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等职业学校航空服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

编审委员会

　　主　　编：辜英智

编　　委：王志鸿　刘天刚　王艺茹　黄代军

杨　宇　罗娅兰　李洪祥　杨　玲

杨　军　马秀英　周　敏　唐　冬

胡启潮　李清霞　石羽平



书书书

目

录目 录

第一章 民用航空发展的历史 ( 001)………………………………………

第一节 世界民用航空发展的历史 ( 001)………………………………

第二节 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的历史 ( 004)………………………………

第二章 飞机基础常识 ( 009)………………………………………………

第一节 飞机的结构 ( 009)………………………………………………

一、机翼 ( 009)…………………………………………………………

二、机身 ( 013)…………………………………………………………

三、尾翼 ( 014)…………………………………………………………

四、起落架 ( 015)………………………………………………………

第二节 飞机发动机工作原理 ( 018)……………………………………

一、活塞式发动机 ( 019)………………………………………………

二、空气喷气发动机 ( 020)……………………………………………

三、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 ( 021)………………………………………

四、涡轮轴发动机 ( 022)………………………………………………

五、辅助动力装置 ( 022)………………………………………………

第三节 飞机的组成系统 ( 023)…………………………………………

一、液压系统 ( 023)……………………………………………………

二、燃油系统 ( 024)……………………………………………………

三、电气系统 ( 025)……………………………………………………

四、照明系统 ( 026)……………………………………………………

五、飞机座舱环境控制系统 ( 027)……………………………………

六、防冰排雨系统 ( 028)………………………………………………

10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
#
$
%
&

七、防火系统 ( 030)……………………………………………………

八、机上设备 ( 031)……………………………………………………

九、航空机载设备及系统 ( 033)………………………………………

第三章 飞行基本原理 ( 040)………………………………………………

第一节 飞机的飞行环境 ( 040)…………………………………………

一、空气的基本性质 ( 040)……………………………………………

二、大气飞行环境 ( 041)………………………………………………

三、国际标准大气 ( 043)………………………………………………

四、飞行高度的确定 ( 044)……………………………………………

五、大气与飞行安全 ( 045)……………………………………………

第二节 飞机起飞与降落的过程 ( 049)…………………………………

一、起飞阶段 ( 049)……………………………………………………

二、爬升阶段 ( 050)……………………………………………………

三、巡航阶段 ( 050)……………………………………………………

四、下降阶段 ( 050)……………………………………………………

五、进近和着陆阶段 ( 051)……………………………………………

第三节 飞行的基本原理 ( 052)…………………………………………

一、飞机升力的产生 ( 052)……………………………………………

二、机翼上的升力 ( 056)………………………………………………

三、飞机上的作用力 ( 057)……………………………………………

第四节 飞机的平衡、稳定与操纵 ( 059)………………………………

一、飞机的平衡 ( 059)…………………………………………………

二、飞机的稳定性 ( 060)………………………………………………

三、飞机的操纵性 ( 062)………………………………………………

第四章 空中交通管制 ( 064)………………………………………………

第一节 空中交通管理概述 ( 064)………………………………………

一、空中交通管理的任务 ( 064)………………………………………

二、空中交通管理机构 ( 065)…………………………………………

三、飞行间隔标准 ( 066)………………………………………………

第二节 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 068)………………………………………

200



目

录

一、机场管制 ( 069)……………………………………………………

二、进近管制 ( 070)……………………………………………………

三、区域 ( 航路) 管制 ( 071)…………………………………………

四、程序管制 ( 072)……………………………………………………

五、雷达管制 ( 074)……………………………………………………

六、空中交通管制的移交 ( 077)………………………………………

七、空中交通通话及其使用的语言、时间 ( 078)……………………

第三节 飞行情报服务 ( 078)……………………………………………

一、航图 ( 079)…………………………………………………………

二、航行资料 ( 080)……………………………………………………

三、气象预报 ( 080)……………………………………………………

四、雷达情报服务 ( 081)………………………………………………

第四节 空域规划与空中交通流量管理 ( 082)…………………………

一、空域规划管理 ( 082)………………………………………………

二、空中交通流量管理 ( 085)…………………………………………

第五节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及新航行系统 ( 087)………………………

一、空中交通管制设施 ( 087)…………………………………………

二、新航行系统 ( CNS /ATM) 概述 ( 090)……………………………

第五章 民用机场概述 ( 095)………………………………………………

第一节 民用机场的发展历程 ( 095)……………………………………

