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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配套教材·飞行技术系列：仪表飞行程序设计原理》共分7章，依据
国际民航组织中国民航的相关规范，其内容包括：飞行程序的非精密进近、精密进近、雷达进近、区
域导航程序、离场程序和机场运行最低标准等。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配套教材·飞行技术系列：仪表飞行程序设计原理》力求全面，并对大量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力求客观、真实、浅显易懂，使飞行学员能很好地掌握在飞行各阶段内使用的飞
行路线。
其目的是为了保障飞行安全，加速流量，同时需要兼顾如操作简便、节约成本等因素。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配套教材·飞行技术系列：仪表飞行程序设计原理》体系完整，内容
全面，注重实践，既可作为民航飞行专业本科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飞行相关考试或自学的参考书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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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7精密进近雷达程序 精密进近雷达（PAR）由航向天线、下滑天线、发射机、接
收机和两套显示器组成，安装在跑道入口之后500～1800m（或跑道中点）且离跑道中心线100～250m
处。
航向天线发射的波束宽0.8°、高2.5°，可以在预定的仰角（可在—1°～+8°范围内调整）上20°范
围内左右扫描，扫描频率约30次／min；下滑天线发射的波束宽3°、高0.7°，可在调定的方位上（可
在±10°范围内调整）上下扫描，扫描范围为—1°～+8°，扫描频率约30次／min。
PAR的有效距离在20°方位扇区和7°仰角扇区内不少于9n mile（国产791型着陆雷达在中雨天气不少
于15km，一般天气不少于35km）。
 PAR有一个航道显示器和一个下滑道显示器。
显示器上分别有航道、下滑道和距离标志。
当回波出现在显示器上后，雷达管制员观察回波的位置及其轨迹，看是否在航道和下滑道标志线上。
如果发现有偏离现象，应立即通过对空通信台下达修正指令，对飞机提供航迹和下滑引导，使飞机沿
预定的航道和下滑道进近着陆。
 PAR进近属于精密进近，它的最低超障（OCH）可以降低至大约60m（200ft）。
 3.7.1程序构成 1.到达阶段的飞行 PAR只能观察着陆方向雷达在有效作用范围内的飞机，因此对于进场
着陆的飞机，必须依靠监视雷达或导航台将其引导到跑道中心延长线（PAR航道）上，然后利用PAR
继续引导飞机沿预定的航道和下滑道下降到决断高度，进行目视着陆。
 到达阶段的飞行就是从起始进近和切入PAR航道前的中间进近至跑道中线延长线的飞行，一般从航路
导航台开始，或是监视雷达引导区内进行，要求沿定位点之间的预定航迹或由雷达管制员按雷达识别
标志引导至跑道中线延长线。
从最后一个已知定位点开始的飞行时间要能充分保证完成雷达识别程序，如果不能建立雷达联系，或
驾驶员不能确定其位置，则应规定回到最后的定位点。
 2.中间进近航段 中间进近可分为偏置进近和直线进近两种方式。
偏置进近由依据导航台的预定航线或由雷达管制员引导的航线到切入跑道中线延长线，航迹方向与跑
道中线延长线不一致。
切入中线延长线上的一点至切入下滑航径的一点之间的距离，应能满足飞机在切入下滑航径以前能调
整速度和外形，并稳定在中线延长线（PAR航道）上，以利于开始最后进近。
下降航径切入点应确定在PAR作用区之内至少2n mile（4km）处。
 偏置航段的最佳长度为5n mile（9km），最小长度取决于起始进近航迹切入的角度。
 直线进近的航迹与跑道中线延长线一致。
如果能利用在跑道中线延长线上的导航台完成直线进近，则除了雷达识别以外不要求特殊的中间进近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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