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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的现状及面临的困难，并提出了解决对策。小型机场在城
市化进程加快、交通网络不断完善的背景下，面临城市发展、其他交通方式竞争以及规划衔接等多重
挑战。通过充分了解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竞争环境，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具体
措施包括合理规划跑道长度、功能分区与流线设计、各单体建筑建设规模与位置安排。本文旨在为小
型机场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确保规划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推动机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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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revision of the master plan of small 
airports，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twork，small airports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urban 
development，competition of other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and planning connection. By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policy environment，economic environment，social environment and competitive environment，formulate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lanning scheme.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 reasonable planning of runway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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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irports，ensure the foresight 
and operability of the planning，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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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航空运

输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小型机场在

服务区域经济、促进地方发展、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交通网络

的不断完善，小型机场在总体规划和修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

战。本文旨在分析当前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的现状及困难，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小型机场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

鉴。通过对小型机场规划修编现状的详细探讨，我们可以更好

地理解其在城市发展中的角色和定位，同时也能为未来的规划

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指导。 

二、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现状及困难 
（一）城市发展对机场的制约 

城市的发展是小型机场规划修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用地需求不

断增加，机场用地面临被挤压的风险。很多小型机场周边区域

原本是城市的边缘或郊区，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区域逐渐成

为城市的中心或近郊，土地价值显著提高，机场用地的扩展和

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此外，城市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和生

态平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机场在噪音、空气污染等方面的环

境影响逐渐成为规划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些都给小

型机场的规划修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二）其他交通方式对于机场发展的影响 

随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其他交通方式的快速发展，小

型机场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压力。高铁和高速公路的便捷性和高

效性，使得短途航空运输的优势逐渐减弱，旅客更倾向于选择

高铁或自驾出行。此外，其他交通方式的网络日益完善，覆盖

范围不断扩大，进一步削弱了小型机场在交通网络中的地位。

面对这一局面，小型机场在规划修编中需要考虑如何与其他交

通方式协调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探索差异化的服务和功能

定位，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三）规划的衔接 

小型机场的总体规划修编需要与多个层级的规划进行衔

接，包括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综合交通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以及相关的专项规划等。这些规划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和冲突，如何在修编过程中做到各规划之间的有效衔接，既满

足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的要求，又能确保小型机场的可持续发

展，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此外，规划修编还需要充分考

虑机场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确保规划

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这些都需要在规划修编过程中

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协调，确保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协调。 

三、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重点 
（一）充分了解外部因素 

3.1.1 政策环境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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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首先要充分了解和分析政策环境，

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

等。国家层面的政策如《“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民

用机场总体规划规范》《民用机场建设中长期规划》和《“十

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对机场建设和发展具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地方政府也会根据区域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机

场发展政策。了解这些政策环境有助于规划人员在修编过程中

确保规划的合法性和合规性，避免违反国家和地方的政策规

定。同时，政策环境分析还可以帮助规划人员了解政府对机场

发展的扶持力度和方向，如资金投入、用地政策、税收优惠等，

这些都是影响机场规划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3.1.2 经济环境的评估 

经济环境是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外

部因素之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直接影响机场的客货运

需求和发展潜力。通过对区域经济环境的评估，规划人员可以

了解区域内产业结构、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

力等。这些信息有助于预测机场未来的客货运量，确定机场的

发展规模和功能定位。此外，经济环境的评估还包括对区域内

主要产业的发展前景和需求进行分析，如旅游业、制造业、物

流业等，这些产业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到机场的业务需求和

服务种类。因此，在规划修编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区域经济发

展的动态和趋势，确保规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 

3.1.3 社会环境的调研 

社会环境是影响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的重要因素，包括

人口结构、社会文化、居民出行习惯等。通过对社会环境的调

研，规划人员可以了解区域内人口的分布和变化趋势，居民的

出行需求和偏好等。这些信息对于确定机场的服务对象和服务

范围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区域内人口老龄化趋势显著，可能

需要增加医疗和康养相关的航空服务；如果区域内旅游资源丰

富，可能需要提升机场的旅游服务功能。此外，社会环境调研

还包括对公众意见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进行了解和分析，通过

公众参与和意见征集，确保规划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

和期望，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3.1.4 竞争环境的分析 

竞争环境分析是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小型机场在面对其他交通方式和周边机场的竞争时，需