一、民用机场定义及发展历史 ( 095)…………………………………

二、民用机场分类 ( 098)………………………………………………

三、世界航空港布局 ( 099)……………………………………………

四、航空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099)…………………………………

第二节 航空港功能区域介绍 ( 100)……………………………………

一、飞行区 ( 100)………………………………………………………

二、客运站区 ( 102)……………………………………………………

三、货运站区 ( 107)……………………………………………………

四、航管及助导航设施区 ( 108)………………………………………

五、其他支援辅助设施区 ( 108)………………………………………

300



!
"
#
$
%
&

第三节 我国大型航空港介绍 ( 109)……………………………………

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 109)…………………………………………

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 111)…………………………………………

三、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 ( 112)………………………………………

四、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 114)…………………………………………

五、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 115)…………………………………………

六、新香港国际机场 ( 116)……………………………………………

七、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 117)…………………………………………

八、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 119)…………………………………………

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 120)…………………………………………

十、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 122)…………………………………………

十一、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 123)………………………………………

第六章 民航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 ( 125)…………………………………

第一节 民航企业文化 ( 125)……………………………………………

一、企业文化的定义 ( 125)……………………………………………

二、主要内容 ( 125)……………………………………………………

附录: 我国部分航空公司的企业文化 ( 127)…………………………

第二节 民航企业公共关系 ( 130)………………………………………

一、民航企业的经营需要公共关系 ( 130)……………………………

二、民航企业公共关系的建立 ( 131)…………………………………

附 录 ( 135)…………………………………………………………………

附录一: 国内航空公司二字代码、票证代码及名称 ( 135)……………

附录二: 国内主要城市三字代码 ( 138)…………………………………

400



书书书

　
　
　
　
　
　
　
　
　
　
　
　
　
第
一
章

　
　
　
　
　
　
　
　
　
　
　
　
　
　
　
民
用
航
空
发
展
的
历
史

第一章　民用航空发展的历史

第一节　世界民用航空发展的历史

图１－１　蒙特歌菲尔兄弟的热气球

人类飞天的梦想自古有之，但

人类真正将飞天的梦想变成现实是

在１７８３年，法国的蒙特哥菲尔兄

弟制造的热气球 （图１－１）载人

升空，而后德国人开始用热气球运

送邮件和乘客，民用航空正式出

现。随着１８５２年飞艇在法国出现，

人类有了可以操纵的有动力的航空

器。随着气球、飞艇这些首先在民

用领域使用的航空器在军事上的使

用，航空器的作用日益凸显，但这

些航空器体积大，速度慢，且操作

不方便，因此它们的出现并没有开

辟真正的航空时代。

１９０３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制造的飞机 （图１－２）终于飞上了天空，

虽然他们的飞机只在空中停留了约１分钟，但这却是航空新纪元的开始。

１９０９年，法国人布莱里奥驾驶飞机成功飞越约４０千米宽的英吉利海峡，

１００



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国际航行。而后的１０年中，飞机在军事上的用

途逐渐增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极大地推动了航空技术的发展。

图１－２　莱特兄弟的飞机飞上天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间的航空

法 《巴黎公约》。１９１９年年初，德国开始了国内的民航运输，而英国、法

国也在同年８月开通了定期的空中客运。欧洲几个航空公司组建了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此后不久，欧洲就随之建立起了联系各国的航空网。

１９３３年，美国人林德伯格驾驶飞机横跨大西洋，而此时也出现了较

早的民航客机ＤＣ－３，该飞机能搭载３０名乘客，速度能达到２９０千米／小

时，航程有２４２０千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民航的发展几近停滞，

不过也得益其推动，航空技术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日后民航业的发展提

供了技术支持。

图１－３　ＤＣ－３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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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１９４４年，５４个国家在美国芝加哥的会议

