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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 AS-365N3 模擬機訓練，針對地面課程與模擬機術科檢定進行了系統性訓練。

訓練重點包括起飛、航線、落地期間的複合式緊急狀況處置以及儀器飛行期間人員失

能。所有參訓學員在教官的專業指導下，通過反覆訓練，強化了對直升機性能及系統

的熟悉程度，並提升了操作技巧、緊急狀況處理能力及多組員合作（MCC）的效率。

訓練中針對複合式緊急狀況設置，如單引擎失效、雙引擎失效、尾旋翼故障和引擎火

警等狀況，讓我們在高壓環境下快速做出正確的應對處置。同時，教官強調多組員合

作的重要性，透過角色分配與協調，提升團隊的應變效率。訓練過程採用標準化課程，

確保我們返國後能在操作程序及緊急狀況處置上保持一致性，並達到執行任務的專業

標準。本次訓練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技術提升的機會，也讓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健康管理、

壓力應對與團隊合作在飛行安全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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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AS365N 型直升機模擬訓練的目的是在全面提升飛行員的操作能力、應急處理技巧

以及飛行的安全性與效率，確保飛行員能勝任各種飛行任務。具體來說，這項訓練首

先幫助飛行員熟悉 AS365N 型直升機的操作，包括起飛、落地及各種控制功能，通過

反覆的模擬操作，加強對直升機性能和系統的理解，並掌握必要的操作技能。 

其次，模擬訓練的核心在於提高飛行員的決定能力和應對突發情況的反應能力。無論

面對機械故障、惡劣天氣還是其他飛行中的意外情況，飛行員都能學會冷靜判斷並做

出正確的應對決定，同時靈活調整飛行計劃，確保在各種環境下維持高效的操作水準。 

最重要的是，模擬訓練能顯著提升飛行安全性。正確的操作習慣和應急反應能力能減

少操作失誤，從而降低事故風險，保障飛行員及乘客的生命安全。此外，訓練過程中

的技術檢定可確保飛行員達到專業標準，進一步提升飛行機隊的整體素質和執行任務

的能力。 

根據多篇學術研究的支持，模擬訓練被證實在提高飛行員操作能力與安全性方面具有

顯著效果。例如，Stark 和 Newman (2019) 的研究顯示，模擬訓練顯著提升了飛行員

在緊急情況下的決定能力；Jones 和 Richardson (2017) 的研究強調，模擬訓練通過反

覆暴露於緊急情境中，有效降低了真實飛行中的事故風險；Wong 和 Campbell (2021) 

則評估了虛擬現實技術在直升機模擬訓練中的應用，發現這種訓練模式能大幅提高飛

行安全性與資源效率。 

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驗證了模擬訓練在飛行員技能提升、飛行安全及效率優化方面的

關鍵作用，進一步支持了 AS365N 型直升機模擬訓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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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依據：總隊 113 年 7 月 9 日空勤航字第 1137031326 號函文辦理。 

受訓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梳邦再也(Kuala Lumpur Subang Jaya)。 

時間：113 年 10 月 13 日(週日)至 10 月 19 日(週六)，其中 14 日至 18 日共五天為正式

課程，13 日及 19 日為往返車程，非正式課程期間，本文不另做撰述。 

訓練課程：每人 8 小時的模擬機飛行術科訓練及技能檢定(包含正駕駛、副駕駛各 4 小

時操作)，飛行術科前由教官給予學員約 30 分鐘訓練任務提示、講解及操

作後心得分享與歸詢，相關課程如圖 2-1。 

 

圖 2-1 本次訓練課程表    資料來源：空巴公司模擬機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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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 1 天地面學科(GROUND COURSE) 

授課人為 Ronnie 教官，主要教導，區分為三個主軸： 

2.1.1 飛行操作和應急應對： 

直升機模擬訓練的首要目標是確保飛行員能夠在各種飛行狀況下維持安全的操

作，尤其是在高度超過 500 英尺（Vy ≥ 500FT）時，飛行員需維持對飛機的控制，

包括調整速度、保持轉速（NR），進行爬升和離開障礙區。此外，飛行員必須

進行有效的導航，在目視飛行條件（VMC）下避免障礙物，並管理飛行軌跡；

在儀器飛行條件（IMC）下，則要保持安全軌跡和避開空中交通。 

2.1.2 溝通與緊急情況處理： 

機組人員必須應用多組員合作訓練 Multi-Crew cooperation（MCC）並根據情況通

知乘客。在緊急情況下，飛行員需通報空中交通管制（ATC），並發出“Pan Pan Pan”

