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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体育运动安全通用要求（征求意见稿）》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促进全民

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等国家战略政策，对我国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进一步推动航空体育运动在国内的发展，发挥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在航空

运动项目健康发展中的协调作用，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

启动了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以标准化的形式主动服务社会，引导行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建立统一市场体系、保障市场公平。

为加强航空体育运动安全的规范管理，促进航空飞行运动的普及推广，确

保航空体育运动的场地、器材、人员、飞行、安全与应急等相关要素与过程规

范管理，根据 2022 年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标准制修订计

划，受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委托，

北京国体世纪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负责开展《航空体育运动安全通用要求》

标准编制工作。

（二）主要起草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北京国

体世纪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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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航管中心与国体认证组织召开了标准化工作启动会。会上，

明确了标准化对象为航空体育运动的安全通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工作计

划，对各项目开展进行了项目分工，分别明确各个项目对接人。

2022 年 6 月-10 月，起草组通过检索文献、查阅政策文件、借鉴相关标准

和规范文件，对航空体育运动的分类、基本要求、场地器材要求、人员要求、

飞行要求、安全与应急管理等相关要求进行梳理分析，完成《航空体育运动安

全通用要求》团体标准草案。

2022 年 10 月和 2023 年 2 月，起草组组织内部讨论会，逐条逐项对《航空

体育运动安全通用要求》团体标准草案进行讨论，提出针对标准具体内容的修

改建议，在对各项意见进行整理修改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航空体育运动，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和航空运动器材在空间范围内进行体

育活动的总称，主要包括开展航空体育竞赛、训练、培训、知识普及与教育、

表演等。常见航空体育运动项目包括气球（热气球）、飞机（滑翔机、轻型飞

机、特技飞机、直升机）、超轻型飞机（自转旋翼机、动力悬挂滑翔机）、跳

伞、滑翔伞、动力伞、悬挂滑翔翼、航空航天模型和模拟飞行。

航空体育运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级赛事活动始终保持“零事故”

的纪录，但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近年来社会大众参与航空体育运动持续高涨，

航空体育项目培训、体验等飞行活动逐渐增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保障开展

航空体育运动的竞赛、训练、培训、表演等活动时必备的场地、器材设施、人

员、安全与应急管理等要求和条件，让从事航空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在具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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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基础上享受体验、学习和参赛乐趣，带动航空体育运动市场蓬勃发展，

是推动航空体育运动普及、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制定和实施《航空体育运动安全通用要求》标准，对航空体育运动的分类、

基本要求、场地器材要求、人员要求、飞行要求、安全与应急管理等内容进行

规范，旨在坚决保障航空体育运动安全底线，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航空

体育运动安全与发展，确保爱好者安全地参与航空体育运动，带动航空运动市

场蓬勃发展，推动航空体育运动普及、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

二、 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航空体育运动安全通用要求》标准制修订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

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航空体育运动安全

通用要求》对航空体育运动的分类、基本要求、场地器材要求、人员要求、飞

行要求、安全与应急管理等等方面做出规定，尽可能与国际、国内标准与相关

管理办法保持一致。

（二）本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开展航空体育运动训练、赛事、培训、

表演、体验等活动的航空体育单位和个人的安全管理。

2、标准主要内容：本文件规定了航空体育运动的分类、基本要求、场地器

材要求、人员要求、飞行要求、安全与应急管理等相关要求。

（三）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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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参考《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体育总局航管中心 中国航空

