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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制定依据 

《商用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大纲（直升机）》（以下简称大纲）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依据

CCAR-61.155 条的要求制定，以确定直升机类别等级商用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的大纲。 

二、考试方法 

商用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直升机）应遵照本大纲实施，并在按照局方公布的现行有效的《民用航

空器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点要求》（AC-61-14）的标准的考试点实施计算机考试。  

三、考试内容 

商用驾驶员执照申请人必须按照咨询通告《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AC-61-09）要求（豁

免除外），出示由培训机构出具的培训证明或具有相应等级的飞行教员签字证明，表明其已完成 CCAR-61 

部对于所申请执照或者等级要求的地面训练或自学课程： 

1、航空规章。包括：与直升机商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权利、限制、飞行规则及飞

行运行有关的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2、直升机一般知识。包括：直升机相关系统的工作原理、组成和功用、一般特性和使用限制。相关

系统包括：机体结构与系统、动力装置、电气系统、仪表及电子系统等。  

3、飞行性能计划与载重平衡。包括：起飞、着陆和其他性能数据（包括巡航控制程序）的使用和实

际运用；飞行计划的准备和申报；重量和平衡计算，质量分布对直升机操纵、飞行特性和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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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基础航空生理学、基础航空心理学、机组资源管理。  

5、气象学。包括：航空气象学基本原理；航空气象资料的判读和使用。   

6、领航及导航。包括：空中领航原理及方法；导航设备使用；航图的认读。

7、操作程序。包括：航空文件的理解与使用；预防和应急程序；飞行运行及特殊情况下的安全措施；

空域的划分；载运货物的操作程序。 

8、飞行原理。包括：空气动力学基础；旋翼空气动力学；直升机平衡、稳定性和操纵性；直升机机

动飞行；直升机特殊飞行。 

9、无线电通信。包括：通信要求和用语；特殊情况下的通信程序；无线电通信系统。 

四、考试题目分配 

根据《商用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大纲（直升机）》第一次修订结果，确定各部分考试题目所占比例： 

1、航空规章                    20% 

2、直升机一般知识              15% 

3、飞行性能计划与载重平衡      10% 

4、人的行为能力                 5% 

5、气象                        10% 

6、领航与导航                  12% 

7、操作程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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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飞行原理                   18% 

9、无线电通信                  2% 

五、修订情况说明 

2005 年 11 月公布了《商用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大纲（飞机、直升机）》（DOC NO.FS-ATS-002），

规范了获取商用驾驶员执照的理论考试标准。2017 年 11 月，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在总结理论考试大纲实

施十多年以来所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对原理论考试大纲进行了修改完善，由原来的三层结构细化至四层，

以符合 CCAR-61 部对相关理论知识的模块划分要求，为具体的知识点内容描述奠定了基础，同时明确

了理论考试题目分配，满足商用飞行运行环境特点对知识结构的新需求。为适应持续修订要求，部分大

纲条款编号采取不连续策略。2018 年 1 月，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根据知识点编写需求，调整直升机一般

知识和飞行原理部分大纲条目内容，细化部分三级目录，提高理论要求与飞行运行的契合度。 

六、实施日期 

本次修改后的《商用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大纲（直升机）》（DOC NO.FS-ATS-002HR2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原理论考试大纲同时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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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空规章 

（20 分） 

 

 

 

 

 

 

 

 

 

 

 

 

1.1 航空法规体系概要 
1.1.1 航空法规体系、框架  

1.1.2 国内航空法的分类与颁布部门  

1.2 民用航空法 

1.2.1 民用航空器的国籍  

1.2.2 航空器适航管理 

1.2.2.1 适航管理的定义及分类 

1.2.2.2 有关适航证件 

1.2.2.3 飞行必备文件 

1.2.3 航空人员的管理 
1.2.3.1 机组的组织管理 

1.2.3.2 机长的权利和义务 

1.2.4 飞行管理 

1.2.4.1 管制空域内飞行的相关规定 

1.2.4.2 民用航空器可以飞越城市上空的情形 

1.2.4.3 民用航空器在飞行中可以投掷物品的情

形 

1.2.5 法律责任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1.3.1 飞行管制 

1.3.1.1 飞行管制的概念、内容及实施办法 

1.3.1.2 飞行申请和批准 

1.3.1.3 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申请内容 

1.3.2 机场区域内飞行的相关规定 
1.3.2.1 一般规定 

1.3.2.2 地面运行规定 

1.3.3 航路和航线飞行的相关规定 

1.3.3.1 一般规定 

1.3.3.2 航空器禁止起飞的情况 

1.3.3.3 目视飞行避让规则 

1.3.4 飞行间隔 

1.3.4.1 飞行间隔的定义与一般要求 

1.3.4.2 飞行高度层的配备 

1.3.4.3 飞行的安全高度 

1.3.4.4 高度表拨正 

1.3.5 飞行中特殊情况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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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法律责任  

