口美兰机场
、拉萨贡嘎机场等项目，以及中国民航京、沪、穗三大区域管制中心项目，中国航空销售全球分销系
统（GDS）工程等项目，涉及民航机票订座、离港、电子商务等多个业务。
参与设计和建设的多个项目，分别获得民航局优秀设计一等奖、詹天佑大奖等。
先后发表论文30多篇，著作1部。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航联合基金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各1项；主持或参加民航科技基金4项；主持
完成行业标准1项。
目前正在进行民航数字化与信息化、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科技先导型和人性化服务”的绿色
机场以及机场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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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跑道附属区域 （1）跑道道肩 跑道道肩是在跑道纵向侧边和相接的土地之间有
一段隔离的地段，这样可以在飞机因侧风偏离跑道中心线时，不致引起损害。
此外，很多大型飞机采用翼吊布局的发动机，外侧的发动机在飞机运动时有可能伸出跑道，这时发动
机的喷气会吹起地面的泥土或砂石，使发动机受损，有了道肩会减少这类事故。
有的机场在道肩之外还要放置水泥制的防灼块，防止发动机的喷气流冲击土壤。
 跑道道肩一般每侧宽度为1.5m，道肩的路面要有足够强度，以备在出现事故时，飞机不致遭受结构性
损坏。
 （2）跑道安全带 跑道安全带的作用是在跑道的四周划出一定的区域来保障飞机在意外情况下冲出跑
道时的安全，分为侧安全带和道端安全带。
 （3）侧安全地带 侧安全地带是由跑道中心线向外延伸一定距离的区域，对于大型机场距离应不小
于150m，在这个区域内要求地面平坦，不允许有任何障碍物。
在紧急情况下，可允许起落架无法放下的飞机在此地带实施硬着陆。
 （4）道端安全地带 道端安全地带是由跑道端至少向外延伸60m的区域，建立道端安全地带的目的是
为了减少由于起飞和降落时冲出跑道的危险。
 在道端安全地带中有的跑道还有安全停止道，简称安全道。
安全道的宽度不小于跑道，一般和跑道等宽，它由跑道端延伸，它的长度视机场的需要而定，它的强
度要足以支持飞机中止起飞时的重量。
 2.滑行道 1）滑行道的概念与作用 滑行道是在机场上修建的供飞机滑行的道路，它从机坪开始连接跑
道两端。
其作用是连接飞行区各个部分的飞机运行通路，沟通停机坪与跑道或机场的其他部分，其中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飞机停机位置滑行道 停机坪一部分作为一条滑行道，仅为使飞机加入其停机位置。
 （2）停机坪滑行道 滑行道网络中位于停机坪上的那一部分，以使飞机能从停机坪上滑行穿过。
 （3）快速脱离滑行道 与跑道成锐角相连的滑行道，使着陆的飞机能以较大速度滑离跑道，以便将跑
道被占用的时间减至最低。
 滑行道的宽度由使用机场最大的飞机的轮距宽度来决定，要保证飞机在滑行道中心线上滑行时，它的
主起落轮的外侧距滑行道边线不少于1.5～4.5m。
在滑行道转弯处，它的宽度要根据飞机的性能适当加宽。
 滑行道的强度要和配套使用的跑道强度相等或更高，因为在滑行道上飞机运行密度通常要高于跑道，
飞机的总重量和低速运动时的压强也会比跑道所承受的压强略高。
 滑行道在和跑道端的接口附近有等待区，地面上有标志线标出，这个区域是为了飞机在进入跑道前等
待许可指令。
等待区与跑道端线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止等待飞机的任何部分进入跑道，成为运行的障碍物或产生
无线电干扰。
 2）滑行道的建设 滑行道系统的规模是依据机场建设目标年起降架次，典型高峰小时起降架次来确定
的，其最低要求参见25节。
 跑道、滑行道的宽度通常按我国民航现行行业标准《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民用航空支线机
场建设标准》中的规定确定，道面设计宽度和厚度则会留有适当发展余地。
 通常根据道面所采用的不同结构型式来确定飞行区跑道、滑行道道面的设计使用年限。
 （1）水泥混凝土道面 水泥混凝土道面具有维修量少、使用寿命长、耐腐蚀等特点，一般使用寿命
为20～30年，结合我因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实际使用情况，设计使用寿命一般采用20年。
 （2）沥青混凝土道面 沥青混凝土道面具有维修方便、飞机运行舒适、噪声小等特点，对于改性沥青
混凝土道面一般使用寿命为10～15年，结合我国机场沥青混凝土道面实际使用情况，设计使用寿命一
般采用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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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机场建设理论与实践》主要针对机场规划设计、机场运行管理部门中的有关人员，相关专业的
本科生、研究生，同时也可作为所有想了解或欲从事机场相关领域工作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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