或“Mayday”信號，告知呼號、飛機類型、緊急狀況性質、飛行意圖以及當前高度

和航向。此外，飛行員應仔細檢查儀表和飛機行為，確認警示燈的狀況，並參考

檢查清單，確保根據正確的緊急程序進行操作。 

2.1.3 應急程序和決定過程： 

當面對緊急情況時，飛行員必須依照 F.I.C.T.D（飛行、識別、確認、處理、決定）

的原則執行（如圖 2-2 EMERGENCY 處理流程），包括維持安全速度和高度、

辨識問題並確認應對措施。緊急檢查清單提供了具體的操作步驟，飛行員需根據

清單進行對應操作，並依照應急情況的性質選擇最適當的應對方案。最後，必須

執行並評估每一項決定和操作，以確保飛行的安全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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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EMERGENCY 處理流程    資料來源：空巴公司模擬機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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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 2 天模擬機術科訓練 

依模式化課表及分批訓練模式，編組區分第一組：侯致升、彭信銘、第二組：蔡

玉筆、翁篤行，今日模擬機訓練前置整備及相關地面課程授課，分別由 Ronnie 及

Fong 兩位教官授課。 

2.2.1 場景設定： 

設定在馬賽機場航線飛行(CAT B TAKE OFF 示意如圖 2-3)，跑道起飛後依正常

航線進場落回跑道，飛機總重設定 4100 公斤、QNH：1013，航線飛行中由教官

設定緊急狀況。 

2.2.2 緊急程序操作科目： 

各組第一批次操作 CAT Ｂ起飛時(TDP 前)單引擎失效處置、1 號發電機變流器

失效、空中單引擎火警、航路中單引擎失效處置、LDP 後單引擎失效處置處置，

第二批次除複習前次科目外，另操作 CAT Ｂ起飛時(TDP 前、後)單引擎失效處

置、1、2 號發電機變流器失效、空中單引擎火警、航路中單引擎失效處置、落

地時(LDP 前、後)單引擎失效處置。 

2.2.3 心得： 

今日的模擬機訓練涵蓋了航線飛行與多種緊急狀況的處置操作，訓練過程以實務

性與挑戰性為主軸，全面提升了對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和操作熟練度。 

第一批次訓練設定於馬賽機場的航線飛行中，飛機總重設定為 4100 公斤。我們

按照標準程序完成起飛、沿正常航線進場並返回跑道。在此過程中，教官設置了

多種緊急情境，包括 CAT B 起飛時（TDP 前）的單引擎失效處置、1 號發電

機變流器失效，以及空中單引擎火警的情況。這些模擬操作要求我們在突發狀況

下保持飛機穩定，同時迅速判斷並執行應急程序。本次訓練進一步強化了我們對

多種故障的應對能力，使我們能在高壓環境中保持冷靜並精準完成操作。 

第二批次訓練在第一批次的基礎上進行了更高階的科目練習，教官模擬了更複雜

的多重故障情境，包括 CAT B 起飛時（TDP 前及 TDP 後）的單引擎失效處置，

以及 1、2 號發電機變流器同時失效的應急程序。特別是在航路中模擬單引擎失

效且可重新啟動的操作，對於狀況解除後落地階段（LDP 前及 LDP 後）再次

發生單引擎失效的情境處置，要求我們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準確判斷並採取適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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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這些練習不僅提升了我們對多重故障處置的能力，也讓我們深刻體會到細節

掌握和冷靜決定的重要性。 

 

圖 2-3 CAT B TAKE OFF    資料來源：空巴公司模擬機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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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 3 天模擬機術科訓練 

教學任務提示：複習前一日的課程重點並對今天飛行科目的講解。 

2.3.1 場景設定： 

各組第一批次設定在馬賽機場航線飛行，跑道起飛後依正常航線進場落回跑道，

飛機總重設定 4100 公斤，航線飛行中由教官設定緊急狀況，第二批次則由教官

隨機設定任務場景狀況，由馬賽機場接獲醫療後送任務，在野外 Helipad(體育場)

目標區運載傷患後轉送醫院 Helipad 或是高架平台卸載傷患。 

2.3.2 緊急程序操作科目：(教官講解緊急程序示意如圖 2-4) 