1.4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1.4.1 通用航空的种类  

1.4.2 通航飞行活动的管理 

1.4.2.1 飞行计划的要求 

1.4.2.2 需要提交有效的任务批准文件的飞行情

形 

1.4.2.3 飞行计划的申请时限 

1.4.3 通用航空的飞行保障  

1.4.4 法律责任  

 

 

 

 

 

1.5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地面教员

合格审定规则（CCAR-61） 

 

 

 

 

 

 

 

1.5.1 相关定义 
1.5.1.1 与时间有关的定义 

1.5.1.2 其他定义 

1.5.2 执照、合格证、等级和许可的要

求 
 

1.5.3 驾驶员执照和等级  

1.5.4 临时执照  

1.5.5 执照的有效期、更新及重新办理  

1.5.6 体检合格证的要求和有效期 

1.5.6.1 商用驾驶员执照的体检合格证的要求和

有效期 

1.5.6.2 可以不持有体检合格证的情形 

1.5.6.3 身体缺陷期间的限制 

1.5.7 航空器等级限制和附加训练要

求 

1.5.7.1 需要型别等级的航空器 

1.5.7.2 类别、级别和型别等级的要求 

1.5.8 无线电通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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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一般规定 

1.5.9.1 飞行经历记录本 

1.5.9.2 副驾驶资格要求 

1.5.9.3 定期检查与熟练检查 

1.5.9.4 机长近期飞行经历要求 

1.5.10 增加等级和特殊规定  

1.5.11 商用驾驶员执照 

1.5.11.1 申请商用驾驶员执照的资格要求 

1.5.11.2 申请商用驾驶员执照的航空知识要求 

1.5.11.3 申请商用驾驶员执照的飞行技能要求 

1.5.11.4 直升机类别驾驶员的飞行经历要求 

1.5.11.5 商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和限制 

1.5.12 罚则  

1.6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

规则（CCAR－67） 

1.6.1 体检合格证的要求  

1.6.2 体检合格证 
1.6.2.1 体检合格证类别及适用人员 

1.6.2.2 有效期及有效期的延长 

1.6.3 许可的撤销及体检合格证的注

销 
 

1.6.4违反 CCAR-67部相应的处罚  

 

1.7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CCAR-91） 

 

1.7.1 总则 

1.7.1.1 民用航空器机长的职责和权限 

1.7.1.2 飞行机组的一般规定 

1.7.1.3 民用航空器的适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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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飞行规则 

 

 

 

 

 

1.7.2.1 飞行前准备 

1.7.2.2 滑行的一般规定 

1.7.2.3 在值勤岗位上的飞行机组成员 

1.7.2.4 安全带、肩带和儿童限制装置的使用 

1.7.2.5 在其他航空器附近的运行 

1.7.2.6 除水面运行外的航行优先权规则 

1.7.2.7 航空器速度 

1.7.2.8 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和指令的遵守 

1.7.2.9 空中交通管制灯光信号 

1.7.2.10 在通用航空机场空域内的运行 

1.7.2.11 在一般国内运输机场空域内的运行 

1.7.2.12 在一般国际运输机场空域内的运行 

1.7.2.13 在特别繁忙运输机场空域的运行 

1.7.2.14 空中危险区、限制区和禁区 

1.7.2.15 目视飞行规则条件下飞行的燃油要求 

1.7.2.16 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计划 

1.7.2.17 目视飞行规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1.7.2.18 目视飞行规则的巡航高度和飞行高度

层 

1.7.2.19 仪表飞行规则条件下飞行的燃油要求 

1.7.2.20 仪表飞行规则飞行计划 

1.7.2.21 仪表飞行规则的无线电通信 

1.7.2.22 仪表飞行规则运行时的故障报告 

1.7.2.23 双向无线电通信失效 

1.7.2.24 航空器燃油加注的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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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特技飞行  

