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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无人机系统适航审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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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按照基于风险的适航管理理念，开展民用无人机系统的

适航审定首先要进行风险评估。为了指导和规范有关的风险

评估活动，以及为申请人编写项目风险评估报告提供指南，

制定本咨询通告。 

2 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按照《民用无人机安全管理规则》

（CCAR-92）规定纳入适航管理的民用无人机系统适航审定

项目。 

3 定义 

(一) 无人驾驶航空器：指机上没有驾驶员进行操控的

航空器，包括遥控航空器、自主航空器、模型航空器等。 

(二) 无人机：指无人驾驶航空器中的遥控航空器和自

主航空器，不包括模型航空器。 

(三) 无人机系统：指无人机、相关的控制站（台）、

所需的指挥和控制链路（C2 链路）组成的系统。 

(四) 民用无人机：指除执行军事、海关、警察飞行任

务外的无人机。 

(五) 民用无人机系统：指除用于执行军事、海关、警

察飞行任务外的无人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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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则 

民用无人机系统的适航审定采取基于风险的原则，民用

无人机系统适航审定项目的风险评估包含申请人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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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是否有数量和经验足够的专业人员。（是：5 分。

否：0 分） 
 

人员是否能胜任承担的职责。（是：5 分。否：

0 分） 
 

对无人机适航要求的熟悉程度。（熟悉：6 分。

一般：3 分。不熟悉：0 分） 
 

专业技术人员和适航管理人员是否接受过相关

培训。（是：5 分。否：0 分） 
 

设施/设备 

是否拥有固定或控制的设计生产、验证与展示

符合性的场所。（是：3 分。否：0 分） 
 

是否有用于设计生产、验证与展示符合性的测

试设备和设施。（是：3 分。否：0 分） 
 

是否拥有记录保存设施或设备。（是：3 分。否：

0 分） 
 

过程控制 

是否明确各过程的作用、输入、输出以及各过

程之间的接口。（是：5 分。否：0 分） 
 

过程控制是否根据设计、生产、适航验证的不

同活动特点而设置。（是：5 分。否：0 分） 
 

是否具备对设计、设计更改、符合性证明、供

应商控制、持续适航等与设计相关的过程控制。

（是：5 分。否：0 分） 

 

是否具备对设计资料控制、设计生产协调、制

造过程、检验试验过程、不合格品控制、供应

商控制、航空产品交付前维护、持续适航等与

生产相关的过程控制。（是：5 分。否：0 分） 

 

文件控制 
是否具备文档管理能力。（是：5 分。否：0 分）  
是否有对系统予以描述的文件，一般是适航管

理体系手册。（是：6 分。否：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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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记录、设计/更改资料、符合性验证资料及

其符合性核查工作文件的记录是否完备。（是：

5 分。否：0 分） 

 

授权人员的工作范围方面的记录是否完备。 
（是：3 分。否：0 分） 

 

内审及与

局方的接

口 

是否有确保过程得到合理控制和实现预期目的

的内部评审和改进机制。（是：5 分。否：0 分） 
 

以上机制是否包括事件收集、风险识别、缓解

措施、绩效指标等必要管理手段。（是：5 分。

否：0 分） 

 

纠正措施的实施效果。（良好：5 分。一般：3
分。否：0 分） 

 

是否具有满意的向局方报告的机制程序。（是：

5 分。否：0 分） 
 

总分  

 

6 产品风险评估 

评估民用无人机系统的产品风险等级，主要考虑无人机

飞行遭遇撞击带来的风险，综合无人机的能量等级和在预期

的运行环境飞行遭遇碰撞的可能等级两个维度给出。 

6.1 产品风险等级矩阵 
基于民用无人机的能量等级（见 6.2）和在预期运行环

境飞行的碰撞可能等级（见 6.3）两个维度，形成图 1 所示

产品风险等级矩阵。在矩阵中找到对应的单元格，即可获知

民用无人机的产品风险等级。黄色区域为低风险，橙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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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风险，红色区域为高风险。 

碰撞可能 
等级 

能量等级 
EC4 EC3 EC2 EC1 

等级 4     

等级 3     

等级 2     

等级 1     

图 1 产品风险等级矩阵 

 

6.2 能量等级 
民用无人机的能量等级从动能角度出发，通过最大起飞

重量和最大平飞速度来确定。根据计算得到的动能进行分

级， 等级 1为 34 千焦～1084 千焦（含 1084 千焦），等级 2

为 1084 千焦～8134 千焦（含 8134 千焦），等级 3为 8134 千

焦～67787 千焦（含 67787 千焦），等级 4为 67787 千焦以上。 

6.3 碰撞可能等级 
民用无人机在预期运行环境飞行的碰撞可能等级通过

飞越/驻留区域（如是否人口密集）和飞入/驻留空域（如是

否在有人驾驶航空器通常飞行的空域）来确定。人口密集区

域包括城市、近郊、县城或其他人口集中居住区域。有人驾

驶航空器通常飞行的空域包括航路、航线地带和民用机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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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以及临时划设的作业空域等。 

EC 代表碰撞可能等级，其严重程度从 EC1 至 EC4 依次

递减，通过图 2 所示流程确定。 

 
图 2 碰撞可能等级 

7 审定项目的风险评估 

民用无人机系统适航审定项目的风险评估综合考虑申

请人管理体系风险评估和产品风险评估两个方面。图 3 为民

用无人机系统适航审定项目风险等级矩阵，横向维度为产品

风险，纵向维度为申请人体系风险。通过该矩阵找到对应的

单元格，可以确定审定项目的风险等级。其中，黄色区域为

低风险，棕色区域为中等风险，红色区域为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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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无人机系统的适航审定项目无须进行风险评估，均

视为高风险。 

 

 

产品风险 
 
管理体系风险 

低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    

图 3 民用无人机系统适航审定项目风险等级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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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项目风险评估报告 

《╳╳项目风险评估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1 ╳╳项目基本情况 

1.1 申请人基本情况 

1.2 产品基本情况 

1.2.1 基本参数 
(1) 尺寸 

(2) 质量 

(3) 质量中心 

1.2.2 性能参数和限制 
(1) 实用升限 

(2) 最大航程 

(3) 最大爬升速率 

(4) 最大下降速率 

(5) 失速速度 

(6) 设计巡航速度 

(7) 最大平飞速度 

(8) 不可超越速度 

1.2.3 运行场景 



 

 9 

(1) 飞越/驻留区域 

如是否人口密集。 

(2) 飞入/驻留空域 

如是否在有人驾驶航空器通常飞行的空域。 

2 管理体系风险评估 

2.1 管理体系风险要素简要描述 

针对表 1 各项要素做简要描述。 

2.2 管理体系风险等级 

针对表 1 各项打分，并给出总分和体系的风险等级。 

3 产品风险评估 
3.1 能量等级 

3.2 碰撞可能等级 

3.3 产品风险等级 

4 ╳╳项目风险等级评估结论 

给出╳╳项目的风险等级。 

 


	目的
	适用范围
	定义
	原则
	管理体系风险评估
	产品风险评估
	产品风险等级矩阵
	能量等级
	碰撞可能等级

	审定项目的风险评估
	附录：╳╳项目风险评估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