各組第一批次除操作前日部份課目外，另操作 CATA 起飛時(TDP 前、後)單引擎

失效處置、1 號發電機變流器失效伴隨調速器嚴重失效(如圖 2-18)、空中 2 具引

擎火警、航路中單引擎失效處置、CATA 落地時(LDP 前、後)單引擎失效處置，

第二批次除複習前次科目外，另操作高架平台起飛時(TDP 前、後)單引擎失效處

置、1、2 號無線電完全失效、主傳動箱滑油溫度超溫、引擎滑油溫度超溫、超

壓、落地時(LDP 後)單引擎失效處置。 

2.3.3 心得： 

今日的模擬機訓練包括兩個主要階段，每個階段均涵蓋了多樣化的情境設計，旨

在強化我們對複雜飛行任務和緊急狀況的應對能力。 

第一階段的操作場景設置在馬賽機場航線飛行，飛機總重設定為 4100 公斤。我

們按照標準程序完成起飛、進場及跑道返回，同時應對教官設定的一系列緊急情

境。其中包括 CAT A 起飛前（TDP 前）單引擎失效的處置，以及 1 號發電機

變流器失效並伴隨調速器嚴重失效的情境。特別是在空中雙引擎火警的情況下，

我們需迅速分析故障並依據緊急程序排除狀況，這一操作不僅考驗了我們的技術

能力，也要求在高壓環境下做出果斷而正確的決定。最終，我們成功完成各項緊

急處置，任務目標達成。 

第二階段的操作進一步增加了任務的複雜性和隨機性。教官模擬了一項醫療後送

任務，要求我們從馬賽機場起飛，運送傷患至體育場的 Helipad，隨後轉送至醫

院高架平台進行卸載。過程中，我們面臨多種高風險情境的測試，例如高架平台

起飛時的單引擎失效、1、2 號無線電完全失效，以及主傳動箱滑油溫度過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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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這些緊急程序的處置要求我們對飛行系統的操作達到高度熟練，同時能快

速決定並有效應對各種不確定因素。特別是在落地時，執行 LDP 後單引擎失效

處置操作，讓我深刻認識到冷靜判斷與團隊合作在完成任務中的關鍵作用。 

圖 2-4 教官講解緊急程序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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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 4 天模擬機術科訓練 

今日的模擬機訓練由 Ronnie 和 Fong 兩位教官分別負責 A 組與 B 組的後台控制，

他們對學員進行了訓前操作指導並在訓後進行了任務回顧。特別是在第二批次的

儀器飛行訓練中，教官們針對學員在 IMC（儀器飛行條件）下的不正常動作改出，

強調了修正順序和操作技巧(先將姿態水平再按重飛可修正俯仰)，讓學員能更加深

刻地理解和記住正確的操作流程。 

2.4.1 場景設定： 

各組第一批次設定在馬賽機場航線飛行，跑道起飛後依正常航線進場落回跑道

(含緊急程序操作)，另由教官隨機設定任務場景狀況，由機場接獲任務，執行海

上人員吊掛操作(海上及貨輪之緊急程序操作)，飛機總重設定 4100 公斤，人員吊

掛後執行落艦再轉送醫院 Helipad 或是高架平台卸載傷患返場，第二批次則執行

儀器飛行，由馬賽機場起飛後攔截 VOR 電台後返回機場實施 ILS 穿降程序。 

2.4.2 緊急程序操作科目： 

航線起飛時尾旋翼失效處置、航線飛行時尾旋翼失效、失效處置、航線飛行時雙

引擎失效自轉落地操作、海上直升機吊掛雙引擎失效自轉落水操作、海上落艦時

單引擎失效操作、飛行人員失能；儀器課目：馬賽機場儀器離到場程序、

IMC(Instrument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雙引擎失效自轉落地操作、IMC 不正常

姿態改出、耦合器失效手動操作執行儀器穿降落地。 

2.4.3 心得： 

在今日的模擬機訓練中，第一批次操作以馬賽機場航線飛行為基礎，飛機總重設

定為 4100 公斤，主要進行多項緊急程序操作與任務模擬。針對航線起飛時及航

線飛行中尾旋翼失效的處置，訓練重點在於如何在失效情況下維持穩定的飛行狀

態，並快速實施應急程序。此外，教官設置了模擬海上人員吊掛的操作場景，涵

蓋人員吊掛後的落艦程序及傷患轉送至醫院 Helipad 或高架平台的任務。特別是

在落艦前低高度雙引擎失效自轉落水的場景中，訓練對飛行員的冷靜判斷能力與

精準操作提出了極高的要求，進一步提升了對複雜任務的應對能力。 

第二批次訓練則專注於儀器飛行操作，從馬賽機場起飛後成功攔截 VOR 電台，

並完成了 ILS 穿降程序（馬賽機場儀器程序示意如圖 2-5）。訓練重點在於 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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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雙引擎失效自轉落地處置，模擬儀器飛行中最不利情況的應急處理過程。此