1.7.4 维修要求  

 

 

1.7.5 航空器的适航性 

 

 

 

1.7.5.1 民用航空器的合格证要求 

1.7.5.2 目视飞行规则运行的仪表和设备 

1.7.5.3 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仪表和设备 

1.7.5.4 夜间和云上运行的仪表和设备 

1.7.5.5 无线电通信设备 

1.7.5.6 应急和救生设备 

1.7.5.7 水面上空运行旋翼机附加应急和救生设

备 

1.7.6 商业非运输运营人驾驶员的资

格要求和飞行时间限制 
 

1.7.7 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取酬驾

驶员的资格要求和飞行时间限制 
 

1.7.8 航空器代管人的运行规则 

1.7.8.1 飞行机组的经历和资格要求 

1.7.8.2 驾驶员的使用限制和搭配要求 

1.7.8.3 飞行、值勤和休息时间要求 

1.7.8.4 飞行机组的飞行、值勤和休息时间要求 

1.7.8.5 驾驶员的理论检查和熟练检查要求 

1.7.9 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1.7.9.1 人员要求 

1.7.9.2 操作规则 

1.7.10 法律责任  

1.8 其他相关法规 

1.8.1 民用航空器事故和飞行事故征

候调查 

1.8.1.1 相关定义 

1.8.1.2 调查通知 

1.8.1.3 现场保护 

1.8.2 向局方举报与航空安全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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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处理 

 

 

 

 

 

 

 

2.直升机一般知识 

（15 分） 

 

 

 

 

 

 

 

 

 

 

2.1直升机结构与系统 

 

 

 

 

 

2.1.1直升机机体结构 

2.1.1.1 主旋翼结构 

2.1.1.2 机身结构 

2.1.1.3 尾桨结构 

2.1.1.4 振动与平衡 

 

2.1.2直升机传动系统 

 

2.1.2.1 主减速器 

2.1.2.2 中间减速器 

2.1.2.3 尾减速器 

2.1.2.4 自由轮、离合器、旋翼刹车 

2.1.3直升机飞行操纵系统 

2.1.3.1 飞行操纵系统的组成 

2.1.3.2 液压助力式操纵系统 

2.1.3.3 配平和增稳 

2.1.4直升机起落架系统 

2.1.4.1 起落架形式与结构 

2.1.4.2 轮胎和减震支柱 

2.1.4.3 刹车装置与系统 

2.1.5直升机液压系统 

2.1.5.1 直升机液压系统的功能及特点 

2.1.5.2 液压系统主要部件及功能 

2.1.5.3 液压系统的控制与指示 

2.1.6直升机燃油系统 

2.1.6.1 直升机燃油系统的功用 

2.1.6.2 燃油的种类和特性 

2.1.6.3 直升机燃油系统主要部件及功能 

2.1.6.4 直升机燃油系统的控制与指示 

2.1.7直升机防火系统 
2.1.7.1 失火种类及灭火剂 

2.1.7.2 防火系统的组成和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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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直升机应急设备 
2.1.8.1 应急出口/救生筏 

2.1.8.2 应急定位发射机（ELT） 

 

 

2.2 直升机动力装置 

 

 

 

 

 

2.2.1直升机动力装置分类  

2.2.2航空活塞发动机的组成与工作 

2.2.2.1 活塞发动机分类和组成 

2.2.2.2 活塞发动机的进气和排气装置 

2.2.2.3 活塞发动机的不正常工作 

 

2.2.3航空活塞发动机的燃油系统 

 

2.2.3.1 燃油系统的分类、功能和组成 

2.2.3.2 混合比调节 

2.2.3.3 汽化器积冰与加温 

2.2.3.4 燃油系统的指示与告警 

2.2.3.5 燃油管理 

2.2.4航空活塞发动机的滑油系统 
2.2.4.1 滑油系统功用及基本组成 

2.2.4.2 滑油系统指示、告警与工作监视 

2.2.5航空活塞发动机的散热系统 
2.2.5.1 散热系统的功用及组成 

2.2.5.2 汽缸头温度的影响因素和调节 

2.2.6航空活塞发动机的启动系统 
2.2.6.1 启动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工作 

