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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模拟飞行场地规范》（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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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推动航空运动项目在国内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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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模拟飞行运动的规范管理，促进模拟飞行运动的普及与提高，确保

各类模拟飞行场地空间与设备配置、环境、设备、场地安全等规范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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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飞行场地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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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鹰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蓝天航空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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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飞行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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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组集中技术人员通过检索文献、查阅政策文件、

借鉴相关标准和规范文件，对模拟飞行场地的分类、用途及空间与设备配置、

环境、设备、场地安全等要求进行梳理分析，完成《模拟飞行场地规范》团体

标准草案。

起草组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31 日，11 月 9 日、11 月 15 日组

织四次标准研讨会，逐条逐项对《模拟飞行场地规范》团体标准草案进行讨论，

并提出针对标准具体内容的修改建议，会后针对各项意见进行整理，起草组完

善标准讨论稿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模拟飞行也称飞行模拟，是基于飞行动力学、飞机系统、航电系统以及机

载武器系统的仿真建模技术，通过视觉、听觉、力感及过载模拟技术， 构建虚

拟的飞行场景，由仿真软件和硬件设备构成的实时仿真系统进行飞行训练或评

估的技术形式。

模拟飞行是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更是国际流行的航空训练

和娱乐形式，全球遍布着众多爱好者。作为一项新兴的以航空知识和飞行技艺

为核心的运动项目，模拟飞行在 2005 年就成为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开展的体育项

目，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主管，该项目在中国乃至世

界已拥有越来越广泛的活动人群。近几年，全国的模拟飞行爱好者逾百万，其

中包括众多青少年。未成年爱好者随着青少年赛事在学校、社区、校外机构的

推广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全国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始开展模拟飞行课程，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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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协开展活动的中小学超过 500 所，全国每年参加培训竞赛的学生遍布 25省，

人数超过 7 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

保障开展模拟飞行科普、教学、培训、竞赛、群众性活动时必备的场地、

环境要求，器材设施等基础条件，让从事模拟飞行运动的爱好者享受体验、学

习和参赛乐趣，带动模拟飞行教学培训市场蓬勃发展，促进模拟飞行运动技能

水平不断提高，是推动模拟飞行运动普及、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

一。

本标准从模拟飞行场地规范性角度出发，对模拟飞行场地的分类、用途及

空间与设备配置、环境、设备、场地安全等内容进行规范，旨在通过标准的应

用实施规范保障模拟飞行场地基础条件，提升模拟飞行场地安全管理水平，推

动模拟飞行运动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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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飞行场地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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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飞行场地规范》对模

拟飞行场地分类、用途及空间与设备配置、环境、设备、场地安全等方面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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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开展模拟飞行科普、教学、培训、考试、

竞赛、活动场地的规范。

2、标准主要内容：本文件规定了模拟飞行场地的分类、用途和规范。

（三）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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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参考《航空运动管理办法》《全国模拟飞行运动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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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飞行场地分类、各类场地用途和场

地规范。

（一）术语与定义

本部分共提出二个术语。

一是模拟飞行，也称飞行模拟，是指基于飞行动力学、飞机系统、航电系

统以及机载武器系统的仿真建模技术，通过视觉、听觉、力感及过载模拟技术

构建虚拟的飞行场景，由仿真软件和硬件设备构成的实时仿真系统进行飞行训

练或评估的技术形式。

二是官方全国性模拟飞行竞赛，是指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国航空

运动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航协）发布统一的竞赛规则并主办的，与我国民航和

军队飞行人才早期培养相衔接的，面向不同年龄段、不同技能等级人群的锦标

赛和普及型竞赛的系列赛。

（二）模拟飞行场地分类

根据目前国内模拟飞行开展现状，模拟飞行场地划分为五种类型，具体包

括模拟飞行专用教室、模拟飞行培训中心、模拟飞行考试中心、官方全国性模

拟飞行竞赛场地和模拟飞行科普专用场地。

（三）各类场地用途。

模拟飞行专用教室（以下简称专用教室）适用于学校、少年宫、青少年活

动中心等单位开展以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模拟飞行教学

大纲和课程为内容的模拟飞行教学训练。模拟飞行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培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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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模拟飞行校外机构开展以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模拟

飞行教学大纲和课程为内容的模拟飞行教学训练。模拟飞行考试中心（以下简

称考试中心）适用于模拟飞行技能等级评定的专用场地。

官方全国性模拟飞行竞赛场地（以下简称竞赛场地）和模拟飞行科普专用

场地按用途分为全国竞赛场地、省级竞赛场地和市级竞赛场地三个级别。全国

竞赛场地适用于全国性模拟飞行专业赛事及模拟飞行课外实践、科普研学活动。

省级竞赛场地适用于省级（含直辖市）规模模拟飞行比赛与模拟飞行课外实践、

科普研学活动。市级竞赛场地适用于市级规模模拟飞行比赛与模拟飞行社区活

动。

（四）工作要求

本章节主要包括场地空间要求、环境要求、专用设备要求和场地安全规范。

场地空间要求针对各类教室的场地功能配置、面积、数量和设备配置提出

具体要求。

环境要求针对室内装修、电气系统、照明系统、接地系统、防雷、空调系

统、门禁系统、消防系统和配套设施提出具体要求。

专用设备针对专用教室、培训中心、考试中心、竞赛场地、科普场地和场

地安全提出具体要求。

场地安全规范针对安全、消防、卫生、环保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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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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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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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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尚无针对模拟飞行场地规范的正式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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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规定了模拟飞行场地的分类、用途及空间与设备配置、环境、设备、

场地安全等规范。标准的制订有助于规范模拟飞行场地建设与管理工作，提升

模拟飞行场地建设与安全管理水平，能够为模拟飞行运动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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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