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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9年，昆明机场完成旅客
吞吐量 4807.61万人次，航班起降 35.59万
架次，货邮吞吐量 41.60万吨。航班起降架
次居中国机场第四，也是中国最繁忙的机
场之一。

昆明机场的科学、高效运行，AOC发
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AOC 作为昆明机
场运行指挥的最高指挥平台，主要负责整
个机场航班运行监控、指挥和协调；机场
应急救援、抢险救灾的组织实施；机场专
机、重大运输任务与社会活动的统一协
调；航班统计、信息发布、停机位分配及
与驻场各单位的协调等等工作。同时，也
对除昆明机场之外，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
团旗下的 15个州市机场运行管理进行监
控、协调。

昆明机场AOC指挥大厅由3个功能区
域组成，左边为航空公司运控人员进驻区，
中间为AOC指挥大厅，右边为机场保障单
位，功能区域分布着气象信息、进程管控、
机位信息发布、资源分配、计划管理、信息
管理、指挥协调、技术保障及值班经理席
位。机场的大运行协同、高效率运行，完全
得益于3个区域间的密切配合。

在AOC指挥大厅的屏幕上实时显示着
昆明机场停机坪、航站楼相关监控图像，从
转场初期的 110个停机位到如今 172个停
机位都可以通过高清摄像来捕捉，了解每
一个航班的保障进度。同时，还可以调取州
市机场的现场保障画面。大屏幕分为几部
分，中间的大屏主要是显示场监雷达和气
象雷达的相关信息，场监雷达可以准确显
示昆明机场航空器起飞、降落、滑行、进位
相关信息，气象雷达则可以
显示天气情况、能见度、跑
道视程、风向、风速等和航
班保障息息相关的重要
信息。左边的屏幕主要
显示的则是 AOC 的

“心脏”——“长水
常准”运行管控
系统。

近年来，
云 南 航 空
产业投资
集 团 以
智 慧 机
场建设为
引领，从信
息化的革新
入手，在建设

“大数据”平台
方面做出了许多
努力，“长水常准”
A-CDM 运行管控系
统就是典型的代表。

A-CDM系统通俗地
说就是“机场协调放行系
统”，是将机场、空管、航空
公司等相关方数据集成至统一平台，并将
数据进行共享，实现以机场为中心、各个
运营方资源的合理调配，提高机场运营效
率和服务品质。对于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
团来说，这个系统的体现形式就是“长水
常准”。“长水常准”系统能够实时收集全
省各条航路、各机场的天气和流控信息，
并将航班调整信息提前发布给旅客。在航
班延误的情况下，还能对航班的进程进行
监控、协调和预测，为旅客提供准确的起
飞时间。并且，还能展现和协调机场整体运
行态势，系统可以实时展现并预测机场公
共区、航站楼、飞行区保障情况，为各生产
运行单位提供决策支持。

对于旅客而言，“长水常准”系统能让
机场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提高突发事
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给旅客更准确、更安全
的航班服务。能让机场航班的整个保障过
程完整化、直观化、透明化和可控化，从而
精确定位航班延误瓶颈，及时解决延误原
因，达到减少航班延误，给旅客更顺畅、更
舒心乘机体验。此外，该系统能让机场航班
保障单位通过使用智能移动手持设备，及
时录入保障流程，便可细化机场保障部门
的岗位职责，从而大大减少沟通环节，缩短
了保障时间，提升航班保障效率，给旅客更
快捷、更高效的航班服务。

作为全国较早建设A-CDM系统的机
场，昆明机场通过 5年多的努力，机场运行
效率显著提高，有效缩短航空器的保障时
间。目前，昆明机场 90%以上进港航班，预
计落地时间小于 1 分钟，靠桥率保持在
80%，放行正常率长期稳居全国前列。基于
A-CDM的数据实时共享，为机场联合协同
运行平台的建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东航、川航、祥鹏、昆航、瑞丽、机场地服、物
流等多家单位生产调度入驻昆明机场AOC
指挥大厅，由大数据支撑的大运行指挥平
台格局已初步形成。

据了解，通过“长水常准”“七彩翔程”等
多个子系统建设，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已
基本实现了以信息化建设为核心，以科技技
术创新引领，夯实了全省航班保障基础。初
步形成了以昆明机场为中心，各州市机场为
支点的集团集群协同平台，实现“长水常准”
到“云南常准”的优化升级，在业内收获了口
碑和好评，品牌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副总裁李姜
表示，对云南而言，智慧机场建设的意义
在于利用最新的技术和科技产业链，整合
了民航相关数据，解决信息“孤岛”和沟通
效率低的问题，让整个机场地面运行形成
流水线作业。以大数据支撑机场各个板
块，以智慧化赋能云南机场高质量发展，
高效率运行。