上签署了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即 《芝加哥公约》，并根据公约的规定，

于１９４７年成立了国际民航组织。各国也建立起了民航管理机构，民用航

空从此变成了一个较为规范的世界性行业。

１９５０年，世界上第一架涡轮螺旋桨喷气客机投入使用，１９５６年苏联

的图１０４投入航线，１９５８年美国的波音７０７和ＤＣ－８投入使用，标志着

喷气航空时代的来临。尤其是波音７０７的速度可达到１０００千米／小时，航

程可达到１２０００千米，载客量可达到１５８人。

图１－４　波音７０７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航空业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材料科技

的进步，飞机又再次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空中客车Ａ３８０就是其中的佼

佼者。Ａ３８０是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研制生产的超大型远程宽体客机，

有空中巨无霸之称。

Ａ３８０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７日首航，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５日第一次商业飞

行。２００９年７月９日，新加坡航空开通首班新加坡至香港的Ａ３８０航班。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７日，Ａ３８０飞机正式执行中国大陆第一个载客飞行任务，

首飞北京到广州航线。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架Ａ３８０平稳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并于３月２日正式投入运营北

京—香港的航线。Ａ３８０在投入服务后，打破了波音７４７在远程超大型宽

体客机领域保持３５年的纪录，结束了其在市场上长达３０多年的垄断，成

为载客量最大的民用客机 （载重量最大的飞机是军用的安东诺夫的Ａｎ－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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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梦想式运输机）。

图１－５　空中客车Ａ３８０

第二节　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飞行器最早的国家，相传当初韩信为了向被围困在

垓下的项羽军队传送楚地已经被刘邦占领的假消息而发明了风筝。宋朝

时，中国就已经发明了火箭，明朝的万户还希望能乘坐火箭飞上天空并付

诸实践，虽然他最终因火箭爆炸被炸死，但却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利用火箭

飞上天空的人。

中国人真正开始走向天空，是从冯如开始的。１２岁随父漂洋过海到

美国谋生的冯如目睹了美国先进的工业，１９０３年，当得知美国莱特兄弟

发明了飞机后，他预见到飞机在军事上的价值，于１９０７年在旧金山以东

的奥克兰设立飞机制造厂，于１９０９年正式成立广东飞行器公司，自己任

总工程师。当年，公司便投入飞机制造。１９１０年７月，冯如根据寇蒂斯

“金箭”和莱特兄弟的 “飞行者一号”制造了一架飞机，并于同年１０月至

１２月驾驶它在奥克兰进行飞行表演且大获成功。１９１１年２月，冯如谢绝

国外的高薪邀请，带着助手及两架飞机回到中国。辛亥革命后，冯如被广

４００



　
　
　
　
　
　
　
　
　
　
　
　
　
第
一
章

　
　
　
　
　
　
　
　
　
　
　
　
　
　
　
民
用
航
空
发
展
的
历
史

东革命军政府委任为飞行队长。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５日，冯如在广州燕塘的一

场飞行表演中不幸失事牺牲，被追授为陆军少将，遗体被安葬在黄花岗，

并立碑纪念，被尊为 “中国首创飞行大家”。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５日，中国空

军司令员许其亮称冯如为 “中国航空之父”。

图１－６　冯如和 “冯如１号”

１９１８年，北洋政府交通部成立了筹办航空事宜处，这是中国最早的

民用航空管理机构。１９２０年，中国开通了北京—天津航线，这也是中国

第一条航线。该航线于该年４月２２日试飞成功，５月８日正式开航，运

载旅客和邮件。

１９２８年６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开始筹办民用航空。１９２９年５月，交

通部成立沪蓉航空管理处，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修建５个飞机场，同

时购买了美国史汀生飞机公司地踹特式上单翼小旅客机４架。航线的上海

—南京段于１９２９年７月开航，一年内，飞行总里程累计达１５万公里，载

客１２００人以及运送了众多邮件。

５００



图１－７　欧亚航空的行李标签

１９３０年７月，沪蓉管理处并入中美合办的中国航空公司。１９３１年２
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签订合办欧亚航空公司的合同，

欧亚航空公司于同年３月成立，５月开航，后发展为中央航空公司。

１９３３年，粤、桂、闽、黔、滇五省官商合作，集资设立西南航空公

司，购买史汀生小客机４架。１９３４年５月，广州—梧州—南宁—龙州线

开航；９月，广州—海口线开航。两条航线共长１３３８公里，抗日战争期

间停航，抗日战争胜利后复航，１９４７年再次停航。

图１－８　中央航空的空乘人员

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苏联中央航空管理局订立中苏

航运合约，合资组建中苏航空公司。航线定为从哈密经迪化 （今乌鲁木

齐）、伊犁到苏联的阿拉木图，航程１４１３公里，在哈密与中国航空公司航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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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连接。航线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５日通航，从重庆到莫斯科需要４～５天。

