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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
與珠三角空域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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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2017 



國家支持三跑道系統的發展 

 國務院於2016年3月15日發布
《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
合作的指導意見》 

1.明確支持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
建設 

2.鞏固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3.鼓勵香港國際機場加強與內地九
省區機場的合作 

4.明確支持統籌泛珠三角區域空域
資源管理使用，達致珠三角地區
內各個機場皆能健康有序地發展 

3 

1 2 

3 

4 4 



優化珠三角地區空中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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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目標 

提升珠三角地區空域整體航班
處理能力 

三方工作組 

香港民航處 澳門民航局 中國民用航空局 



優化珠三角地區空中交通管理 

 2007年三方工作組共同制定： 

《珠江三角洲地區空中交通管理規劃與實施方案(2.0版本) 

(簡稱《二零零七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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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盤考慮珠三角空域的規劃和協調

工作 

 以確保區內所有機場均能健康和有

序地發展 

 奠定了香港國際機場在三跑道系統運

作下，循序漸進地達至最終每小時102

架次航機升降量的長遠目標的基礎 



緊密交流 ‧ 攜手合作 

 民航處一直透過三方工作組與國家民航局和澳門民航局保持緊
密聯繫 

 去年五月，民航局空管局、民航處與澳門民航局在港簽訂了
《強化內地與港澳民航空管珠江三角洲地區空中交通管理規劃
與實施三方合作交流機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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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月，民航處與民航局空管局簽訂了

《內地與香港民航就支持珠三角地區航行

導航及空域持續發展聯合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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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區空域及空管最新發展 



珠三角地區空域優化計劃已落實改善措施 
主要包括： 

 在香港與廣州飛行情報區之間增設兩個空管移交點及相關航道 

 新增往來華東地區航道及相關空管移交點，供來往港澳及華東地區的
航班使用 

 落實優化珠三角地區外圍航路結構 

目標： 

 有助分流香港飛行情報區內航班及理順航空交通流 

 減低航班處理的複雜性 

 提升區內航機運作及航空交通管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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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落實改善措施 -- 新增空管移交點及相關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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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A 

TAMOT 

LELIM 

有助分流香港飛行情報區內航班及
理順穿越香港繁忙空域的多條航道 

• 減低航班處理的複雜性 

• 提升區內航機運作及航空交通管
理的效率 

DOTMI 

BEKOL 

SIERA 

原有空管移交點及相關航道 

新增空管移交點及相關航道 

Google Earth 2017 



三方工作組繼續積極進行各項珠三角地區
優化措施 

 內地與香港流量管理中心的直接聯絡機制 

 空中交通服務設施間數據通訊 (AIDC) 

 電子協調航班離港時間 

 機場協同決策 

 提升港澳地區往來華東地區航道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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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管理中心的直接聯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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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空管局  逐步建立香港、廣州與上海和國家
民航局空管局流量管理中心的直接
聯絡機制 

 可提升香港與內地空管部門對流量管
理措施及受影響航班進行協調的效率 

 有助減低各空管單位流量管理措施對
航空交通運作的影響 

 

上海 

廣州 

香港 

Google Earth 2017 



空中交通服務設施間數據通訊 (AIDC) 

 以自動化通訊方式取代現時以語音通話方式，向毗鄰空管單位傳遞
需要移交的航班的運行數據，以便雙方管制人員移交航班 

 有助提升香港及相關空管單位處理珠三角地區航班運行數據的效率 

 提升數據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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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Interface Between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s – Best Practice Guide for ANSPs, CANSO, 2016 

人手協調 

移交方空管單位決定航班的移交高度及時間等 
  

移交方的空管人員人手更新紙張航班進程單的資料 
 

移交方的空管人員利用直線電話致電接收方的空管人員 
(接聽電話的時間視乎對方工作量) 

移交方的空管人員口述移交航班的資訊予接收方的空管人員 
 

接收方的空管人員覆述移交航班的資訊予移交方的空管人員核實 
 

接收方的空管人員將按雙方移交協定去接收航班 
 

接收方的空管人員將航班資訊輸入其空管系統 
 

航班數據處理子系統處理完畢，有關接收的航班的資訊將顯示於雷達螢幕供
接收方的空管人員使用 

自動化協調 

移交方空管單位決定航班的高度並在輸入至空管系統 
 

移交方空管單位即時得悉接收方是否同意接受該航班 
 

接收方的航班數據處理子系統將自動處理有關數據並顯示在雷達螢幕上 

利用自動化協調將可省卻多個工序，
增加運行效率，提高準確度 

空中交通服務設施間數據通訊 (AIDC) 



空中交通服務設施間數據通訊 (AIDC) 

 項目的階段性測試經已完成 

 民航處現正積極與廣州空管單位進行另一階段測試，確保符合雙方的
技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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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協調航班離港時間 