要通过分析竞争环境来寻找自身的发展定位和竞争优势。首

先，要对区域内其他交通方式如高铁、公路、港口等的现状和

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了解这些交通方式对航空运输的替代作用

和竞争力。其次，要对周边机场的运营情况、服务范围、客货

运量等进行调研，找出它们的优劣势所在。通过这些分析，规

划人员可以明确小型机场在区域交通网络中的地位，找出差异

化发展的路径和策略。例如，可以考虑发展特色航空服务，如

短途运输、低成本航空、旅游包机等，避开与大型机场和其他

交通方式的直接竞争，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 

综上所述，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通过对政策环

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全面了解和分析，规划

人员可以更好地掌握外部因素对机场发展的影响，从而制定出

科学、合理、可行的规划方案。只有充分考虑和分析外部因素，

才能确保小型机场的规划修编符合实际需求，具备前瞻性和可

操作性，推动机场的可持续发展。 

（二）总体规划设计机场内部 

1. 合理规划跑道长度 

在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中，合理规划跑道长度是确保机

场运营效率和安全的重要环节。本文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详细

论述如何在规划中合理确定跑道长度。 

3.1.1 机场定位与旅客吞吐量预测 

首先，小型机场的跑道长度需要根据机场的定位和未来的

旅客吞吐量预测来确定。根据《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MH/T5002-2020），小型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小于 200 万人次。

因此，在规划跑道长度时，应充分考虑机场未来的客货运需求

和发展潜力。机场的定位决定了其服务的航线范围和使用机

型，例如，主要服务于区域内短途航线的机场，其跑道长度需

求相对较短。而对于那些计划拓展中远程航线的小型机场，则

需要规划更长的跑道以适应大型飞机的起降要求。 

3.1.2 现有资源与发展限制 

其次，规划跑道长度时还需考虑机场现有资源和发展限

制。在实际操作中，小型机场的改扩建往往面临用地紧张、资

金有限等问题。盲目追求长跑道不仅增加建设成本，还可能占

用宝贵的土地资源，导致其他功能区的发展受限。因此，规划

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避免浪费资源。同时，还应考虑

跑道与飞行区等级、航站区建设内容的相互匹配，确保各功能

区协调发展，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3.1.3 参考已建成机场实例 

在跑道规划中，借鉴已建成机场的成功经验也是重要的一

步。通过研究同区域内、同类型机场的运行数据和改扩建实例，

可以获得宝贵的实际操作经验。例如，参考邻近地区已扩建的

小型机场的跑道长度和使用情况，可以帮助规划人员更好地评

估本机场的跑道需求。同时，通过与其他交通方式建设项目编

制单位的沟通，平衡各方需求，确保规划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

性。 

3.1.4 考虑未来发展趋势 

最后，在规划跑道长度时，还需充分考虑未来的航空技术

发展和行业趋势。例如，随着航空技术的进步，新型飞机的起

降性能不断提升，可能对跑道长度的要求有所降低。同时，随

着高铁等其他交通方式的发展，小型机场的航线布局和旅客构

成也会发生变化，这些都需要在规划中予以考虑。因此，在制

定规划方案时，应保持适度的前瞻性和灵活性，以便在未来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 

综上所述，在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中，合理规划跑道长

度需要综合考虑机场的定位、未来的客货运需求、现有资源限

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因素。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不仅可以

提高机场的运营效率和安全性，还能为机场的长远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2、航站区功能分区与流线的考虑 

