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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民用航空局為遂行民用航空法所交付之飛安監理任務，比照美國 FAA 成立

檢查員制度，設置有航務、適航、保安及危險物品等類別航空安全檢查員，

以完成民航六業之各項安全檢查。而航務檢查員中除了座艙安全檢查員

外，皆需俱備機型檢定資格。依據民航法規 07-02A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

理規則」中之規定，對已任職於特定機型及職務之組員，應實施定期訓練

俾確保其勝任職務，機種相關之組員資源管理訓練協調合作、特殊需求訓

練、各種因機身、發動機或各系統之故障、火災、危險物品運送訓練及其

他不正常情況下緊急處理程序。 
故於本檢查制度下，凡持有機種檢定證之檢查員，應每年實施機種複訓，

俾符合法規要求適職性訓練，並維持機種熟悉度，以有效協助、督導航空

公司之運作及檢查業務之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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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出國行程 

(一) 搭乘航班： 

9月 28日 BR2198 桃園至成田 0850/1230 

10月 1日 BR2197 成田至桃園 1415/1700 

 

(二) 參加人員：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羅夢雄(民航局航空安全檢查員)  

張晏賓(民航局航空安全檢查員)  

 

立榮航空代訓教官：李令昭(民用航空局委任考試官) 

 
(三) 每日行程 

 

日期 行程 備註 

98年 9月 28日 搭乘長榮 BR2198桃園-成田 駕駛艙航路查核 

98年 9月 29日 東京羽田日航訓練中心 檢查員 MD-90年度複訓 

98年 9月 30日 東京羽田日航訓練中心 
民航局委任考試官 

年度評鑑 

98年 10月 1日 搭乘長榮 BR2197成田-桃園 駕駛艙航路查核 

 
二、駕駛艙航路查核 
 

(一)去程駕駛艙航路查核 
 

98 年 9 月 28 日去程搭乘長榮航空 BR-2198 航班前往日本東京，兼施

桃園-成田國際航線之駕駛艙航路查核。 
 
本航班機型為空中巴士 A330 型、編號 B-16311 航機，本次飛航由長榮

航空公司資深機長 RATOMIR MIJUSKOVIC 與副駕駛吳家豪執行，飛

航組員證照齊全，效期及個人裝備之備份眼鏡及手電筒合規定。 
 
經查該航班之操作飛行計畫、組員資格、航空器通訊導航裝備數量、

跑道分析、載重平衡等資料，航機適航維護等均符合相關規定。  
 
本航班機長 MIJUSKOVIC 於長榮航空公司已服務近 15 年，曾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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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11 及 B767 機長，飛行經驗豐富。檢查員於觀察席聽取完安全提示

後，該機長更詳細補充提示於雙組員失能時的逃生要點。 
 
本航段原為副駕駛吳家豪擔任操控駕駛員主飛，機長為監控駕駛員。

惟離場時側風大於該公司規定右座起飛限制，而機長掌握此一情形，

依規定取回操控駕駛權主飛桃園-成田航段，副機長改為監控駕駛員。

由此可見該航班組員不但狀況警覺良好，也對長榮航空公司的航務規

定有充份的了解並據以執行。 
 
本班機機載油量 21,700 公斤，於 UTC 0106 桃園 05 號跑道起飛，NIPAS 
3K 離場，組員依標準操作規定執行飛行前檢查、任務提示、各項檢查

表，離場、飛機操控等符合規範，航行計畫與實際情況相符。於日本

成田機場雷達導引進場，執行 16L 跑道精確儀器降落，標準程序熟練，

落地操縱良好，餘油 7,000 公斤，高於最低安全油量。飛行操作各項檢

查持檢查表執行，組員協調合作良好，飛航組員遵守各項航機限制，

飛行管理佳，依規定檢查航路各航點上航機油量及儀表裝備，空地通

話熟練。 
 
觀察機邊作業，本航班機坪作業與旅客隨身攜帶行李皆符合規定。 
 
本次駕駛艙航路查核，無異常情況發現。 
 

(二)回程駕駛艙航路查核 
 

98 年 10 月 1 日回程搭乘長榮航空 BR-2197 成田-桃園航班返回臺灣，

兼施該航線之駕駛艙航路查核。 
 
本航班機型為空中巴士 A330 型、編號 B-16308 航機，本次飛航由長榮

航空公司資深機長黃國鈿與副駕駛薛仁欽執行，飛航組員證照齊全，

證照效期及個人裝備之備份眼鏡及手電筒合規定。 
 
經查該航班之操作飛行計畫、組員資格、航空器通訊導航裝備數量、

跑道分析、載重平衡等資料，航機適航維護等均符合相關規定。  
 
本航班副機長薛仁欽為操控駕駛員，機長為監控駕駛員，飛行前檢查、

提示、離場、飛機操控等均符合長榮航空公司標準操作程序規範。 
旅客隨身行李管制，無異常情況發現。 
航行計畫與實際情況相符，機載油量 21,080 公斤，日本成田機場新滑

行道滑行時，機長小心謹慎，命副機長與航管充份溝通，並仔細查看

航圖，以避免誤入其它滑行道或造成跑道入侵之可能。抵達臺北航管

區後由航管雷達導引攔擮桃園 06 跑道儀器降落系統進場，程序熟練，

落地操控良好，餘油 5,220 公斤，高於最低安全油量。飛航組員各項

檢查依規定持檢查表執行，組員協調合作良好，遵守各項航機限制，

飛行管理佳。 
本次駕駛艙航路檢查無異常情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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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查員 MD-90 年度複訓 
 