2.2.6.2 启动过程及注意事项 

2.2.7航空活塞发动机的点火系统 

2.2.7.1 点火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工作 

2.2.7.2 磁电机检查及磁电机开关的使用 

2.2.7.3 发动机启动时的点火 

2.2.8航空活塞发动机操纵和监控 

2.2.8.1 功率及影响因素 

2.2.8.2 工作指示参数 

2.2.8.3 活塞发动机操纵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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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涡轴发动机 

2.2.9.1 涡轴发动机基本组成及工作 

2.2.9.2 涡轴发动机的操纵 

2.2.9.3 涡轴发动机的监控 

2.2.9.4 涡轴发动机使用注意 

 

 

 

2.3 直升机电气系统 

 

 

 

2.3.1 电源系统 

2.3.1.1 电源系统概述 

2.3.1.2 蓄电池 

2.3.1.3 直流电源系统 

2.3.1.4 交流电源系统 

2.3.1.5 外部/地面电源 

2.3.2 输配电系统  

2.3.3 用电设备 
2.3.3.1 灯光系统 

2.3.3.2 警告指示及加温防/除冰等 

2.4 飞行仪表及系统 

2.4.1 大气数据仪表 

2.4.1.1 全静压系统 

2.4.1.2 空速表 

2.4.1.3 气压式高度表 

2.4.1.4 升降速度表 

2.4.1.5 大气温度表 

2.4.2 陀螺及姿态仪表 

2.4.2.1 机械式陀螺的基本知识 

2.4.2.2 地平仪 

2.4.2.3 转弯协调仪 

2.4.3 航向仪表 

2.4.3.1 直读磁罗盘 

2.4.3.2 陀螺半罗盘 

2.4.3.3 陀螺磁罗盘 

2.4.3.4 罗盘系统 

2.4.4 电子飞行仪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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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2.5.1 飞行指引仪  

2.5.2 自动驾驶仪 

2.5.2.1 自动驾驶仪的功能和原理 

2.5.2.2 自动驾驶仪的工作模式 

2.5.2.3 自动驾驶仪的使用限制 

2.6 雷达设备 

2.6.1 气象雷达 

2.6.1.1 气象雷达的基本功能 

2.6.1.2 气象雷达的工作模式 

2.6.1.3 气象雷达的地面使用注意事项 

2.6.2 机载应答机  

2.6.3 无线电高度表  

 

2.7警告和记录设备 

2.7.1 地形提示和警告系统  

2.7.2 机载防撞系统  

2.7.3 飞行记录器  

2.8 发动机仪表 

2.8.1 转速表  

2.8.2 扭矩表  

2.8.3 油量表  

2.8.4 温度表  

2.9直升机防撞线机载设备   

 

 

3.飞行性能计划与载

重平衡 

（10 分） 

 

3.1直升机性能基本知识 

3.1.1直升机性能等级  

3.1.2直升机性能相关术语  

3.1.3直升机性能限制  

3.1.4 气压高度和密度高度  

3.2起飞性能 
3.2.1起飞相关距离  

3.2.2最大起飞重量  

3.3上升性能 3.3.1上升性能的概念 
3.3.1.1 上升角和上升率 

3.3.1.2 最大上升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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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上升图表的使用 

3.3.2.1上升性能图表使用方法 

3.3.2.2 单发以 150ft/min 上升率爬升的起飞重

量 

3.4悬停性能 

3.4.1双发有地效悬停性能限制  

3.4.2双发无地效悬停性能限制  

3.4.3悬停时侧风和顺风限制  

 

3.5飞行计划 

 

 

3.5.1 燃油计划及备降场要求  

3.5.2飞行计划 

3.5.2.1 飞行计划的申报 

3.5.2.2 飞行计划填写 

3.5.2.3 ICAO飞行计划的格式 

3.6载重平衡 
3.6.1载重平衡基础 

3.6.1.1 常见术语 

3.6.1.2 重心的表示方法 

3.6.1.3重量和重心限制 

3.6.1.4 重心的计算 

3.6.1.5外吊挂作业载重与平衡 

3.6.1.6 重心位置随燃油消耗的变化 

3.6.2装载舱单  

 

4.人的行为能力 

（5 分） 

 

 

4.1基础航空生理学及健康保持 

 

 