运动协会关于加强航空运动安全工作的通知》《体育总局航管中心 中国航空运

动协会关于加强航空运动赛事活动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资料。

三、 主要技术要点和关键内容指标说明

本文件主要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航空体育运动的分类、基本要求、场地

器材要求、人员要求、飞行要求、安全与应急管理等相关要求。

（一）术语与定义

本部分共提出五个术语。

一是航空体育运动，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和航空运动器材在空间范围内进

行体育活动的总称，主要包括开展航空体育竞赛、训练、培训、知识普及与教

育、表演等。

二是民用航空器，指除用于执行军事、海关、警察飞行任务外的航空器。

常见用于开展航空体育运动的民用航空器为热气球、滑翔机、轻型飞机、直升

机、自转旋翼机等。

三是航空运动器材，指开展航空运动所使用的，除民用航空器之外的器材

总称，常见航空运动器材为动力悬挂滑翔机、滑翔伞、动力伞、牵引伞、悬挂

滑翔翼、航空航天模型等。

四是飞行人员，指驾驶、操控或借助民用航空器或航空运动器材从事航空

体育运动的人员总称，飞行人员包括航空运动项目飞行员、操作员，跳伞员，

教练员等。

五是体验人员，指乘坐飞行人员驾驶的民用航空器或航空运动器材或在飞

行人员指导下操控或借助航空运动器材进行飞行活动的人员。

（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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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航空体育运动项目包括气球（热气球）、飞机（滑翔机、轻型飞机、

特技飞机、直升机）、超轻型飞机（自转旋翼机、动力悬挂滑翔机）、跳伞、

滑翔伞、动力伞、悬挂滑翔翼、航空航天模型和模拟飞行。

（三）基本要求

本部分主要包括六条基本要求。

一是开展航空体育运动训练、赛事、培训、表演、体验等活动应符合法律

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二是航空体育运动场所开放应符合GB19079.12、

GB19079.13、GB19079.24、GB19079.25、GB19079.26的要求；三是开展航空体

育运动，室外飞行应具备所需的空域条件，所使用空域需获得空中交通管理部

门的批准；四是举办航空体育赛事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符合《航空体育运动管

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并按照要求进行赛事活动的申办报批、备案；五是从事

航空体育运动训练和培训的机构，应按照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制定的教学大纲、

训练和培训规则、考核标准开展训练、培训活动；六是从事航空体育运动的单

位应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宜投保意外险和器材险。

（四）场地器材要求

本章节主要包括场地要求和航空运动器材要求。

场地要求针对飞行活动场地、场地辅助设施设备和安全标识提出具体要求。

航空运动器材要求针对气球、飞机、跳伞、悬挂滑翔翼、动力伞等提出具

体要求。

（五）人员要求

本章节主要包括飞行人员、教练员和体验人员。

飞行员主要针对身体条件、资质、年龄与保险等内容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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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员主要针对资质与执照提出要求。

体验人员主要针对身体条件和未成年人监护等内容提出要求。

（六）飞行要求

本章节主要包括飞行前准备、飞行实施、飞行结束和特殊情况处置要求。

飞行前准备主要针对计划、气象、人员和器材等内容提出要求。

飞行实施主要针对操作规范、飞行内容与执照匹配和禁飞区域提出要求。

飞行结束主要针对飞行记录基础要求。

（七）赛事活动

本章节主要包括具备赛事的条件、赛事审批与备案、器材检查、人员培训、

赛事活动安全区域划分和熔断机制等内容。

（八）培训活动

本章节主要包括培训内容、培训机构、培训大纲、培训组织、考核和培训

教练等内容。

培训内容包括飞行理论和飞行技能。

培训机构包括机构资质与管理。

培训组织包括培训大纲、课程设置。

（九）安全与应急管理

本章节主要包括安全管理、应急管理与事故处置。安全管理包括安全管理

制度和组织机构设置等要求；应急管理主要包括应急预案体系、培训、演练、

定期评估与改进；事故处置包括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等内容。

四、 本标准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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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并与参照采用的相关标准有一

定的对应关系。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 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目前，国内尚无针对航空体育运动安全通用要求的正式标准。建议标准发

布后，航空运动协会可组织起草单位编写标准宣贯读物出版、开展专题标准培

训等活动，更好推动的本标准的具体实施工作。

八、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 其他应予说明的情况

无。

十、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规定了航空体育运动的分类、基本要求、场地器材要求、人员要求、

飞行要求、安全与应急管理等内容。标准的制订旨在坚决保障航空运动安全底

线，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航空运动安全与发展，航空运动爱好者安全地

参与航空运动，有助于带动航空运动市场蓬勃发展，推动航空运动普及、可持

续与高质量发展。

十一、 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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