在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航站区的功能分区与流

线设计是关键环节，直接影响机场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首

先，功能分区需要考虑各区域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制约关系。机

场航站区主要分为旅客航站区、货运区、能源动力区、生产辅

助区、工作区、生活区和油库区等。这些区域之间需要合理布

局，避免相互干扰。 

（1）旅客航站区与货运区 

当机场货运量增长或规划货运定位时，货运区需要从旅客

航站区分离开来，规划至独立且具有发展空间的区域。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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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货运区的操作涉及大量货物的装卸和运输，可能对旅客的活

动造成干扰。 

（2）生产辅助区与航站区及货运区 

生产辅助区包括机务、场务、车库、消防救援和空管设施

等，通常布置在空陆侧交界处，较为便利。但由于空间资源有

限，需要根据业务优先级进行排序，同时考虑功能合建，以提

高空间利用率。 

（3）能源动力区与工作区及生活区 

在小型机场新建时，这些区域建设较为紧凑，预留空间有

限。然而，随着机场的发展和定位的转变，这些区域需要协同

规划，以满足未来的发展需求。例如，能源动力区需要靠近工

作区和生活区，以便于能源供给和管理。 

（4）油库区与航站楼 

油库区与航站楼等重要建筑物之间需保持一定的安全距

离。在总规修编中，应在机场航站区边缘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

避免油库区频繁搬迁的问题。同时，油库区的布局应便于油车

的进出，减少对其他区域的干扰。 

在规划过程中，还需考虑航站区的主要流线，减少交叉干

扰。机场内主要流线可分为：旅客流线、工作人员流线及货车、

油车流线。这三条路线对象不同，规划时尽可能避免交织，减

少相互干扰，使各路线主体均可简便直接地自主流动。 

（1）旅客流线 

主要为搭乘飞机的旅客及迎送人员的路线，从进场路进入

高架桥或停车场，再进入航站楼，最后到达飞机。 

（2）工作人员流线 

机场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办公路线，从工作区或生活区通过

道口进入站坪，确保其行动不干扰旅客和货物运输。 

（3）货车、油车流线 

货运及油库区车辆的路线，由于货车及油车均为大型车

辆，需尽可能避免对其他生产生活的干扰，设计为直线且简短

的路径。 

3、各单体建筑建设规模与位置的考虑 

在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合理安排各单体建筑的

建设规模与位置至关重要。首先，要优先确定航站楼的位置。

航站楼是航站区最主要的建筑，其位置需要最先确定。修编时

需兼顾站坪机位布置、航站楼发展方向、航向信标天线中心 10

度角、塔台位置遮蔽及兼顾航行服务运行标准，以便后续工作

推进。 

根据机场业务类型，确定货运站和机务维修用房的规模。

货运的发展往往与地区内产业结构相关，临空产业、物流园区

等定位，对机场货运的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要求机

场货运站具备一定的发展空间及相应的功能。同样，机务维修

的规模也取决于机场开展的业务及航空公司驻场的数量，在这

两个分区规模及位置的确定时，应充分考虑可能性和可行性，

把握空间利用。 

与后期使用建设方充分沟通机场油库区的位置及方案。油

库区与航站楼等重要建筑物均具有间距要求，而考虑到油车路

线或管线布置等因素，油库区不应与站坪布置过远，同时油库

区发展需相对独立。因此在考虑油库区布置时，应先与后期油

库使用建设方沟通，确定其发展模式后，在航站区边角布置，

充分考虑油库扩建及远期的发展方向和方案。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型机场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通过对政策环

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全面了解和分析，规划

人员可以更好地掌握外部因素对机场发展的影响，从而制定出

科学、合理、可行的规划方案。在规划中，合理安排各单体建

筑的建设规模与位置，优化功能分区和流线设计，确保规划的

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提升小型机场的运行

效率和服务质量，还能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为区域经济和社会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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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医院升级改造项目施工重难点多且复杂，需要全面分

析并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以保障施工顺利进行、减少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确保工程质量和功能需求的实现，为医院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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