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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航航空安全管理部：

将将航航空空安安全全管管理理步步入入人人文文内内涵涵式式管管理理
文/本报记者 白新鑫
片/通讯员 孙刚

“一二三四”安全管理
模式

“建立起完备的公司安全
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队伍，以
安全信息为驱动，以风险管理
为核心，以资源配置为保障，充
分发挥部门的安全管理主体责
任和职能部门的安全监管责
任，实现规章符合性基础上的
安全绩效管理，步入人文内涵
式管理。”山航航空安全管理部
副总经理张建说。

据了解，山航根据安全管
理战略目标，采用头脑风暴法，
认真分析研讨，确定了夯实安
全管理体系、推进安全诚信体
系建设、完善安全教育培训体
系、改进安全信息管理等四项
战略部署，并编制了年度实施
计划，从而确保战略的落地。

山航经过多年沉淀创新，
逐渐形成了坚持一个理念、打
造两个平台、创建三个支撑、建
立四个机制的“一二三四”的安
全管理模式。“我们在坚持安全
第一经营理念不动摇的前提
下，打造了全员安全绩效考核
平台和SMS风险管控平台，创
建了关键队伍实力搭配‘绿蓝
橙’工程、全员法规手册学习考
试制度以及安全品质(QAR)
监控制度，建立了围绕‘人、机、
环’，关键队伍训练质量进度评
估评审机制、飞机核心系统可
靠性管理联动机制、放行风险
控制分析评估机制和安保风险
预警联动机制。”张建说。

安全管理模式在山航组织
体系中有序运行，监测和评价
组织绩效，并随着变化及时实
施改进和创新，从而有效支撑
安全管理战略的推进和落地。

SMS安全管理体系

据了解，山航精心设计安
全管理过程，在沉淀已有安全
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注重应用
新技术、新知识，积极引进了国
际民航最先进的新技术———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 S M S ) ，按 照

CCAR-121部《大型飞机公共
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
规则》要求，建立了山航安全管
理体系，确定了以安全政策、风
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促进为
主的安全管理过程的四项主要
过程活动。

“安全政策主要侧重于对
组织机构、上级要求、环境变化
等进行监测，及时改进公司安全
管理关键要求；风险管理则用于
监测关键风险、生产运行环节风
险，改进安全管控措施，平衡风
险与成本的要求；安全保证是监
测生产运行环节中的安全信息、
事件、隐患等过程信息；安全促
进用于在组织内通过安全培训
教育等实现信息沟通交流、学
习分享等，不断改进安全管理
过程。”张建解释说。

除此之外，山航在生产
运行过程中及时关注公司内
外部环境变化以及民航局、
山东省安全管理政策变化，
实时调整安全管理主要过程
活动，以便能够快速反应环
境变化。

张建告诉记者，从国家
层面到行业监管再到山航自
我管控，分别对事故、事故征

候和差错及以下事件相应提
出了管控目标。“随着管控层
级降低，管控重点等级也随
之降低，这都体现了民航企
业抓小事、防大事的管理理
念。”张建说。

综合考虑周期、成本和
效率因素后，山航建立了责
任原因事故发生率、责任原
因事故征候万时率、严重差
错万时率以及安全评价指标
等关键绩效指标，为每个关
键绩效指标设立了目标值和
测量频度。

形成安全绩效管理新
模式

2015年民航华东管理局选
定山航作为华东地区安全绩效
管理试点单位，促进山航风险管
理进一步深化应用，并逐渐形成
了安全绩效管理的新模式。

首先是建立了科学的安全
绩 效 指 标 体 系 ，公 司 参 照
IATA安全年报及中国民航50
年安全数据，重新梳理已有的
危险源库，识别出严重威胁航
空运行安全的11类关键风险，
并将每类关键风险细分为若干

