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国际航协：重启航空业的分级防护措施细节 

2020 年 5 月 19 日，日内瓦——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以下简称“国际航协”）发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启客运

航班所采取的生物安全分级防护措施细节。 

国际航协发布《航空运输生物安全：重启航空业的蓝图》，概述国际航协建议采取的生物安全分级防护措施。蓝图

的发布旨在树立双重信心：政府需要为旅客跨境旅行重开边境树立信心；旅客也需要为重返旅行树立信心。 

国际航协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德·朱尼亚克先生（Alexandre de Juniac）表示：“没有任何一项单一措施可

以既降低风险，又能确保安全的重启飞行。但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各国政府相互认可的分级防护措施是可行的。航空

业面临着前所未见的重大危机，分级防护措施兼具安全和安保两个方面的考量，也是生物安全的未来之路。” 

蓝图要点包括： 

 

飞行前，国际航协预见，各国政府需要在旅行前收集旅客数据，包括健康信息，这些数据应通过可信渠道（如电子

签证或旅游授权电子系统）提供。 

 

在起飞机场，国际航协建议采取的防护措施： 

• 对进入航站楼的机场/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和旅客（行动不便旅客或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除外）采取限制措施 

• 由训练有素的政府工作人员在航站楼入口处进行体温检测 

• 所有旅客保持身体距离，包括排队管理 

• 根据当地法规，旅客需面部防护，工作人员佩戴口罩。 

• 旅客尽可能使用自助服务办理登机手续，减少接触和排队，包括远程值机（电子/在家打印登机牌）、自助

行李托运（在家打印行李标签）和自助登机。 

• 登机应尽可能高效，重新设计登机口区域，减少拥挤，减少登机优先权以及手提行李。 

• 根据当地法规对高频接触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包括大范围提供洗手液。 

 

飞行中，国际航协建议采取的防护措施： 

• 所有旅客需要进行面部防护，机组人员佩戴非外科手术口罩 

• 简化客舱服务和预包装餐饮，减少旅客和机组人员间的互动 

• 减少客舱内旅客聚集，例如禁止排队等候洗手间 

• 加强机舱深度清洁频次 

 

抵达机场，国际航协建议采取的防护措施： 

• 根据当地管理局要求，由受训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 海关和边境管控自动化，包括使用移动应用程序和生物识别技术（已有部分国家实施并证明有效） 

• 加速行李提取，减少拥挤和排队，保持社交距离 

• 各国政府发布健康声明并对接触者进行有力追踪，以减少输入性传播风险 

 

国际航协强调，上述措施是临时性的，需定期评估审查，当更为有效的措施出现时可被替代，如果措施已无必要可

予以取消。重点是，在疫苗出现以前，国际航协希望从两个方面“改变游戏”来提升旅行的便捷度： 

 

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国际航协支持可扩展、准确和快速的测试结果。旅程开始时的检测将创造一个“无菌”的

旅行环境，让旅客和政府放心。 

https://www.iata.org/contentassets/4cb32e19ff544df590f3b70179551013/roadmap-safely-restarting-aviation.pdf


 

 

护照豁免权：国际航协将支持实行护照豁免权，区分已获得医学支持和政府承认的无风险旅客。 

国际航协重申，反对在飞机上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在抵达时采取隔离措施： 

• 结合体温检测和行程追踪，取消隔离措施。体温筛查降低了有症状旅客出行的风险，而健康申报和抵达后

的接触追踪则降低了输入性病例本地传播的风险。 

• 机上社交距离（中间座位空置）：通过所有机上人员佩戴防护面罩，降低机舱内传播的可能性（每个人都

是正面朝向而坐，气流从天花板到地板，座椅为向前或向后传播提供了屏障，以及按照医院手术室标准运

行的空气过滤系统）。 

 

相互认可的全球措施对恢复国际旅行至关重要。国际航协正在为各国政府构建蓝图。为支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的新冠肺炎疫情航空复苏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是制定安全重启航空业所需的全球标准。 

 

“蓝图是护航安全重启航空业的缜密规划。时机至关重要。各国政府认识到航空对本国社会和经济复苏的重要性，许

多政府正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分阶段重新开放边境。我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共识，形成初步标准以支持安全地

恢复世界的互联互通，坚定地建立全球标准对成功重启至关重要。还需根据技术和医学的进步灵活应变。协调是关

键。我们应该步调一致地迈出第一步，避免得不偿失。” 德·朱尼亚克先生强调。 

 

查阅朱尼亚克先生英文演讲 

查阅航空运输生物安全措施 

 

-IATA- 

 

编者注释: 

- 国际航协在世界各地共拥有 290 家成员航空公司，其定期国际航班客运量占全球的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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