公司有道格拉斯ＤＣ－３式民航机３架。该航线于１９４８年因合约期满停

航。

１９４９年，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迁到香港。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

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代表两个航

空公司４０００名员工在香港宣告起义，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等随同

１２架起义飞机飞回大陆。之后，大批相关人员回国参加航空建设。

图１－９　８０年代的空乘服务人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民航事业加快了前进步伐，同时也取

得了非常大的成绩。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民航一定要走企业化的

道路。同年３月，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再次改为由国务院领导的直属局。此

后，中国民航在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改革，以原有６个管理局为基础，分

别组建了６家国家骨干航空公司。同时积极支持各地、各部门创办航空公

司。还将机场和航务管理分开，机场成为独立的企业单位，而航务管理归

属政府部门，受地区管理局领导。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作为国务院管理民航

事业的部门，不再直接经营航空业务，主要行使政府职能，进行行政管

理。

１９８０年，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买了波音７４７ＳＰ型宽体客机，标志我国

７００



飞机使用已部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１９８３年后，通过贷款、国际租赁
和自筹资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了一批波音和麦道多种型号的先进民航客
机，使中国民用航空使用的运输飞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淘汰
了一批老型号的飞机，加快了机型更新速度。到１９９０年年末，中国民用
航空已拥有各型飞机４２１架，其中运输飞机２０６架，通用航空和教学校验
飞机２１５架。大、中型客机的引进，客观上要求民航机场有一个与之相适
应的发展水平和配套设施。民航机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截至
１９９０年年底，有民航航班运营的机场总数达到１１０个，其中可起降波音
７４７型飞机的机场有７个。

“八五”期间民航业共完成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３２０亿元，新建、
迁建机场１９个，改建、扩建机场１５个，同时，新开工了一些大型机场建
设项目。到１９９５年年末，有航班运营的机场１３９个，其中能起降波音
７４７飞机的１４个，能起降波音７３７飞机的８１个。

到２０００年，全行业运输飞机达到６６０架左右，商载总吨位达到１．３５
万吨，客座数达到９．６万个，分别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７１％和５８％。全行业通
用航空飞机达到６００架左右。
２０１３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６７１．７２亿吨公里，国内航线完成

总周转量４６１．０５亿吨公里，国际航线完成２１０．６７亿吨公里，全国民用机
场完成旅客吞吐量７．５４亿人次，截至２０１３年年底，我国共有颁证运输机
场１９３个，有定期航线２８７６条，航空公司数量也达到４６家。总之，我国
民航业在过去虽然经历了许多波折，但其发展速度却异常迅猛，尤其是改
革开放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前景十分光明。

图１－１０　２１世纪的空乘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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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飞机基础常识

第一节　飞机的结构

飞机的组成部分包括机身、机翼、尾翼、起落架、动力装置和仪表设

备等。飞机机体指的就是构成飞机外部形状的部分和承受飞机的主要受力

结构，分为机身、机翼、尾翼、起落架。

一、机翼

飞机飞行时克服重力的升力是由机翼产生的。机翼升力的来源是空气

流经机翼上下表面引起的压力差，合力的方向就是机翼空气作用力，垂直

方向的投影为机翼升力，水平方向的投影为机翼阻力。因此，机翼产生升

力的同时也产生阻力，升力和阻力是同生同灭的，阻力是获得升力的代

价。升力和阻力的比值叫作升阻比，升阻比是机翼使用性能的基本参数，

升阻比越高，飞机就越省油。为适应飞机起飞、巡航、降落各阶段的要

求，需要人为地改变机翼的升阻比。飞行是通过驾驶员操纵改变机翼前缘

和后缘可以活动的部分，以之改变机翼的构型来实现的。

这些部分有前后缘增升装置 （缝翼、克鲁格襟翼、后缘襟翼、吹气装

置等）、副翼、扰流片、减速板、升降副翼等。如图２－１所示，两片机翼

对称安置在飞机机身中部的左右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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