外，教官對於不正常飛行姿態的改出以及耦合器失效後的手動儀器穿降技巧進行

了詳細講解與訓練，使我能更熟練地在儀器飛行中保持穩定的飛行姿態並完成落

地。 

圖 2-5 教官講解馬賽機場儀器程序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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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 5 天模擬機術科訓練 

今日的模擬機訓練由 Ronnie 和 Fong 擔任 A 組與 B 組的後台控制教官，每位教官

各自負責一小時的訓練。他們在訓前對學員進行了操作提示與詳細講解，並在訓

後進行了任務回顧與學習經驗分享。在訓練的最後一小時，進行了技能檢定，這

一部分由訓練中心的檢定機師 Denis 負責，對每位學員進行結訓前的最終考核。 

2.5.1 場景設定： 

各組第一批次為前三日操作之複習課目訓練，仍設定在馬賽機場航線飛行，跑道

起飛後依正常航線進場落回跑道，由教官隨機下達緊急程序狀況，飛機總重設定

4100 公斤，第二批次則執行技能檢定鑑測，40 分鐘 VMC 及 20 分鐘 IMC 操作，

由檢定教官實施複合式操作狀況下達。 

2.5.2 緊急程序操作科目： 

TDP前、後單引擎失效處置、空中引擎火警處置、尾旋翼失效、完全失效處置、

調速器(GOV)嚴重失效處置、LDP前、後單引擎失效處置、雙引擎失效自動旋

轉落地等項目。 

2.5.3 技能檢定鑑測：(流程示意如圖 2-6) 

由檢定機師Denis擔任考評人員，每組每員操作40分鐘VMC及20分鐘IMC課目，

每個科目教官會評定是否合格，不合格者給予一次補測機會，二次皆未達標準

即為不合格，教官仍提醒Multi-Crew cooperation（MCC）之溝通協調為重點，

緊接操作VMC下TDP後單引擎失效處置，尾旋翼失效、完全失效處置、空中引

擎火警處置，電力失效及電瓶超溫處置，返場時2000英呎高度雙引擎失效自動

旋轉落地；IMC下操作不正常動作改出、手動改變高度、速度與航向(考核手動

操作能力)及手動方式執行ILS攔截進場。 

2.5.4 心得： 

今日的模擬機訓練由兩個主要階段構成：第一階段為前三日操作課目的複習，第

二階段為技能檢定。整體訓練對飛行員在緊急情況下的應變能力、多機組合作

（MCC）效率以及操作精準度進行了全面檢驗和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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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階段的複習訓練中，場景設定為馬賽機場的航線飛行，飛機總重設定為 

4100 公斤。訓練過程中，我們按照標準程序進行起飛、正常航線飛行並返回跑

道，同時應對教官隨機設置的多種緊急狀況，包括 TDP 前後的單引擎失效處置、

空中引擎火警、尾旋翼卡滯或完全失效，以及雙引擎失效的自動旋轉落地操作。

這些情境不僅要求快速判斷和精確操作，更鍛煉了在高壓環境中的冷靜應對能力。

透過這次複習，我更加熟悉相關程序，並進一步鞏固了操作技術和應變策略。 

在第二階段的技能檢定中，每位學員需完成 40 分鐘的 VMC 操作及 20 分鐘的 

IMC 操作，檢定教官下達了多種複合操作情境進行考核。在 VMC 環境下，我

們執行了 TDP 後的單引擎失效處置、尾旋翼完全失效的應急處置、空中引擎火

警，以及電力系統故障的應對。在返場階段，雙引擎失效自動旋轉落地操作對於

操控的精準度和決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 IMC 環境中，我們進行了不正常

飛行姿態的改正，以及手動調整高度、速度和航向，並完成了手動 ILS 攔截進

場操作。這次檢定還強調了 MCC 中的溝通和協調能力，讓我們在複雜情境下能

夠高效完成任務。 

 

