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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黑飞”再闯祸，飞入机场禁飞区致航班备降

等等待待无无人人机机““飞飞””过过的的关关口口

随着科技的发展，近几年
无人机逐渐揭开它的神秘面
纱，凭借着简单的操控流程，清
晰的拍摄画质，以及越来越“亲
民”的价格，无人机逐渐进入人
们的视野。

“一款消费级无人机价格
在七八千元，性能足够航拍爱
好者使用。”无人机发烧友郑先
生说。

然而随着这一新兴产业的
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无人机
进入市场后，随之而来的是低
空空域出现越来越多的无人机

“黑飞”。近段时间，不断有无人
机进入机场禁飞区域干扰民航
飞机导致航班大面积延误的新
闻出现，一时间无人机“黑飞”、

“乱飞”成为舆论话题。

“黑飞”惹祸致航班备降

4月17日14时15分，成都双
流机场附近空域，受无人机干
扰，11架航班备降至重庆、贵阳
机场。时隔一日，成都空域再次
遭遇无人机。截至当晚19时45
分，12架准备飞抵成都的航班
被迫备降，此前已有7架航班已
分别备降至重庆和贵阳，另有
一架航班已经返航。

连续两天，因无人机干扰，
超30架飞机备降重庆和贵阳。
这么密集的备降，近年来在成
都机场还属首次。

为何飞机要备降？当无人机
和民航客机相遇时，会发生什
么？民航西南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成都机场航班起降密度
大，一旦遇到无人机，飞机基本
没有避让空间。另外，航空器以
高速进场降落，此时飞行高度较
低，如果发生无人机危险靠近航
班飞机，或者发生无人机与飞机
碰撞，后果不堪设想。

据他透露，当无人机出现
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内，则即可
启动应急预案，“躲开它，最安
全的做法就是备降”。记者了解
到，飞机在起降时，都有固定航
路。若前续航班备降，则导致后
续一连串航班都有备降可能。

“我们的航班昨天也备降了。”
一位航空公司内部人士向记者
透露，连续两天大量航班备降，
对航空公司造成了不小的损
失。在他看来，航空公司损失事
小，旅客的生命安全事大，“备
降不仅扰乱了旅客的正常出
行，还打乱了后续正常航班”。

无人机飞行监管难

目前，我国在无人机监管
问题上还有诸多欠缺，现在的
政策法规越来越不能满足无人
机市场发展的需要。比如目前
对于无人机的管理规定，大多
源自2013年中国民航局发布的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
驶员管理暂行规定》。

《规定》中指出，无人机起
飞重量小于7公斤或飞行高度
低于120米、飞行距离不超500
米，无人机驾驶员可以不持有
驾照。但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

属于“黑飞”。而且在中国进行
无人机飞行需要满足三个条
件：第一、操作人员具有无人机
驾驶执照，目前唯一合法的执
照由国家民航AOPA颁发；第
二、军方审批的合法空域；第
三、申报民航飞行计划。

据了解，目前国内多数无
人机爱好者都有“黑飞”的现
象。这其中的安全事故隐患巨
大。但就现在无人机的管理办
法，既无强制的措施，也没有任
何机构对“黑飞”情况进行查
处，这些漏洞和空白更易引起
行业乱象。

尽管又出台一些新规，比
如在2015年12月29日，国家民
航局飞行标准司发布《轻小无
人机运行规定(试行)》；2016年
3月4日，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
标准司正式批准轻小型无人机
监管系统“优云(U-Cloud)”实
施运行，但在无人机的使用，特

别是空域管理上，是否会有一
个更宽松、更清晰的法律环境，
无人机在各个场景，尤其是低
空空域法规放开的最大限度在
哪，谁来保护无人机下普通老
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

今年25岁的高先生去年12
月购买了一台8000元左右的消
费级无人机，拿到无人机后高
先生在没有阅读说明书的情况
下自己为无人机进行了简单的
初始飞行设置，随后高先生便
带着无人机在市区内找到一块

“空旷”的场地开始首飞。
“因为是第一次飞，当时还

是比较谨慎。”高先生首飞比较
顺利，第二天他再次带着无人
机飞行，与第一次不同，第二次
的飞行高先生选择在小区里的
广场上。

起飞相对顺利，飞行过程
中高先生将无人机飞到了初始
设置的最大高度120米，返航时

他选择了一键自动返航。当无
人机即将返回小区降落到20米
高度时意外发生了。“我的这款
无人机有前置视距避障功能。”
高先生说，无人机返航时发现
前方小区的小高层楼房，在即
将到达楼房时无人机自动选择
了上升躲避障碍物。然后就在
上升过程中，高先生的无人机
撞到了楼房的空调外机上，无
人机瞬间失去动力，从十几层
楼的高度掉落。

“幸好当时没有砸到楼下
的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高
先生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至今
觉得后怕。

应立法规范无人机管理

今年3月，中国民用航空局
发布了《2016年中国民航驾驶
员发展年度报告》。截至2016年
12月31日，民用无人机驾驶员

合格证总数为10255个，较上年
增长近4倍。目前，共有158家无
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具备培训
资质，80后和90后成为无人机
驾驶员的主体。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无人
机产业快速发展，无疑成为近
年来科技产业最火热的领域之
一。与此同时，快速崛起的产业
背后，它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也
在迅速发酵。频频出现的“黑
飞”“乱发”现象，更为无人机的
发展蒙上阴影。

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进行规
范与管理？

以四川为例，去年9月1日，
四川省公安厅、西部战区空军
参谋部、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民航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联合制定发布了《关于加强全
省军民航机场净空区域安全保
护的通告》，强调在机场净空区
域内禁止从事无人机、航空模
型等飞行活动，严禁放飞孔明
灯、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等。

对经批评教育仍不听劝阻
的人员，施放无人机、航模等小
型航空器和空飘物扰乱机场空
中运行秩序、威胁军民航飞行安
全的，公安机关将联合空军、民
航等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对
故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违反治
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还不够。根据公安部今
年1月新发布的《治安管理处罚
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未
来对违反国家规定在低空飞行
无人机、动力伞、三角翼等通用
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或者升
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
球等升空物体的，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情节较重的，处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此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西昌学院法学
教授王明雯还建议，从国家层
面制订民用无人机管理办法，
规范无人机管理，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对于新生事物，国家
应给予足够的宽容保证其成
长，同时杜绝有损大众利益的
潜在风险。”

(本报记者综合整理自《华
西都市报》《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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