(一)東京羽田日航訓練中心簡介 

 

由於國內航空公司僅有長榮與立榮航空使用 MD-90機型，飛航組員的

訓練需求有限，加上模擬機的建置與維護成本考量，並無購置該型模

擬機，所以定期複訓皆是至國外來租借模擬機時段來完成。本次模擬

機使用的是日航的 MD-90模擬機，原本屬於 JAPAN AIR SYSTEM，位於

羽田機場整備區第三大樓。同棟大樓內還有波音 777的模擬機，本訓

練中心管理良好，模擬機的狀態也保持在極佳的狀態。區內並規劃有

簡報室與休憩室，環境整潔，並有設置電子密碼鎖門禁作為訓練中心

的保安措施。 

 

也因日航本身也是使用同樣的模擬機來作為自身飛航組員的訓練，並

以自身飛航訓練為第一優先，所以長榮、立榮航空所能取得時段多落

於晚上，有些時段甚至是凌晨時段，較為不利。本次檢查員年度複訓

所使用模擬機時段即為晚上 11:00至凌晨 3:00的區間。 

 

(二)檢查員年度複訓課程 
 
本次檢查員複訓乃委由立榮航空代訓，執行訓練教官李令昭機長，教

學資歷豐富，亦是本局於立榮航空公司之委任考試官(DE)，所使用的

訓練課程為立榮航空公司本年度第二次複訓課程(PT2)，複訓課程時數

為飛前簡報 1 小時，模擬機術科張員與羅員輪流執行操控駕駛員與監

控駕駛員任務各 2 小時共計 4 小時，飛後講評 1 小時。複訓之執行目

的以將課表所列術科項目訓練到熟練為止，以確保飛安與飛航品質。

訓練課程以三年為一循環涵蓋所有飛機系統，而本次所著重的是引

擎、輔助動力裝置、液壓、起落架與飛控系統，課程中並強調運用駕

艙資源管理包含風險與錯誤管理 THREAT AND ERROR 
MANAGEMENT (TEM)等 6 項技巧來完成飛航中各項任務或異常與緊

急狀況之處置。詳細之訓練課程請參見附件 1。 
代訓教官李機長於飛前簡報時展現良好本職學能，對於受訓檢查員所

提各項問題均適切回答，課程提示詳盡，並以溫和及有禮貌的方式執

行訓練，科目分配時間掌握良好，異常狀況發生過程合於邏輯。飛後

簡報時，並以模擬機中術科操作時所列印出圖表來講解，以增進理解

與加強印象，下二圖即是操作環繞進場課目的列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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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榮航空公司民用航空局委任考試官年度評鑑 
 

根據民用航空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航空人員術科檢定業務，得由民航

局委託機關、團體或個人辦理；民航局定訂受委託者之資格、責任、

監督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委任考試官每十二個月更新其任命一

次，而本局航務檢查員則依據檢查員手冊 JOB FUNCTION 12 委任考試

官之管理來執行本次年度評鑑，評估本局所委任之航空運輸駕駛員考

試官於代表本局執行給證業務時，能夠有檢定給證的初次核發及加簽

之知識、能力與技術需求，明瞭所要執行之檢定給證測驗之相關程序、

方法及技術，了解民用航空局所規定之考試員的責任、權力及限制，

並能夠適切使用特殊考試員任務須使用之民用航空局表格及工作輔

助。 
 
基本上，委任考試官年度評鑑應於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應由主任航務

檢查員或由主任航務檢查員所委任之另一等級適合之檢查員觀察委任

考試官執行一檢定給證檢查任務，若無法在上述的情況下進行觀察，

則檢查員可在委任考試官執行能力或適職性考驗時進行觀察。本次立

榮航空公司續聘委任考試官李令昭機長之年度評鑑，因無給證考驗之

故，即是以執行該公司黃景平機長與陳文盛副機長的適職性考驗(PC2)
來做為續聘委任考試官的年度評鑑。適職性考驗(PC2)的課目內容請參

見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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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李委任考試官於執行本次適職性考驗(PC2)時，認真專業，態度溫

和，考驗課目及時間分配掌握良好，模擬機飛前簡報時清楚說明考驗

標準與流程，模擬機術科考驗中，教官席上科目、異常狀況設定操作

流暢，且基於豐富飛行經驗，所設定各項飛航時異常狀況之發生，也

都合乎邏輯;考驗後簡報切中要點，完全將受考駕駛員於術科考驗的表

現了若指掌，考驗後文件使用及填寫正確。 
 
根據本次年度評鑑的結果，立榮航空公司李委任考試官可勝任並有資

格續聘為本局委任考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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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依民用航空法的規定，經營民用航空運輸業者，需具有依相關法規從事安

全營運之能力，負責飛安監理之民用航空局則依法得檢查民航業者之航務

運作。航務檢查員為保持其工作之適職性，必需比照航空公司之航務人員

有相應適當之訓練，以勝任並達成檢查制度下所委任之各項任務。每年一

次的模擬機複訓，除了是讓持有機型檢定證的航務檢查員保有其機型最基

本的熟悉度俾益航路駕艙查核外，另方面也是除了經由文件審核，了解所

委任代訓航空公司訓練能量與訓練計畫之落實程度，並親身體驗其標準操

作程序與訓練課程的合理性，實有一舉數得之效，應持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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