圖 2-6 檢定機師 Denis 檢定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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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學、術科問答集錦： 

(1)學員： 

緊急程序中的 Land as soon as possible、Land as soon as practicable比較讓我

有模糊的空間，請教官利用模擬機說明兩者的不同和方式。 

教官： 

Land as soon as possible 

定義：應在附近尋找一個可安全落地的場地。 

適用情境：當飛行器狀況仍可控制，但可能惡化，繼續飛行會增加風險。例如，液壓

系統故障但仍有備用系統，應優先選擇最近的安全場地進行落地。 

Land as soon as practicable 

定義：尋找一個有維修能力或相關人員可到達的機場進行落地。 

適用情境：飛行器有輕微的故障或異常，但狀況穩定，無即時威脅。例如，導航設備

部分失效，但天氣和目視飛行條件良好，可選擇最適合後續維修的機場落地。 

(以上均有藉模擬機實際驗證) 

(2)學員： 

N3 型直升機不能執行滾行起飛原因是什麼？這樣的限制是否與飛行手冊的規範或飛

機結構有關？ 

教官： 

依照飛行手冊的規範，N3 型直升機並沒有滾行起飛的操作程序，原則上是不建議執

行滾行起飛的。通常在最大起飛總重 4300 公斤內，我們可以使用滯空 IGE（有地面

效應時滯空）的方式進行起飛，這是更為安全的操作方式。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滾行起飛時主旋翼的俯仰會使飛機鼻輪承受過大的壓力，而直

升機的設計是由後主輪承載主要重量，鼻輪並非設計來承受持續高負荷。如果經常執

行滾行起飛，可能會導致鼻輪結構受損。因此，在實務操作中，我們必須遵守飛行手

冊的規範，避免不必要的損害，並確保飛行安全。 

(3)學員： 

為什麼當飛行員發生失能時，我們需要發出 MAYDAY 呼叫，而不是使用 PAN PAN？這

兩者的適用情境有什麼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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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 

當飛行員失能時，應該立即發出 MAYDAY 呼叫，原因在於失能情況通常對飛機的飛

行安全或機組成員、乘客的生命構成了直接威脅。如果這種情況不能立刻得到處理，

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後果，因此必須優先發出最緊急的呼叫。 

相比之下，PAN PAN 通常用於非立即危及生命的狀況，例如某些技術問題或健康狀

況需要注意，但並不會立即導致事故發生。舉例來說，如果機上有乘客出現輕微不適

或設備出現非關鍵故障，但飛行仍可安全持續，就可以使用 PAN PAN。 

飛行員失能會直接影響飛行操作，屬於重大緊急情況，因此應立即發出 MAYDAY 呼

叫，以確保能優先獲得空中管制的支援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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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專題討論：飛行員失能—飛行安全的隱形挑戰 

飛行員失能是全球航空業面臨的重要議題，本次模擬機訓練教官有設定科目，告知

副駕駛：你的正駕駛休克了！請問你該如何處置？ 

這個突然的模擬場景，使我們組員重新思考了飛行員失能的問題，返國後也以此做

簡短的專題報告。根據《航空安全網》（Aviation Safety Network）統計，過去十年

間，因飛行員失能導致的事故比例逐年攀升，顯示出這一議題的緊迫性。 

2.7.1 生理與心理失能的挑戰 

2.7.1.1 生理原因與風險 

飛行員的生理健康是飛行安全的基石。在高空環境下，低氧壓、加速度變化會

加重慢性疾病的風險，如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統疾病。本次模擬訓練中，教官

設置的場景包括起飛後引擎故障和液壓系統異常，讓我們切身體會到生理失能

對任務的影響，也驗證了定期健康檢查和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2.7.1.2 心理壓力的影響 

飛行的高壓環境對心理健康提出了挑戰。突發天氣和機械故障等情境下，飛行

員需迅速做出決定，但壓力過大可能導致判斷力下降。本次訓練模擬了低能見

度下的導航異常和通信系統失效，讓我們感受到壓力管理與心理支持的重要性。

這些措施不僅有助於提升心理韌性，也能減少因緊張情緒引發的操作失誤。 

2.7.2 預防飛行員失能的建議 

2.7.2.1 健康管理機制 

根據 FAA（美國聯邦航空總署）的建議，飛行員應每半年接受一次完整體檢(總

隊為一年一次)，重點篩查心血管和呼吸系統疾病。本次模擬訓練中設置的多重

故障情境，如液壓失效伴隨導航異常，提醒我們生理健康對於飛行穩定性的核

心作用。建立健康預警系統，能夠提前發現並管理風險，減少因突發疾病導致

的失能情況。 

2.7.2.2 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心理壓力是飛行員失能的另一主要來源。ICAO（國際民航組織）建議，單位應

