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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及過程 

1.1  目的 

本會執行中的科發計畫，原擬定赴俄國研習俄製飛航記錄器解讀技術，礙於

雙方工作忙碌迄今仍不克執行該項出國計畫。近日，中國民用航空局(CAAC)航安

辦調查處，邀請本會參加由廣東省中南管理局辦理之事故調查演習，包含：通報

及組織、現場調查作業，記錄器水下偵搜及分析等。CAAC 並請求本會講解飛航

記錄器水下聽音及打撈程序與經驗。 

航空器事故突發性強、損失大、情況複雜、影響面廣。事故調查工作涉及環

節多，要求高，難度大。事故調查員應具有豐富的調查經驗，精湛的專業技能，

良好的組織協調能力和吃苦耐勞精神，熟練掌握事故調查程序和調查方法，緊密

有序地完成事故調查任務。為了做好航空器事故調查準備工作，加強事故調查團

隊建設，中國民用航局航空安全辦公室決定辦理“2009 民用航空器事故調查模擬

演練”。 

為深入了解中國 CAAC 的航安辦組織，及其事故調查之運作模式，本會派員

參加事故演習共同研討其作業程序及人員動員機制，進而提升本會與中國 CAAC

之事故調查相互合作。本次演練包括：黑盒子水下定位及打撈等，藉此次完整規

畫與演練建立未來雙方調查機構之共同合作。 

1.2  行程 

第一天，2009 年 10 月 19 日，全天： 

       安排參演及外方人員接接、報到、住宿，並發放相關演練資料。 

1830-1900   航安辦、中南管理局領導會見觀摩組成員 

 

第二天，2009 年 10 月 20 日 

0830-0900    開幕式 領導組致辭，觀摩組代表致辭(新加坡事故調查局陳局長) 

0900-0930    全體合影、茶歇 

0930-1000    指揮組介紹演練實施方案；調查員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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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演練總指揮宣佈演練開始 

             接獲最初事故通報（使用案例資訊），任命 IIC 

1000-1045 1、比照模擬事故資訊通報流程 

2、調查組各自進行調查前準備（設備裝備檢查） 

3、調查組分別準備事故調查首次新聞發佈會（新聞稿） 

1045-1115 模擬調查新聞發佈會 

A、B 調查組分別以籌組之調查小組比照發佈調查新聞，其他

人員可模擬記者提問 

1115-1130    現場防護服穿戴培訓 

             教員現場講解，A、B 調查組各指派一人穿戴 

1130-1400  午餐午休 

1400-1730  A、B 調查組按計畫實施模擬演練 

           1、尋找模擬現場路線：搭四輪傳動車輛赴現場，橋頭集結，最後步

行進入模擬現場 

           2、現場演練內容：現場接管、安全防護、現場勘查、繪製殘骸分佈

圖、現場測量、非接觸式測量目標距離等 

           3、記錄器水下搜尋定位：根據情況派人上船使用 ULB 水下聽音器 

           返回會議室，繼續完成其他環節的模擬調查工作。 

           4、案例分析，討論編寫調查報告。 

 

第三天，2009 年 10 月 21 日 

0830-1000  調查組繼續完成模擬調查工作，準備彙報材料（PPT）   

設備、裝備使用方法答疑 

1000-1100 臺灣 ASC 介紹臺灣水上事故調查程序及案例 

1100-1130 記錄器組彙報講解水下搜尋定位工作的完成情況 

1130-1400 午餐 午休 

1400-1600 A、B 組分別彙報模擬調查工作（每組 1 小時） 

1600-1730 演練交流總結會 

1、全體人員對本次演練進行交流、講評及總結 

2、觀摩組人員發言 

3、指揮組對演練情況進行講評、總結 

4、航安辦、中南管理局領導頒發演練培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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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故演練目的與內容 