重要危险源，共计54项，涵盖
了公司运行的主要环节；每项
危险源对应几种不安全事件
类型，每个类型的事件设置了
不同的风险指数，根据发生的
不安全事件数量和对应的风
险指数，可以计算出重要危险
源的风险值，重要危险源的风
险值相加又可以得出关键风
险的风险值。安全绩效指标的
设置使公司对安全运行质量
的评价，实现了从定性走向定
量，更加客观全面。

其次是建立了闭环的安
全绩效管理机制。山航以关键
风险和重要危险源的5年平均
值为基准，采用标准差的计算
方法测算出绿、黄、橙、红四个
风险区间的门槛值，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风险容期，单月超过
红色门槛值或连续两个月超
过橙色门槛值或连续三个月
超过黄色门槛值即触发告警，
每月召开安委会，对触发告警
的安全绩效指标进行通报，要
求各责任单位于当月15日前
制定整改措施，航安部实施整
改验证，并于次月安委会上通
报落实情况，形成了安全绩效管
理闭环机制。

通过安全绩效管理新模
式，山航可以全面客观地监测
日常运行中的安全风险，并采
用适当的技术和措施来控制风
险，使之稳定受控。

“绿蓝橙”避免“弱弱搭
配”

2009年，公司正式实施飞
行排班“绿蓝橙”工程，围绕飞
行员技术等级、经历时间、人员
特点以及机场类别、环境特点
等条件，分别将机长、副驾驶、
机场划分为绿、蓝、橙三类，飞
行员绿色代表当前资质经历时
间长、技能水平高，机场橙色代
表跑道相对短一些、海拔高一
些或是助航设备差一些。

“绿蓝橙”工程实施共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机长
与副驾驶的搭配，橙色机长只
能和绿色副驾驶搭配，不能和
蓝色搭配，更不能橙橙搭配，
从而避免了弱弱搭配；第二个
阶段是机长与所飞机场的搭

配，避免人员技能水平与所飞
机场难易程度的不匹配；第三
个阶段是飞行员与其12个日
历月内的飞行品质情况匹配，
根据其阶段时间内的飞行品质
和安全结果，动态调整绿蓝橙
的类别，并按照新类别进行排
班。

张建告诉记者，在注重人
员管控的基础上，山航多年来
始终注重新技术的应用。

为了更及时、更便捷地获
取数据，公司投入近500万美
元为全机队加装了无线快速
存取记录器(WQAR)，为国内
首家全机队加装。飞机每次落
地后，WQAR即通过移动通
信网络自动将飞行数据传输
至公司译码服务器，并进行自
动译码。

通过这项新技术的应用，除
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外，尤其
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到前一航段
的飞行数据，从而解决了发现飞
行超限、隐患的时效性问题，防
止飞机带隐患再次起飞。

山航要求飞行员在日常
飞行中要严格按照SOP(标准
操作程序)飞行，而驾驶舱标
准喊话是落实SOP的载体。为
规避标准喊话不规范造成的
不安全事件，自2013年初开展
了舱音监听抽查工作，尝试进
行舱音分析及应用，但是传统
舱音记录器(也就是黑匣子)
记录时间短(仅190分钟)且不
便于下载，绝大多数只能监听
当日最后一个航班，无法实现
航班全覆盖。

自2016年，山航选装了航
科院研发的国内领先的快速
存取舱音记录器(eCVR)，舱
音记录时间延长至1800小时，
采用了直接插拔使用的存储
卡下载舱音数据，从而使可供
监听的舱音数量呈指数级增
长，为深化应用舱音打下了数
据基础。

目前通过航班全覆盖的舱
音数据应用，已实现以下效果：
加强威慑作用，100%获取所有
舱音数据；辅助事件调查，事后
及时调取航段舱音；保护机组
权益，提供涉外争议事件舱音；
主动安全防御，舱音与飞行品
质有机结合。

作为独立于运行体系之外的安全监督机构，山航航空安全管
理部履行航空安全职能管理，负责收集安全信息，调查不安全事
件，开展安全绩效管理，对安全管理体系的日常实施进行持续监督
和定期评估，并提出安全建议，近年来在航空安全方面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

【卓越绩效系列报道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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