智慧机场建设是一项为民工程、赋
能工程和提质工程。“人民航空为人民”
既是我国航空运输历史传统“质”的规
定，也是国家民航局一以贯之、矢志不
渝的指导方针。推动机场生产保障服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旅客所需而变，
按旅客所需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是机
场应尽之责。作为彩云之南的窗口，为
过往旅客提供最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
助力全省旅游业发展，更是云南航空产
业投资集团的主动担当和作为。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升级，快
旅慢游时代的来临，人们对航空出行
不仅追求航班安全、准点，而且要求从
订票、出行、安检、候机、登机等各环节
无缝隙顺畅体验。因此，建设智慧机场
无疑是满足人们对航空运输多样化、
个性化需求的关键所在。

“通过云南机场集团微信公众号或
航旅纵横就可以自主选座号，提前24
小时办理值机，直接选座成功后会生成
二维码电子登机牌，有行李的旅客到人
工柜台上进行托运行李手续，然后拿着
二维码电子登机牌就可以直接过安检，
然后进行登机。”这是旅客在云南省内

机场无纸化出行的一个场景。
以为广大旅客提供高品质出行体

验为根本目的，近年来，云南航空产业
投资集团在智慧出行领域开展了长期
而深入的探索。

2017年 9月，云南航空产业投资
集团“无纸化”的研究实践全面启动，
率先在西双版纳机场实现省内首个

“无纸化”创新应用，它将登机牌的内
容以电子的方式进行存储，内容包括
旅客的姓名、乘坐的航班号及登机口、
座位号等，国际上将其称为“电子登机
牌”，以二维码形式等存储在旅客的手
机中，是电子登机牌的一种表现形式。
通过“无纸化”便捷出行，平均可为旅
客节约通关时间7分钟/人次。

无纸化登机是云南航空产业投资
集团在智慧出行的探索中迈出的第一
步。在此基础上，云南机场“智慧化”的
步伐不断加速。2018年 11月，全国首
个电子身份证照服务落地香格里拉机
场；2018年 12月，云南航空产业投资
集团圆满完成了“刷脸”乘机服务在全
省范围内上线；2020年1月，昆明机场
新增启用 15条自助安检验证闸机通

道和10个登机口自助验证闸机设备。
昆明机场航站区管理部工作人员

介绍，通过自助设备，旅客“刷脸”登
记，不需要再出示纸质登机牌、电子二
维码登机牌，大大提高了通行效率。

2019年以来，为全面提升云南机
场“一机游云南，刷脸任你飞”的快速
便捷出行服务质量，云南航空产业投
资集团立足“无纸化”出行实施成果，
按照“以旅客为本”的原则，从旅客进
港、出港全流程的进一步细化细节，加
快推进机场智慧服务建设，着力提供
便捷的智慧服务。2019年 10月 15日，
昆明至悉尼国际航班实现“无纸化”；
11月 1日在全国率先实现国内中转

“无纸化”的创新应用。2019年12月25
日零时，昆明机场81台自助值机设备，
全面实现共享共用，国内出发旅客可
在任意一台自助值机设备上完成值机
操作，大大缓解了候机楼的保障压力。

随着“无纸化”智慧出行的深入推
进，从“有形”到“无形”，看似技术上的

“小进步”，实则清晰展现了云南机场
长久以来，适应市场，积极聆听旅客需
求的积极作为。

“无纸化”智慧出行推行之初，对于
老年群体来说存在不小的操作“瓶颈”，为
了更好地帮助老年旅客体验智慧出行的
舒适便捷，全省各机场由机场值机区域
的服务人员主动对老年人进行一对一指
导，以解决老年人不会用、不熟悉问题。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中，智慧机场的便捷化服务功能充分
发挥，全省机场的“无纸化”便捷乘机
服务和自助值机设备，有效避免大量
旅客在机场值机柜台聚集和逗留。在
高效出行的同时，实现高效防控。

如今，在昆明机场，从“人脸识别”
自助乘机服务，让旅客快捷乘机；智慧
厕所服务，让旅客舒心候机；到智慧停
车场服务，让旅客快速停车找车。智慧
化服务覆盖到了人们出行需求的各个
方面。依托微信平台，云南航空产业投
资集团着力打造集航班查询、手机自
助值机、智能客服等功能为一体的“一
站式”智慧服务平台。逐步实现旅客出
行业务流程从航站楼向手机移动端的
转移，进一步优化旅客出行的便利性，
为旅客提供开启无缝旅行体验的钥
匙，让出行更加美好便捷。