2.1 演練目的 

主要目的為演練突發壯態的一起民用航空器事故，設定由中國民航局主導事

故調查。 

本次演練可以檢驗中國民用民航局、地區管理局之事故調查工作能量，並藉

以加強事故調查員之素質，提升有關方面協同機制，促進民用航空器事故調查能

力和效率。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 熟練掌握事故調查程序，考查調查的組織管理 

2. 熟練調查設備裝備使用，檢查調查設備配置管理。 

3. 熟練記錄器水下定位搜尋設備的使用。 

2.2 演練內容 

1. 事故通知與初始回應； 

2. 組織事故調查組及準備調查； 

3. 事故現場調查的組織與管理； 

4. 調查人員個人防護； 

5. 事故現場勘查（包括調查專用設備使用）； 

6. 事故記錄器水下定位打撈； 

2.3 演練目標 

 使調查人員熟悉事故調查的規定，掌握調查各方面的組織工作，提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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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調查的組織管理與協調能力。 

 使調查人員熟悉事故調查的程序，掌握調查主要環節的工作內容，檢驗

事故調查程序的適用性及可操作性，尋找調查程序中需要改進之處。相

關環節包括：事故資訊的通知與報告、調查組的組成、調查準備、調查

組的出動、人員集結、現場管理、現場防護、現場勘察等。 

 提高事故調查的通信聯絡的效率和可靠性。有效地利用各種通訊設備，

在總指揮部、現場指揮部、現場調查人員、後方支援部門以及其他相關

方面建立高效、可靠、安全的通信聯絡管道和聯絡方式。 

 強化事故調查專用設備及裝備的熟練使用，檢測設備裝備的性能，檢驗

設備使用效果，提出後續功能開發的需求。 

 事故調查員的體能鍛煉，野外生存訓練，提高調查員應對艱苦工作環境

的生存和工作能力。 

 檢查事故調查資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對缺少的事故調查裝備/設備、及資

料進行相關補充。 

 為今後的事故調查演練累積經驗，樹立範例。 

2.4 參演人員 

參演單位：中國民航局、7 個地區管理局、安技中心以及事故調查中心。 

觀摩機構: 新加坡航空事故調查局（AAIB）3 人、臺灣飛航安全委員會（ASC）

2 人、香港民航處（CAD）3 人、澳門民航局（CAA）4 人。 

全部計 59 人列冊報名，全體合影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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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全體合影 

2.5 演練地點 

演練時間：2009 年 10 月 20 日至 21 日，參演人員於 2009 年 10 月 19 日報到

集結。演練地點：廣州，民航中南地區管理局芙蓉會議中心，詳圖二及圖三。 

 

圖二 演練地點(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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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演練地點(B) 

2.6 演練組織 

本次演練由民航局航安辦和事故調查中心主辦，中南局航安辦協辦。 

演練工作設立領導組、籌辦組、指揮組、調查組及觀摩組。 

領導組：由民航局航安辦和中南局領導組成，負責演練工作的組織領導，演

練方案計畫的審查，演練實施的督察、指導、總結； 

籌辦組：由民航局航安辦、調查中心、中南局航安辦人員組成，負責制定演

練方案、計畫，佈置演練場地，準備演練的設備、裝備及各種資料

等，安排各項後勤保障事宜，協調外方參加人員的安排，落實領導

小組交辦的其他工作； 

指揮組：由相關領導和資深調查專家組成，負責演練過程的指揮、檢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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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協調、講評。 

