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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作为国土防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施空域管理、保障飞行安全、实现航
空高效运输的有序运行、捍卫我国空域权益的核心系统。
.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飞机自动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空中交通流量不断增长，使各个国家的现行航行系
统出现了不同程度地超载或饱和。
为此，国际民航组织提出了以卫星技术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的通信、导航、监视和空中交通管理系统
的概念及其基本实施方案。
于1993年公布了《新航行系统全球过渡协调计划》简称为“新航行系统”，使该系统成为其成员国遵
照实施的统一大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用航空运输每年平均以两位数的百分比递增，综合运输能力在全球市场中的地
位日益提高，同时，空中交通体系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迫切需要现代化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

现代空中交通管理系统采用现代卫星、信息、网络和自动化技术，将星基系统与现行陆基系统高度集
成，构成天地空一体化的通信、导航、监视、管制系统，为我国民航飞机的全球运营提供服务。
它不仅可以有效管理国家空域资源，而且能够带动众多领域发展，有着极大的拓展空间和应
用前景。

本教材针对国家空中交通管理领域及其前沿需求，紧密结合国内外空管技术及相关通信、导航、监视
技术的发展，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的博士点、民航数据通信及新航行系统重点实
验室近年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为主线，编撰此书。
..
在内容安排上，打破了传统空中交通管理相关文献中以管制流程和职能划分的格局，以现代空管通信
、导航和监视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空中交通管理技术的推动为主线。
结合空管技术的发展和作者的科研成果，重点分析了现代通信、导航、监视与空管的关系，从而，更
易于揭示现代空中本书由张军教授主编。
第1章、第3章、第5章(部分)和第6章(部分)由张军教授编写，第2章由朱衍波高工编写，第4章由黄智刚
教授编写，第5章(部分)和第7章(部分)由张学军副教授编写，第6章(部分)由来衍波高工编写，第7章(
部分)由罗喜伶博士编写。
此外，刘锋副教授、刘凯副教授、王钢博士后、张涛、苑拮、顾明、谭锡荆、谭光、高东岭、李宏、
李忠孝、聂姝慧、张明、任鹏、杜冰，薛瑞、胡字滢、吴限、蒋乃欣、李建军、杨成雷、邓聪、尹佳
、周庆松、黄飞年、王记丰、李渊、王晓琳、邓炜、粟杰、刘伟等研究生也参与了相关内容的编写和
审核。

感谢国家空管委办公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总装备部、国防科工
委、中航第一集团、中航第二集团，空军航管部、空军装备部、民航总局、信息产业部空管办公室、
北京市教委、空军雷达研究所、民航数据通信公司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对本书编写工作的大
力支持。
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鸣瑞教授、卢伯英教授，民航空管资深专家陈锦桑高工对本书进行了审校。

本教材适用于交通信息工程领域、通信与信息技术领域的本科生、硕(博)士生，以及空管领域的专业
人士、管制员、飞行员；也可供从事现代空中交通管理、天地空一体化网络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
空管系统爱好者参考。

限于编者的水平，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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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军，男，1965年7月出生，汉族，安徽合肥人，中共党员。
1990年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于2001年在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获博士学位。
历任电子工程系系副主任、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民航总局数据通信及新航行系统重点实
验室主任等职。
2006年受聘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军教授主要从事于现代空中交通管理、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理论与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在空天地一体化空中交通管理研究领域：①针对我国原有军民航空管设施平台异构、标准各异、多重
体制、代差悬殊，网络分立形成管制孤岛等特殊性和复杂性，创造性地提出了网关集群体系构架，通
过建立网关元模型和内嵌中间层的方法，屏蔽各网关元异构的底层和繁杂的高层应用，解决了在现有
设备的基础上实现多平台、多异构、多体制网络互联的关键技术难题，突破了国外典型的底层交换组
网模式，具有中国独创性的自主知识产权。
②系统地创建了基于网关集群的通信协议体系，解决了支持多种信道及带宽、多种业务和多优先级的
高效立体信息交换的难题。
③基于中间层交换技术和嵌入式的通用组件网关元设计方法，首次研制了一系列宿主网关和边缘网关
等网关集群装备，保证多协议、多模式、多业务、多制式的各类异构网络在统一的环境下安全高效运
行，实现了我国军民航、国际网等十多种专用网络的互联互通，首创了适合国情的网关集群网络，构
筑了我国空天地一体化的新一代空中交通服务平台核心骨架。

在飞机自动相关监视研究领域，为解决飞机高动态变化条件下的空天地立体动态网络端到端高效数据
传输的难题，创新性地提出了具有非对称超时处理、无层次命名机制与网络分层管理技术相结合的新
型数据链通信协议，解决了因链路非对称、传输时延、误码率和传输带宽变化对异构网络造成的信息
传输瓶颈问题。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利用空地数据链网络基于飞机主动报告位置实现的飞机自动相关监视系统和空地一
体化实时飞机维修支援系统。

在航空移动自组织数据链网络研究领域，针对军机飞行高动态、大机动以及多机协同的造成的机间数
据链网络重构和快速路由修复的难题，提出了机间数据链新型时隙选择算法和动态时隙分配方法，解
决了自组织网络快速重构和多时隙多优先级数据传输的难题，可有效支持高动态环境下飞机与飞机间
互监视和态势共享。

这些关键技术已经在国家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中获得重大应用，并取得重大科研成果。
其中，“新一代空中交通服务平台、关键技术及其应用”成果，荣获200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排名第1），“基于甚高频数据链的自动相关监视系统”成果，荣获200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
名第2），荣获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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