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02 行业 2014年11月24日 星期一 编辑：廖雯颖 美编：许雁爽 组版：韩舟 今 日 山 航>>>>

山航安全飞行20年

全全流流程程一一刻刻不不放放松松

自1994年12月26日首航，山东航空连续保持了近
二十年的安全飞行记录，先后四次获得民航局安全最
高荣誉奖“金雁杯”和“金鹰杯”。2014年10月更实现安
全飞行200万小时，荣获中国民航“飞行安全二星奖”。
2008年以来，山航杜绝了公司责任原因事故征候，连
续12年无公司责任原因空中停车事件。安全飞行20年
的背后，是山航持续提升的安全管控水平。

“山航20年安全管理过程，在我看来，就是不断
完善体系和制度，不断实现由人依据经验管理向依
据规章制度管理的转变过程。”山航航空安全管理
部副总经理赵洪国说。20年来，山航每次起飞和降
落，每一个环节从未放松安全的弦。 本报记者 白新鑫 杨万卿

机务小单元化精细维修

董巍是山航工程技术公
司青岛维修基地航线维修中
队一分队的组长。他说，安全
飞行离不开飞机适航(飞机
整个系统保持在安全可靠的
状态)，机务的工作就是确保
飞机适航。

航线维修人员主要负责
飞机在基地的航前、过站、航
后检修工作，从飞机当天第
一次起飞，到最后一次降落。
这是一项一丝不苟的工作，
每一项检查都有相应的工作
单卡，有明确的标准。“就像
飞机轮胎摩擦、扎伤，到多少
毫米可以放行，多少毫米超
标就要换轮胎，都有严格的

规定。”每做一项检
查，他们都要在工作
单卡上记录，并签字确
认。

航线机务人员的大
量工作是夜间的航后维
护，每天晚上7点半到次日
早上8点，仅山航青岛维修基
地值夜班的机务就在60人左
右。如何让这支队伍的维修
质量更加可靠，山航的做法
是推行小单元精细化维修，
在原有的大维修体系下，推
行小班组作业，做到专人专
注于一架飞机状况。这样可
以更加准确细致地判断故
障，集中优势力量解决故障。

细化签派“化整为零”

飞机起飞前的放行工作
由签派员完成，综合评估飞
机的各项指标之后放行飞机
并持续监控。山航运行控制
中心总签派室副经理徐龙友
告诉记者，每一名签派员都
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果断
冷静是每一名签派员都应具
备的心理素质。

为了增加签派工作的精
准度及安全性，减轻签派员的
工作压力，今年5月开始，山航
将签派细化成放行控制、运行
监控、应急管理三个单元。原
来一名签派员需要独立完成
这三部分，现在分为三名签派
员分别完成。目前山航是国内
第一家将飞行签派工作岗位
细化为三个单元的航空公司。

负责放行控制的签派员
制定飞行计划，包括航行通
告、起飞降落以及备降机场的

详细信息等共计20项
内容，了解航班机组
成员的详细信息，在
放行过程中，如果签
派员发现任何不安
全因素，可以随时单
方面终止放行。

飞机放行后的工
作就自动移交到了运
行监控席位。运行监控的
签派员对飞机在飞行过程
中的状态、油量、航路上的
天气进行实时监控。运行签
派员与机组通过ACARS系
统随时保持联系，直到航班
安全到达目的地。

一旦航班出现不正常，
如大面积延误等，就需要应
急管理席位出马。他们通常
快速制定出应急预案，在极
短的时间内完成应急情况的
处理。

飞机重心实时精准监控

陈洁是山航地服部济南
配控单元的带班主任，她的
工作是负责飞机的配载平衡，
通过对乘客、行李、货物重量
计算，测出飞机的重心位置
以及载重总量是否超标。
这是一项不可小视的幕后工
作，因为飞机重心一旦失衡，
就存在飞行安全隐患。

“10年前，我们通过计算
器、手拿尺子跟铅笔的方式
来计算飞机的载重重心以及
总重量。”陈洁回忆。2005年，
山航正式启用了计算机离港
系统，实现了配载计算的“人
工变自动”，很大程度上减轻
了配载人员的工作量，差错

率更为0。
值机柜台在

为旅客办理登机
牌之后称重托运
行李时，陈洁所
在 的 配 载 单 元
实 时 获 取 行 李 重
量 ，按 照 每 名 旅 客
80KG的体重，通过计算机
自动计算出飞机的重心以及
实际载重量。整个过程会在
起飞前2小时内完成。

波音737-800机型的载
重量在75-77吨之间，一旦
超重，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
货运部减少部分货物，保证
旅客的旅行安全。

飞机安不安全，机长是
最直接、最关键也是最后一
道关口。王伟是山航的一名
机长，他告诉记者，机长在执
行航班的前一天就要提前准
备，包括航线、相关机场、航
行通告、天气信息等材料。

王伟说，在飞行过程中，
机长要严格按照SOP(飞行
操作手册)操作，杜绝蛮干，

但不“蛮干”不代表不自
信，每一名机长都要对
自己的每一次操作充
满自信。到达目的地
机场的降落过程十分
关键，尤其是遇到特
殊天气情况，要及时
与机场沟通，了解备
降机场天气，按照规
定合理地选择降落或
是备降，此时机长的