 空管單位之間不時就航班的離港時間進行預先協調，以保障航空交
通運作安全有序 

 為提高協調效率，在香港及廣州空管單位之間採用電子方式取代以
人手協調飛經珠三角地區航班的離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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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 
Flight 123 

ready 

Flight 123, due to 
weather, will call 

you back with 
departure slot 

Hong Kong 
ATC Centre 

“Request 
slot” 

Guangzhou 
ATC Centre 

“Request 
slot” 

Time slot Time slot Time slot 

電子協調航班離港時間 

Tower, 
Flight 123 

ready 
Time slot 

Guangzhou 
ATC Centre 

Automatic data 
exchange 

現時以人手協調航班離港時間 



電子協調航班離港時間 

 民航處已與廣州空管單位共同進行並完成多項測試 

 已於今年四月成功在兩地空管中心現場進行試行運作 

 雙方技術人員現正商討對系統及程序進行調整，以便盡快正式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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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區實施機場協同決策 

 分享重要運作訊息 

 增加各類資訊的透明度，讓各機場持份者作相應安排 

 提升機場整體運作效率 

 於流量管理生效時，更有助減低航班延誤對旅客及航空公司的影響 

 去年，在香港及廣州空管單位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將電子方式協調
放行的數據引入香港國際機場協同決策數據分享平台 (A-CDM) 供
相關航空公司及空管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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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 燃油補給單位 機艙清潔人員 

 旅客 空勤人員 

  機場協同決策 

空管單位 

機場管理局 

航空公司 

餐飲服務 

飛機拖車 

貨運 
A-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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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機場最新的協同決策數據
分享平台 (A-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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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逐步提升港澳地區往來華東地
區航道的容量，以改善前往華東地
區的航班延誤情況 

提升港澳地區往來華東地區航道的容量 

往華東地區 

往港澳地區 

Doc 9673, Air Navigation Plan – Asia and Pacific Regions, ICAO 



共同邁進 

 三方同意研究強化數據交換及再進行快速模擬測試 

 有助進一步提升珠三角地區空管效率，及香港國際機場在三
跑道系統運作下，循序漸進地達至最終每小時102架次航機升降
量的長遠目標 

 今年六月及七月再進行技術層面及領導層面會議作詳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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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提升珠三角地區空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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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模擬測試 
Fast-time simulation (FTS)  

 模擬現實環境空中交通情況的電腦軟件 

 以靈活、高效率和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對
空中交通管理多個範疇在目前及概念設計
中作評估 

 透過高速運行，模擬測試能對一段長時間
的空中交通運作作可靠、真實及詳細分析 

 量化的測試結果有助航空界持份者在籌劃
決策階段作出有依據的優化空中交通運作
的決定 

 

 

 

 



三跑道系統相關的空管及空域規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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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和空管技術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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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 

香港國際機場 
其中兩個主要PBN

進場程序 

 利用更新及改進的衛星導航技術(PBN)
以優化本港的導航程序 

 



 國際民航組織不時推出有關飛行程序
設計更新版，為PBN飛行程序設計提
供新的設計要求及指引 

 民航處一直留意最新要求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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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 8168 Vol II Aircraft Operation -  
Construction of Visual and Instrument  

Flight Procedures 

指引內容包括涵蓋多個層面，當中包括
飛行程序保護範圍的計算及要求等 



民用航空和空管技術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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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2017 

「性能為本的跑道容量公佈」 
Performance-based Capacity Declaration 
(PBCD) 

 跑道容量管理策略 

 利用電腦模擬軟件，考慮跑道、空管等 
多個運作條件及不同航班的編配組合， 
去釐定一個可以提升機場容量及運作效 
率的航班時間表 

 目前已在倫敦希斯路機場有效使用 

NATS, 2015 



民用航空和空管技術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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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管局已委聘顧問對「性能為
本的跑道容量公佈」進行研究，
民航處將審視相關報告 
並探討在香港實施該技 
術的可行性  



民用航空和空管技術最新發展 

「歐洲對尾流紊流類型重新分類計劃」 
European Wake Vortex Re-categorisation (RECAT-EU) 

 美國聯邦航空局及歐洲空中航行安全組織於2005年提出 

 該計劃建議對國際民航組織現行對航機之間所需的尾流紊流最低間
隔標準重新進行審議及界定，包括將現行航空器尾流紊流類型由現
時四類重新劃為六類 

 目的: 達到更高效使用跑道容量 

 

 
29 



歐洲對尾流紊流類型重新分類計劃 
 (European Wake Vortex Re-categorisation, RECA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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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隨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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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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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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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80 A333 
B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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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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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90 LJ35 主要機種 

HEAVY SUPER MEDIUM LIGHT ICAO尾流紊流類型 

RECAT-EU建議分類 

RECAT-EU建議重新進行審議
及界定航機之間所需的尾流
紊流最低間隔標準 

減少 

增加 



民用航空和空管技術最新發展 

 機管局已委聘顧問對「歐洲對尾流紊流類型重新分類計
劃」進行研究，民航處將審視相關報告並觀察在歐洲部分
機場試行該計劃在空管效益方面的成效，和評估在港 
實施類似計 
劃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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