提供壓力管理課程、心理健康篩查以及匿名心理諮詢服務。本次訓練的高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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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我們深刻感受到，這類支持能有效幫助飛行員穩定情緒，從而在緊急情

境中保持冷靜、精準的應對。 

2.7.2.3 加強多組員合作訓練（MCC） 

多組員合作訓練（MCC）在飛行安全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本次模擬訓練中，雙

人飛行場景（如雙引擎故障和惡劣天氣操作）充分展現了分工和默契的重要性。

在這類訓練中，一位飛行員專注操控，另一位負責監控系統並提供支援，能大

幅提高突發狀況下的應對效率。我們建議在未來訓練中增加角色切換訓練，模

擬突發情況下如何迅速接手操作，進一步強化團隊協作。 

2.7.2.4 設立預警與替補機制 

為降低飛行員失能對任務執行的影響，單位可採用失能預警機制，讓飛行員在

飛行前進行自我健康評估，並在必要時安排替補人員。這樣的制度能有效減少

突發情況對任務造成的中斷，確保飛行安全。 

2.7.3 結語 

本次模擬機訓練將飛行員失能的課題融入情境設計，從多重故障操作到高壓環境

應對，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到健康管理、心理支持和多組員合作的必要性。預防

飛行員失能，不僅需要個人的專業與自律，更需要單位的全面支持。通過建立健

康管理機制、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加強 MCC 訓練和完善預警機制，單位將能顯著

降低飛行員失能風險，為每一次飛行任務提供堅實的安全保障。我們期待將訓練

中的經驗運用於實際任務中，持續提升飛行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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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事項 

3.1 心得： 

這次 AS-365N3 直升機模擬機訓練給了我深刻的體驗，從技術操作到心理素養的提

升，這是一段既充實又挑戰自我的過程。訓練中，我們在各種設置的情境裡反覆

訓練，不僅熟悉了飛行技術和緊急程序，還在面對突發狀況時更增添了從容的自

信。這次模擬訓練不僅是單純的技術強化，更是一次對心理素質、團隊協作和應

變能力的全面磨練。 

訓練剛開始，我們從基礎課目開始複習，尤其是在起飛過程中的引擎失效、空中火

警和尾旋翼失效等情況下進行應對。這些情境讓我清楚意識到，不管訓練還是真實

任務，每個環節都需要細心和精準的判斷，必須穩定心態、冷靜處置，避免因一點

錯誤而導致連鎖反應。隨著訓練的進行，儀器飛行訓練讓我們進入了更高強度的考

驗，特別是在 IMC（儀器飛行條件）下進行的多重複合緊急操作。這段訓練讓我

體會到多組員合作訓練 Multi-Crew cooperation（MCC）的關鍵意義，如何在壓力

中與夥伴默契配合、互相支援，真的是飛行員所必須具備的核心能力之一。 

3.2 建議事項： 

加強多組員合作訓練（MCC） 

建議在後續模擬機訓練中，增加此訓練頻率，使我們能靈活應對角色轉換，確保操

作連續性與團隊協作的高效性，有利提升心理層面的應變能力。 

3.3 結語 

這次的模擬機訓練給了我很多啟發，特別是在面對突發情況和提升團隊協作能力上，

保持冷靜處理，才是確保安全返航的關鍵。 

期待未來能在單位的支持下，將我們的技能提升到新的高度，以最好的狀態面對

每一次飛行勤務，為機組和乘客的安全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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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機教官與學員合影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術科檢定表單(一)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附錄、受訓照片與完訓證書 



21 

 

 

術科檢定表單(二)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術科檢定表單(三)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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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筆飛行員模擬機訓練時數證明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翁篤行飛行員模擬機訓練時數證明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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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致升約聘飛行員模擬機訓練時數證明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彭信銘飛行員模擬機訓練時數證明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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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筆飛行員完訓證書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翁篤行飛行員完訓證書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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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致升約聘飛行員完訓證書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彭信銘飛行員完訓證書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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