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山航近年来推行机组搭

配“绿蓝橙”工程，根据机长
经验技术分级，绿色最好，蓝
色次之，橙色再次。新放飞机
长通常为橙色，只能跟绿色
副驾驶搭配。目前，“绿蓝
橙”系统已经把飞行员技
术等级、经历时间、人员特
点、英语能力以及机场类
别、特点列为考虑因素，将
机长、副驾驶和航线划分
为三大类、七小类，通过机
长 -副驾驶、机长-机场(航
线)合理搭配，以定量的方式
最大限度均衡机组实力。机
长资质还实施动态化管理，
12个月内出现3次或以上重
大差错即被降为橙色，直到
再过12个月没有出现同样问
题才能恢复资质。

“绿蓝橙”机组合理搭配

27岁的唐好伍可算是山
航空保大队济南二中队安全
员里的“老人”了。这个行伍
出身的年轻小伙子，有着过
硬的身体素质及成熟的应变
能力。目前，山航空保大队有
着320名和他一样身份的
“便衣”安全员。

和穿着制服的
飞行员、乘务员不
同，他们工作时必
须身着便装，混迹
于旅客当中。山航
对空保大队的安全

员们进行一年四次
的审核，考核不能通

过的安全员将面临先停飞、
后强化训练的“惩罚”。今年9
月，空保大队还专门请来山
东师范大学武术专业教授对
安全员们进行擒拿术培训。

唐好伍告诉记者，航班
延误是真正考验他们的时
候。个别乘客长时间呆在机
舱，情绪难免有些激动，这时
候安全员就要避免乘客做出
过激行为，及时维护客舱秩
序。另外，安全员们也会协助
乘务员确保机上没有出现吸
烟或者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
及其他可能影响航空安全的
现象。

空中安保甘做“便衣”

曹恒在山航内部有个称
号———“客舱业务大拿”。她
说，山航成立后到2000年期
间，客舱更重视服务水平。虽
然客舱服务人员会对乘客的
手机、安全带、行李存放进行
例行检查，但检查并不细

化。当时的餐盒垃圾都
会收到飞机的洗手

间，厨房饮料、啤
酒、箱子、托盘
等存放在厨房的
空置区域。这些
都具有一定的安
全风险，飞机一旦
出现迫降的情况，
洗手间的餐盒垃圾
都会飞出，成为乘客
逃生的障碍。

2000年到2010年是山航
客舱安全体系化建设的雏形
期。客舱服务人员有了规范
的训练大纲和客舱乘务员手
册。“这相当于客舱安全有了
法规，逐步走上了‘法治’之
路。”有了大纲和手册，客舱
安全从手把手凭经验的传授
走向了凭手册规范的传授。
客舱服务人员的安全防范更
加正规。2010年后，SMS系
统面世，山航客舱安全又上
了一个台阶。“我们从事后管
理发展到事前预防。”曹恒介
绍，对可能出现的威胁乘客
人身安全的飞机安全隐患，
客舱服务人员都会总结出来
并进行事先处理，以预防安
全事故的发生。

客舱安全也讲“法治”

链接

把把风风险险消消灭灭在在
过过程程每每个个细细节节

据山航介绍，SMS(安全管
理系统)体系的建设和持续完
善是安全管理提升的重要抓
手。SMS体系是中国民航局近
年来全力推广的国际先进安
全管理方法，包括安全政策、
风险管理、安全保证以及安
全文化四大支柱。通过SMS

建设，山航完善了安全管理
的组织架构、手册规章，完善
了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各项
安全管控措施。根据体系要
求，山航建立了完善的安全

管理机构；同时多年来不断
完善手册体系，这些都成为
安全的重要保障。

2 0年保证安全的过程，
也是安全管理不断深化的过
程。山航积累了一套较为成
熟的管理经验，公司每年初
与生产运行部门签订安全责
任书，部门再将责任书分解
签订至个人、岗位，把安全责
任落实到岗位、人头。赵洪国
直言，这是安全压力的传导，
通过层层分解不断强化安全

管 理 的“ 主 体 责 任 ，领 导 责
任，岗位责任，监管责任”。为
此，山航还构建了一整套“过
程管理”与“结果管理”相结
合的管理方法，公司每月都
要 分 析 当 月 安 全 形 势 和 趋
势，每月都要对各部门的安
全考核结果进行通报，每周
都要结合信息平台收集的员
工报告查找运行过程中出现
的各类风险隐患，对发现的每一
个问题绝不“手软”，持续跟踪、
整改，形成安全“闭环管理”。

20年来，从公司领导到每
一位员工，一直秉承“安全第
一”的理念，成为指导工作的出
发点，而这种“安全第一”的指
导思想更加强化了山航的安全
文化氛围，反过来这种文化氛
围又成为保证安全的无形动
力。山航之所以安全飞行20周
年，靠的正是全体员工自上而
下不打折扣的执行力和高度的
责任心，靠的是完备的规章管
理，而这些都将为山航的进一
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