4.1.1飞行环境对人体的影响 

4.1.1.1 呼吸与循环系统 

4.1.1.2 缺氧症 

4.1.1.3 增压与减压 

4.1.1.4 过载 

4.1.1.5 高空飞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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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飞行生理学基础 

4.1.2.1 视觉系统 

4.1.2.2 一般视觉问题 

4.1.2.3 听觉系统 

4.1.2.4 前庭觉系统 

4.1.2.5 空间定向障碍 

4.1.3 健康与卫生 
4.1.3.2 常见疾病 

4.1.3.3 影响飞行员的健康问题 

 

 

4.2基础航空心理学 

 

 

4.2.1 人的信息加工  

4.2.2 人的差错和可靠性 
4.2.2.1 基础错误率 

4.2.2.2 人与机器可靠性的差别 

4.2.3 压力与疲劳 
4.2.3.1 压力与压力管理 

4.2.3.2 疲劳与疲劳管理 

4.3机组资源管理 

4.3.1 情景意识  

4.3.2 沟通  

4.3.3 工作量管理  

4.3.4 领导与协作  

4.3.5 决策  

4.3.6 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5.气象 

（10 分） 

 

5.1 大气 

5.1.1 大气的成分和结构  

5.1.2 对流层的特点  

5.1.3 标准大气  

5.2 基本气象要素 

5.2.1 气压及气压分布 
5.2.1.1 气压及气压分布 

5.2.1.2 气压与高度 

5.2.2 相对湿度和露点温度  

5.2.3 气象要素的变化对飞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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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空气的运动 

5.3.1 大气的水平运动 

5.3.1.1 风的表示和测量 

5.3.1.2 风的形成和风压定理 

5.3.1.3 摩擦层和自由大气中风的变化 

5.3.1.4 高压和低压中的空气运动 

5.3.2 大气的垂直运动 
5.3.2.1 对流冲击力 

5.3.2.2 大气稳定度 

5.4 云和降水 

5.4.1 云的分类  

5.4.2 云的识别与观测  

5.4.3 云的形成与天气  

5.4.4 降水及其分类  

5.5能见度 

5.5.1 能见度的概念及观测  

5.5.2 不同类型雾的形成和特征  

5.5.3 影响能见度的天气现象符号  

5.6 气团和锋 

5.6.1 气团的特征和天气  

5.6.2 锋的特征及分类  

5.6.3 锋面天气  

5.7 雷暴 

5.7.1 雷暴的形成条件  

5.7.2 雷暴的结构和天气  

5.7.3 雷暴对飞行的影响  

5.7.4 下击暴流  

5.7.5 飞行中对雷暴的判断  

5.8 特殊地形上的飞行气象条件 5.8.1 山地背风波及其对飞行影响 

5.8.1.1 山地背风波的概念 

5.8.1.2 山地背风波的判定 

5.8.1.3 山地背风波对飞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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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地方性风 

5.8.2.1 海陆风 

5.8.2.2 山谷风 

5.8.2.3 峡谷风 

5.8.2.4 焚风 

5.8.2.5 下坡风 

5.8.3 山地和高原飞行气象条件  

5.8.4 沙漠地区和海上飞行气象条件  

 

 

5.9 低空风切变 

 

 

5.9.1 风切变和低空风切变的概念  

5.9.2 低空风切变的种类  

5.9.3 产生低空风切变的气象条件  

5.9.4 低空风切变对飞行的影响  

5.9.5 低空风切变的判定  

5.10 直升机积冰 

5.10.1 飞机积冰的种类  

5.10.2 产生飞机积冰的气象条件  

5.10.3 影响飞机积冰的因素  

5.11航空气象资料的分析和应用 

5.11.1 天气图 

5.11.1.1 地面天气图 

5.11.1.2 高空天气图 

5.11.1.3气旋 

5.11.1.4 反气旋 

5.11.1.5槽线和切变线 

5.11.1.6温度平流 

5.11.2 气象雷达  

5.11.3 气象卫星 

5.11.3.1 静止气象卫星概述 

5.11.3.2 卫星云图上云的识别 

5.11.3.3 卫星云图上天气系统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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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飞行气象文件 

5.11.4.1 航空天气预报和报告（TAF和 METAR） 

5.11.4.2 低空重要天气预告图 

5.11.4.3 低空重要气象情报 

 

 

 

 

 

 

 

6.领航与导航 

（12 分） 

 

 

 

 

 

 

 