随着万物皆数、万物互联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技术蓬勃发展，齐头并

进。民航产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传统机场融合数字化

管理等技术与应用成为趋势。近日，国家民航局正式印

发《推进四型机场建设行动纲要（2020-2035年）》，明

确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安全高效、绿色环保、智

慧便捷、和谐美好的“四型机场”，为全方位建设民航强

国提供重要支撑。

紧密围绕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积极匹配

省委、省政府建设“数字云南”的总体要求，云南航空产业

投资集团高效推进民航局“智慧民航”建设落地。以

“资源整合、协同共享、统筹规划、创新发展”为主

旨，以严守集团网络信息安全为原则，以扎实做

好大数据应用为基础，以着力推行“7个一”工

程为抓手，从服务一张脸、运营一幅图、管

理一体化、安全一张网、商业一朵云、加

强一合作、推进一规划7个方面，全方位

夯实集团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努力打造“世

界一流、国内领先”的卓越智慧机场集团，为

建设民航强省赋能。

“无纸化”提速更提质

抓机遇聚力新跨越

智慧机场建设
为民航强省赋能

胡晓蓉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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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势者明，趋势者智”。新
一轮科技革命带动下，各种
突破性、颠覆性技术集中涌
现，并不断交叉融合、相
互促进、迭代升级，驱动
着产业变革与社会发
展。这前所未有的大
变局，既为民航业创

造出破解发展难题、
拓展市场空间、提升竞

争优势的战略机遇，也是
一次重大的考验。

业界专家认为，机场是
一个作业链条长、涉及面广、

协同难度大、机构人员众多的场
所。放眼全国，机场快速发展与保

障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多跑
道多航站楼复杂运行、超负荷运行、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严重影响机场运
行效率。唯有建设智慧机场，依托科技力

量，才能促进机场高质量发展。
智慧民航建设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既需要具备战略眼光，谋划好战略目标
和建设路径，也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
印地扎实推进。在探索中，云南航空产业投
资集团超前谋划，从数字化技术应用到数
字化转型，深层次、全方位、系统性地搭建
数字化融合管控平台。

以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机场群运行
协同系统A-CDM为例，正体现了数据融合
的思想，落实着协同融合的理念。做到各机
场、各运行保障单位运行信息数据互联互
通，共享使用集团化机场群运行协同系统，
通过加强与外部数据的有机融合，进一步
打通民航各运营主体数据共享渠道。在此
基础上，昆明机场目前正积极协调与北上
广杭等国内大型枢纽机场的信息数据通道
互联直通。

运行融合方面，针对云南辖区中小机
场特色鲜明、运行条件复杂多样的实际，云
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在强化空地协同的同
时，强化机场群协同运行。在全省机场中，
形成以昆明机场为龙头，各州市机场集群
运行态势，通过串联各机场运行数据，实时
共享，提升全省机场的整体运行效率。

2019年，滇西机场探索“集合体”发展
新路径结出硕果，保山、腾冲、芒市3个机场
实现空地保障一体化。为打造滇西机场集
群效应、航空资源共享、人民便捷出行闯出
了一条新路，也成为云南民航滇西机场“集
合体”发展思路的新路径。

服务融合方面，在数据交互基础上的
促进服务升级。近年来，云南航空产业投资
集团通过实现机场服务资源与旅客需求的
精准匹配，充分利用大数据，全面推进“机
场3.0智能化交互式旅客信息服务平台”建
设。该平台为全国首创，主要利用大数据交
互及人工智能平台、手机App等模式，方便
快捷的将航班保障相关信息展现在旅客面
前。同时，通过构建由运行监控、大应急语
言人才库、备降协议管理等模块组成国际
航班运行系统，为昆明机场外国航空公司
的真情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实施以智慧为牵引的发展战略，
催生以集约共享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打造
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发展机制。在成就云
南民航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大道，云南航空
产业投资集团持续发力。

对标高质量，聚力新跨越。着眼未来，
随着管理一体化、安全一张网、运营一幅
图、服务一张脸、商业一朵云、加强一合作、
推进一规划“7个一”工程的深入推进，云南
航空产业投资集团将持续配合做好“一部
手机游云南”的实施推进工作，全方位推进
智慧机场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云南民
航强省建设和云南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增益
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