調查組：華北局航安辦主任(A 組 8 人)，中南局航安辦副主任(B 組 8 人)。按

照調查規定和程序(CCAR 395 R1) 要求組織調查小組、現場勘查工

作，使用調查設備及總結調查結果。 

觀摩組：新加坡航空事故調查局（AAIB）3 人、臺灣飛航安全委員會（ASC）

2 人 、香港民航處（CAD）3 人、澳門民航局（CAA）4 人共 10 名人員組成。 

2.7 演練方案 

按照演練目的，本次演練主要安排 2 部分： 

2.7.1 調查程序與組織管理演練 

對從事故資訊的通知直至調查報告編寫的全過程進行演練，重點是調查的組

織和現場勘查階段的工作程序，調查設備及裝備的使用訓練結合其中進行。演練

方式主要以桌面演練為主，採用的方式為指揮組向參演人員提供比照事故案例的

基本資訊、初步事實資訊和事故現場的資料（包括文字和影像資料），要求參演方

按照調查規定和程序的要求，完成資訊通知報告、調查前準備、現場調查、原因

分析、安全建議制定、調查報告編寫等各個環節的模擬調查工作，並向指揮小組

彙報比照調查工作的實施情況，陳述根據事實資訊分析和編寫的調查報告，重點

是提出調查結果（FINDINGS）、結論（CAUSES）及安全建議（SAFETY 

RECOMMENDATIONS）。 

本次演練將採用開放模式，指揮組將參加演練的人員分成 A、B 兩個調查組，

並指定調查組組長（IIC）。各調查組組長根據有關調查規定和程序分別組織進行

調查。 

2.7.2 演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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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0 月 20 日 0711 時，HEST AIR 航空公司 HA865 航班新舟 MA-60

型機 ABC 編號從北山機場起飛 ，目的地東湖機場 ，在東湖機場進近著陸過程

中場外接地後彈起 ，偏出跑道 ，最終撞在機場候機樓南側外的水泥圍牆邊。機

上機組人員４人， 旅客 22 人，已知 3 名旅客死亡，２名 重傷。  

Note: 此為 2008.06.25 MA60 發生於菲律賓 Zest Airways 的真實案例 

演練改為 HESTAIR, 航空器登記國為新加坡  

演練中提供該事故完整事實資料作為 A/B 兩組研討依據 

2.7.3 記錄器水下搜尋定位演練 

在演練場地附近的指定水域事先安置記錄器水下定位信標，由實驗室人員使

用相關設備進行定位，並繪製簡圖，A、B 兩個調查組視情派人觀摩學習，不進

行打撈作業。同時邀請臺灣 ASC 實驗室人員參與指導。並邀請臺灣事故調查部門

人員介紹臺灣的工作程序和經驗。 

 

2.7.4 演練成果 

本次演練中針對 HESTAIR MA60 沖出跑道事故有許多討論，因涉及主導調查

機構(菲律賓尚未公布調查報告)，故不公開中方及菲方對事故肇因與飛安改善建

議的內容，及爭議之處。 

各方參與演練代表所作籌備工作及評論均基於 ICAO Annex 13 內容，對於如

有效區分出事故肇因的 ACTIVE FAILURE 及 LATENT CONDITIONS 也有許多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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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事故通報流程 

 

圖五 小組工作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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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新聞發布會 

 

圖七 現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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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記錄器水下搜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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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一、 各方參與演練代表所作籌備工作及評論均源自於 ICAO Annex 13 內容。

中國 CAAC 係每 2 年舉辦事故演練。  

二、 中國民用航空局航安辦主管及地區安辦主任等，熟悉相關規章 (如: 

CCAR 395R1, ICAO GASP/GASR 及 SSP) 。 

 ICAO 全球航空安全計畫(Global Aviation Safety Plan) 

 ICAO 全球航空安全路線圖(Global Aviation Safety Roadmap) 

 ICAO 國家安全計畫(State Safety Programme) 

三、 中國民用航空局航安辦的事故調查技術正朝向專業化、國際化及系統化

發展。 

 安技中心已轉型為民航研究院，負責相關技術之整合  

 事故調查中心人員已完成國外 AAI 訓練，朝 OJT 模式成長  

 各地區航安辦將逐步找專人全職負責事故調查工作  

 針對國際重要飛安會議及培訓機構，派遣”專業會蟲”跟蹤與學習  

四、 與會代表對我會在飛航記錄器之水下聽音定位系統之能量多所肯定，我

方也建議 ASIA ISASI 成立後應設立此分組彼此相互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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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一、 重新檢視本會相關法規及 SOP，評估本會事故調查作業與 ICAO Annex 

13 SARPs 不一致之處，並力求改善。  

二、 持續整備重大飛航事故調查能量，並輔以演練來考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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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行業標準 

MH/T 2001 – 2008:民用航空器事故徵候 Civil aircraft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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