 

 

 

 

 

 

 

6.1 领航基础知识 

 

 

 

 

6.1.1 地球知识 6.1.1.1 地球磁场三要素 

6.1.2 航线 
6.1.2.1 大圆航线 

6.1.2.2 等角航线 

6.1.3 航空地图 

6.1.3.1 地图三要素 

6.1.3.2 地图投影原理 

6.1.3.3 兰伯特投影图 

6.1.4 航空地图的使用 6.1.4.1 基本地图作业步骤 

6.1.5 时间 
6.1.5.1 时刻、时间、北京时 

6.1.5.2 日出与日没 

6.2 领航计算 

6.2.1 高度的换算  

6.2.2 航向的换算  

6.2.3 梯度与升降率的换算  

6.2.4 燃油相关的计算  

6.2.5 等时点  

6.2.6 安全返航点及活动半径  

 

 

 

6.3 无线电导航 

 

 

 

 

6.3.1 无线电基础理论 

6.3.1.1 无线电波的传播及频段的划分 

6.3.1.2 位置线与导航系统 

6.3.1.3 莫尔斯电码 

6.3.1.4 无线电方位 

6.3.2 ADF 

6.3.2.1 NDB导航频率划分及覆盖范围 

6.3.2.2 ADF指示器识读 

6.3.2.3 ADF组成与工作原理 

6.3.2.4 ADF仪表导航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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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VOR 

6.3.3.1 VOR导航频率划分及覆盖范围 

6.3.3.2 VOR仪表指示器识读 

6.3.3.3 VOR领航仪表检查 

6.3.4 DME 
6.3.4.1 DME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6.3.4.2 DME的工作范围及误差 

 

6.3.5 无线电仪表领航 

 

6.3.5.1 进入预定方位线 

6.3.5.2 向电台飞行 

6.3.5.3 背电台飞行 

6.3.5.4 切入指定方位线 

6.3.5.5 利用无线电台定位 

6.3.5.6 DME弧 

6.4 进近着陆方法 

6.4.1 进近程序的构成及使用  

6.4.2 进近程序的飞行方法 

6.4.2.1 直角程序及等待程序的飞行方法 

6.4.2.2 修正角程序的飞行方法 

6.4.2.3 四转弯过程的判断与修正 

6.4.2.4 五边进近的判断与修正 

 

 

7.操作程序 

（8 分） 

 

 

7.1 航空资料汇编 

7.1.1资料汇编 

7.1.1.1 航空资料汇编的结构 

7.1.1.2航空资料汇编的内容 

7.1.1.3航空资料汇编的一般规范说明 

7.1.2航行通告 

7.1.2.1 航行通告简介 

7.1.2.2 航行通告格式和内容 

7.1.2.3 雪情通告 

7.2 空域 7.2.1空域分类 
7.2.1.1 空中交通服务空域 

7.2.1.2 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获取 



 - 16 -  
 

 

 

 

 

 

 

 

7.3 飞行运行 

 

 

 

 

 

 

7.3.1 地面运行 

 

7.3.1.1跑道标志 

7.3.1.2 滑行道标志 

7.3.1.3 机场区域内标记牌 

7.3.1.4 直升机场标识和标记 

7.3.1.5跑道灯 

7.3.1.6 滑行道灯 

7.3.1.7 进近灯光 

7.3.1.8 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7.3.1.9标准紧急手势信号 

7.3.1.10防止跑道入侵建议措施 

7.3.2 低温冰雪运行  

7.3.3 夜间运行  

7.3.4 延伸跨水飞行  

7.3.5尾流 
7.3.5.1尾流的定义及影响因素 

7.3.5.2尾流间隔 

7.3.6直升机防撞线飞行注意事项  

7.4 ADS监视 7.4.1 ADS监视分类及原理  

7.5 货运 7.5.1 直升机载货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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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飞行原理 

（18 分） 

 

 

 

 

 

 

 

 

 

 

 

 

 

 

 

 

 

 

 

 

8.1空气动力学 

 

 

 

 

 

 

 

8.1.1空气动力学基础 

8.1.1.1 国际标准大气 

8.1.1.2 流体的模型化 

8.1.1.3 相对气流 

8.1.1.4 流线、流线谱 

8.1.1.5 低速连续性方程 

8.1.1.6 低速伯努利方程 

8.1.1.7 空速管的测速原理 

8.1.1.8 翼型 

8.1.1.9 迎角 

8.1.1.10翼型升力的产生 

8.1.1.11升力系数 

8.1.1.12 阻力 

8.1.1.13升阻比 

8.1.2 旋翼空气动力学 

 

