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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疲勞管理機制與案例分享

中華航空企業安全室

2018/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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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有關疲勞

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疲勞管理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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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疲勞 – 你我初步的認知

開始之前，想了解各位
對疲勞管理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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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疲勞 – 可能的結果
Possible Con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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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疲勞 - 2017 NZ CAA SURVEY

疲勞是需要被關注的安全議題

83% 70%
認為因應疲勞的相
關管控作業對整體
運作有正面影響，
尤其可提升安全

認為導入疲勞管理
相關作業將有助於
提升紐西蘭整體飛
航安全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OlLaD95jbAhWMybwKHYsfDO8QjRx6BAgBEAU&url=http://www.tooopen.com/view/161616.html&psig=AOvVaw0-tLxJsZZ_bAtpalL53auo&ust=152706509521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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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疲勞 - 2017 NZ CAA SURVEY

一般而言，上述項目僅能降
低疲倦或短暫的恢復，但實
際消除疲勞的藥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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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疲勞 - 睡眠時數



8NHK 2018/05/16專題報導

有關疲勞 - 日本運輸業做法

日本報導指出參考美國研究報告，疲勞
除對安全有影響外，生產力的降低將會
影響日本整體1380億美元的年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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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rrect" limits, just informed boundaries
- ICAO Standards do not identify the actual limits
- Nor does science!
- Identifying prescribed duty limits requires a risk 
assessment

FRMS is an opportunity for 
Service Providers to use 
advances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improve safety 
and gain operational flexibility 
at the same time.

有關疲勞 - ICAO 疲勞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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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疲勞管理

• 90架航機、1360名飛航組員、3100名客艙組員

• 疲勞管理機制採用Prescriptive Approach安全管理模式進行

• 組員透過電子安全報告系統提報疲勞報告，每萬航班約有10件疲勞報告

• 由權責單位/醫務部審視報告，另不定期由醫務部、安全部、權責部門

以會議形式討論整體疲勞管理作業與管控措施

• 每月定期向CAA提報飛航組員及客艙組員疲勞管理法規符合度及調整因

應作為，並設立疲勞管理安全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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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A航空器作業管理規則

•第36-2條

•航空器使用人每次發布之組員

勤務表應包含至少連續十四天

之執勤及休息安排。組員應

於充分休息情況下執行飛航任

務，如因疲勞而有影響飛航安

全之虞時，得不執行飛航任

務。航空器使用人應認知前

項組員因疲勞而有影響飛航安

全之虞時，得不執行飛航任

務。

CI_FOM航務手冊

• Flight Crew Duties and 

Regulations

• Flight crewmembers should 

report to the Chief Pilot or 

his/her designee if feeling 

fatigued when reporting to 

duty. The Chief Pilot or 

his/her designee shall 

prohibit any flying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fatigued 

crewmembers.

CI_SOP

•飛航組員疲勞風險管理作業辦

法

•客艙組員疲勞風險管理作業辦

法

•預測式/主動式/被動式規劃與

管理飛航組員疲勞風險

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手冊/程序



12

組員任務

行程評量
Flight Time

Flight Duty 
Period

Time Zone

STD Zone STA Zone

Secotors

Rest Time

Flight 
Character

不可接受
<6

持續觀察
<7

可接受
≧7

統計數據與經驗

優於法規的緩衝時數

任務
風險評估

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預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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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預測式(未來)

Previous 
Experience

&

Evidence Base

Bio 
Mathematical 

modeling

Previous Experience

+

Evidence Base

+

Bio Mathematical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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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主動與被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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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主動與被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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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報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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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機航班之疲勞報告

組員反映貨機紅眼

航班與接續較早報

到航班之疲勞報告

組員派遣與機隊研討

1. 相關工作時間法

規符合情況

2. 休時與後續班表

合理性

風險管控措施

調整該紅眼航班後

之休息時數

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報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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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機航班之疲勞報告

組員反映貨機日間

航班由盧森堡至杜

拜為單一CA派遣之

疲勞報告

組員派遣與機隊研討

1. 飛時法規符合度

2. 可行的派遣調整

3. 類似航線的派遣

模式

風險管控措施

1. 5月起先試行以2

位CA執行

2. 續評估辦理情況

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報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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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航班之疲勞報告

組員反映TPEvvSFO

夏季班表調整為三

人派遣過於疲累

組員派遣與機隊研討

1. 飛時法規符合度

2. 可行的派遣調整

3. 類似航線的派遣

模式

風險管控措施

於冬夏季班表調整

作業期預先設立過

渡期，加強組員自

我管理宣導，提前

調整生理狀況。

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報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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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人員：
飛航與客艙組員、排
班人員及相關管理人
員

訓練規劃：
初訓與複訓

課程內容：
1. 疲勞管理；
2. 良好睡眠調整

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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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 衛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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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安全管理作業 –監控作業

 每月於CAA業務協調中提報
飛航組員及客艙組員的前月
班表優化統計，並提報
Outlier的原因與管控措施。

 安全績效指標設定疲勞相關
指標與目標，據以監控安全
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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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三步驟

管控組員班表優化情況

組員疲勞報告正向因應，

並持續強化組員自主身

心管理

預測模式導入生物模組，

以科學方式持續推動疲

勞風險管理系統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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