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１０ 卷　 第 １２ 期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１２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Ｄｅｃ． 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２１６３（２０２０）１２－０２１４－０３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３９２ 文献标志码： Ａ

人工智能在智慧民航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杨奕烨， 樊重俊， 安艾芝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３）

摘　 要： 智慧民航是信息技术在民航领域的创新和深度融合，智慧民航的建设是民航业的新一轮产业改革，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 本文论述了智慧民航建设概念和背景，通过对民航行业空中交通管理、航空服务、营销策略和信息安全管理 ４ 个方面进

行分析，提出了人工智能在智慧民航建设中的相关应用，以推动民航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交通运输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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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中国科技的创新发展，以人工智能、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慢慢地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逐渐形成了以“智慧”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建设，如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社会”等。 而“智
慧民航”这一新型概念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成为

“智慧”系列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慧民航是信息技术在民航领域的创新和深度

融合，分析整合民航各种关键信息和要素资源，最终

实现对行业安全、服务、运营、保障等需求做出数字

化处理、智能化响应和智慧化支撑的建设过程［１］。
近几年，中国智慧机场的建设逐渐步入正轨，部分机

场发展十分迅速，已有人脸识别、智能语音导航等许

多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机场建设中，促进智慧机场

发展，这是实现智慧民航建设的关键一步，真正的智

慧民航的实现指日可待。
目前，中国民航业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中国

民航业的快速发展，空中交通运输量增长迅猛，导致

现有系统和基础设施可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

求，对空域的利用效率较低，限制了民航业快速发展

的势头；二是航班因天气等原因延误和其他预测信

息预测更新不及时；三是民航业作为服务业，行李托

运、机场安检等服务耗时长，客舱选座不够智能化。
智慧民航的建设，是对传统民航业的转型发展，可以

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民航业存在的问题，推动民航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交通运输业的核心竞

争力，加强中国交通运输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１　 人工智能技术

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有许多关键技术广为人

知，主要分为三类：
１．１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部分，是人工

智能的核心，让计算机模拟人类的学习方法，具备人

类的学习能力，不断地改善自身性能。 深度学习是

机器学习的进一步突破，利用多层次的神经网络，实
现更复杂的学习，解决多维的、非线性的问题的能力

很强，同时不断优化其应用程序，提高性能标准。 其



强大的学习和判断能力能处理海量数据，深层挖掘

数据背后的潜在含义，深层感知用户需求，得出最优

的模型和解决方案。
１．２　 知识和数据的智能处理

人工智能利用其记忆永久的特点储存大量的过

往信息，将获取的知识和历史经验存储到知识库中，
再利用人工智能处理模糊信息能力，通过自动推理

进行合理预测，制定相对应的解决方案，即结合各专

业领域的专家知识和其工作经验得出的使用规则以

及人工智能分析结果形成的专家系统。 人工智能解

决问题时，通过利用知识库中的数据，可以快速判断

决策，最终达到提高管理与决策效率的效果。
１．３　 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是确保人类和机器顺利交流，主要包

括多个技术：语音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

视觉，其中包括生物特征识别。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多个领域，民

航行业也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领域。
２　 人工智能在智慧民航建设中的应用

２．１　 人工智能在空中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空中交通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有效维护空中交通

安全和秩序，保障空中交通畅通，即防止民用航空器

同航空器或障碍物相撞［２］。 塔台管制员是空中交

通管理的核心，负责向航空器发布指令，通报影响航

空器运行的有关情报，统计飞行情况等，其工作负荷

与空中交通复杂性紧密相关。 空中交通的复杂性与

诸多因素如航空器数量，航空器密度，扇区几何形

态，冲突解脱难度，天气因素等相关联［３］，而管制员

的超负荷工作会直接影响航空飞行的安全。
人工智能技术可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改进，提供

技术支持。 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建立一套人工

智能辅助系统，辅助塔台管制员优化空中交通管理

模式，提升飞行管制工作的效率，降低管制员的工作

负荷，提升航空器运作的安全性。
２．１．１　 避免空中交通拥堵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可将收集到的气象信息，各个航

空公司各个时间段航班量，各航路情况等各处信息

汇总共享，能使管制员方便且清晰地了解整个航线

及附近的空域的交通情况，为后续的分析决策提供

了基础信息。 人工智能结合大数据技术，从各类数

据中快速的获取有效信息并全面地进行分析，可以

模拟演练未来飞行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及影响程度，
合理预测可能出现的飞行冲突时间和地点，分析冲

突解脱难度，自主规划并调整优化航班飞行时间间

隔，合理安排飞行路线，形成最优方案，有效避免出

现空中交通拥堵的现象，使空域资源利用率大幅提

升，降低了航班延误率。
２．１．２　 提供突发情况下的决策

人工智能通过其机器学习能力，对基本情况下

和突发情况下管制员的操作进行记录、分类、整理，
积累经验进行深度学习，并不断改善突发问题的解

决方法，形成模拟人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的数据库。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管制员监控，在遇到突发情况时，
人工智能可及时反映并给出灵活且准确的决策，能
有效避免人脑反应不及时，影响决策的情况发生。
在常规情况下，人工智能甚至能代替人工发布指令，
大大节省了管制员的精力。
２．２　 人工智能在航空服务方面的应用

２．２．１　 优化机场服务

在机场服务方面，机场在关键路口配备了人工

智能机器人，通过智能语音识别技术负责回答旅客

常见疑问，帮助旅客导航去其目的地，甚至还能与旅

客进行情感上的互动。 使用智能机器人也可以帮助

旅客解决运输行李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自动完成手

续，真正实现全自助行李托运。 此外，人工智能基于

计算机视觉运用人脸识别技术，通过机场各个摄像

头收集的旅客影像数据，采集人脸图像、定位、预处

理、身份确认与查找，可以快速有效地进行安检，无
需排队。 目前人脸识别技术高速发展，其拥有超高

的有效检出率和正确识别率，使得人工智能对机场

旅客的行为和表情能进行快速准确判断，及时对存

在危险隐患的人群建立重点人群检测的数据库，并
对其进行跟踪监管，实现自动安检，大幅提高安检效

率。 同时检测人流量，合理安排服务人员在岗人数，
也能自动精准迅速地找到未及时登机或走失的人

员，及时给予服务帮助。 人工智能系统还能通过智

能算法预测到航班延误，提前为旅客调整最优的出

行方案，并计算得出旅客出行或接机的具体时间，为
旅客提供全方面的保障和贴心服务，尽可能地减少

旅客因为航班延误而蒙受的损失。
２．２．２　 提升客舱服务

利用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技术，通过旅客在网

站的历史浏览记录、历史消费记录、与人工智能客服

的历史对话记录等，可将每个人的性格特征标签化，
对旅客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习惯进行深度的分析，了
解其潜在需求，为旅客分配合适的客舱座位，提供给

个性化的服务，如为在意光线的旅客挑选靠窗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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