8.1.2.1 桨叶工作状态参数 

8.1.2.2 旋翼工作状态参数 

8.1.2.3 旋翼拉力 

8.1.2.4 直升机的阻力 

8.1.2.5 桨叶运动 

8.1.2.6 桨叶的挥舞运动 

8.1.2.7 科里奥利效应 

8.1.2.8 地面效应 

8.1.2.9 过渡升力和有效过渡升力 

8.1.2.10 陀螺的进动性 

8.1.2.11 直升机横向漂移 

 

8.2 直升机的平衡、稳定性与操纵性 
8.2.1 直升机的重心 

8.2.1.1 重心的概念 

8.2.1.2 机体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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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直升机的平衡 

8.2.2.1 平衡的概念 

8.2.2.2 直升机俯仰平衡 

8.2.2.3 直升机方向平衡 

8.2.2.4 直升机横侧平衡 

8.2.2.5 重心对直升机平衡的影响 

8.2.3 直升机的稳定性 

8.2.3.1 稳定性的概念 

8.2.3.2 直升飞在前飞中的稳定性 

8.2.3.3 直升机在悬停时的稳定性 

8.2.4 直升机的操纵性 

8.2.4.1 操纵性的概念 

8.2.4.2 直升机主要操纵机构的工作原理 

8.2.4.3 直升机操纵性的特点 

8.2.4.4 影响直升机操纵性的因素 

 

 

 

 

 

 

 

 

 

 

 

 

 

8.3.1 直升机平飞 

 

8.3.1.1 功率曲线 

8.3.1.2 影响所需功率的因素 

8.3.1.3 平飞运动方程 

8.3.1.4 平飞性能 

8.3.1.5 平飞性能影响因素 

8.3.1.6 平飞的操纵原理 

8.3.2直升机上升 

8.3.2.1 上升运动方程 

8.3.2.2 上升性能 

8.3.2.3 上升性能影响因素 

8.3.3 直升机下滑 

8.3.3.1 下滑运动方程 

8.3.3.2 下滑性能 

8.3.3.3 下滑性能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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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直升机一般飞行 

 

 

 

 

 

 

 

8.3.4直升机垂直飞行 

8.3.4.1 垂直上升运动方程 

8.3.4.2 垂直上升的操纵原理 

8.3.4.3 垂直下降运动方程 

8.3.4.4 垂直下降的操纵原理 

8.3.5直升机悬停 

8.3.5.1 悬停运动方程 

8.3.5.2 悬停的操纵原理 

8.3.5.3 影响悬停的因素 

8.3.5.4 悬停转弯 

8.3.6直升机盘旋 

8.3.6.1 侧滑 

8.3.6.2 盘旋 

8.3.6.3 盘旋的操纵原理 

8.3.7直升机的起飞 

8.3.7.1 滑行 

8.3.7.2 接近地面飞行 

8.3.7.3 起飞 

8.3.8直升机的着陆  

8.3.9直升机高级机动 

8.3.9.1斜坡起降 

8.3.9.2 山顶尖峰和山脊运行 

8.3.9.3 最大性能起飞 

8.4 直升机特殊飞行 

8.4.1 旋翼失速  

8.4.2 直升机自转 

8.4.2.1 自转飞行状态 

8.4.2.2 垂直飞行状态下的自转 

8.4.2.3 前飞状态下的自转 

8.4.3高度-速度图表  

8.4.4涡环状态  

8.4.5尾桨失效  

8.4.6地面共振  



 - 20 -  
 

8.4.7动态翻滚  

9.无线电通信  

（2 分） 

9.1 无线电通信要求 

9.1.1 呼号的读法  

9.1.2 特殊字母的读法  

9.1.3 通话结构  

9.1.4 ATIS  

9.2无线电通信程序 

9.2.1 无线电通信规则  

9.2.2 特殊情况下的通信程序 
9.2.2.1 双向无线电失效 

9.2.2.2 紧急和遇险下的通信程序 

9.3 无线电通信系统 
9.3.1 甚高频通信系统  

9.3.2 高频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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