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李敬强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76.06  

职称：教授 

最高学历：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中国民航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讯地址：天津市东丽区中国民航大学北教 23-502 

电话：15122721384 

电子邮箱：jqli@cauc.edu.cn 

 

二、 学习和工作经历 

1. 教育经历 

2004.9–2008.5 人机工效学博士：法国雷恩第二大学（University of 

Rennes 2，France） 

2003.9–2004.6 心理学硕士：University of Rennes 2，France 

2001.9–2003.6 人机工效学硕士：University of Rennes 2，France 

1995.9–1999.6 心理学学士：浙江大学，工业心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工作经历 

2022.12-至今   中国民航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2017.12-2022.11  中国民航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航空安

全理论、人因风险与绩效） 

mailto:jqli@cauc.edu.cn


2013.12–2014.03  法国民航大学访问学者（与 ENAC 和 SUPAERO 人因

研究实验室开展飞行中的人因与安全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与交流） 

2012.07–2017.11  中国民航大学民航安全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航空

心理学、人机工效学） 

2008.09–2009.06  法国雷恩第二大学心理系-讲师（工程心理学） 

2005.09–2008.06  法国雷恩第二大学心理系-助教（工程心理学） 

 

三、 研究方向 

研究民航运行保障中与心理学、安全科学及工程科学相交叉的复杂人因

问题，主要涉及安全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领域，包括三个方向：一是航空人

员疲劳风险管理（FRMS）建设中的疲劳/警觉度监测、预测及提升的理论研

究与技术开发；二是航空人员心理健康及胜任力评估与促进；三是民航运行

复杂控制系统（民机驾驶舱控制系统、空管指挥控制系统等）的安全、高效

及舒适度评估及优化。 

 

四、 教学科研成果 

1. 科研项目 

2020.01-2022.12  管制员警觉度对管制任务绩效影响机理及预警关键技

术研究，U1933122，（国自然民航联合基金，已结题） 

2018.01-2020.12  风险型飞行员的人格与操作特征识别研究，U1733117，

（国自然民航联合基金，已结题） 

2018.01-2019.12  飞行疲劳风险管理系统（ FRMS）应用推广，



DFS20180105，（民航局安全能力项目，已结题） 

2012.10-2015.12  飞行疲劳风险综合分析及疲劳管理系统研究，

MHRD201238，（民航局重大科技项目，已结题） 

2023.05-2025.12   基于疲劳风险管理的机组排班优化研究，中国南方航

空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项目（在研） 

2021.10-2022.09   疲劳风险管理系统及其配套硬件采购，SCN-MYG-

21091302390，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横向项目，已结题） 

2022/01-2023/01  疲劳风险管理系统及其配套硬件，MFMMCG220093，

厦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横向项目，在研） 

2019.11-2021.11   基于生物睡眠调节与神经系统觉醒促进的航空人员

警觉度提升关键技术研究，3122019186，（中央高校自然科学类重点基金，

已结题） 

 

2. 学术论文（部分） 

Jingqiang Li ， Xining Zhang, Yanru Zhou, The sustained atten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light crews on exempt and non-exempt flights. 

Chronobiology International, 2023 Jul 11;1-12, SCI 检索 

Jingqiang Li, Yanru Zhou, Xining Zhang, Qingfu Wang, Lu Zhang, Effects 

of total sleep deprivation on execution lapses during vigilance tasks, 

Chronobiology International, 2022 Dec;39(12):1624-1639, SCI 检索 

Jingqiang Li, Yanru Zhou, Xining Zhang, Tianchen Fan, Fatigue during 

Long-Haul Flights of Different Crew Compositions under Exemption from 



Layover and Flight Time during COVID-19,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Oct 19;19(20):13567, SCI 检索 

Ruishan Sun, Junya Sun, Jingqiang Li, Shuwen Li, Effects of caffeine 

ingestion on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human neuromuscular fatigu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rain and Behavior, 2022 

Apr;12(4):e2529, SCI 检索 

Junya Sun， Ruishan Sun， Jingqiang Li， Ping Wang， Nan Zhang, 

Flight crew fatigue risk assessment for international flights under the 

COVID-19 outbreak response exemption policy, BMC Public Health, 2022, 

22(1): 1843-1843，SCI 检索. 

Jing-Qiang Li, Hong-Yan Zhang,Yan-Zhang, Hai-Tao Liu,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intrinsic factors influencing visual attention performances in 

air traffic control via clustering algorithm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 October 

25, 2018, 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5334，SCI 检索 

Hong-Yan ZHANG, Ming-Cui KANG, Jing-Qiang LI, Hai-Tao LIU，R/S 

Analysis of Reaction Time in Neuron Type Test for Human Activity in Civil 

Aviation，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469 (2017) 

859–870，SCI 检索 

LI Jingqiang, Ning Zhao，Hao Bingxia，A New Assessment Model of 

Mental Health.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 

529, p 328-333, 2015, HCI International 2015, 2-7 August 2015，Los 

Angeles, CA, USA，EI 检索 



李敬强，胡超，张希凝，张璐，刘安南，中转停留时间与飞行方向对飞行

员警觉性的影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23，EI 检索 

李敬强，王庆福，张璐，张希凝，周妍汝，张焕晰，不同睡眠类型选择性

注意在睡眠剥夺中内稳态和昼夜节律研究，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22,39（2）：248-257，EI 检索 

李敬强，樊天辰，周妍汝，房秋，基于云模型的民航监察员队伍能力综合

评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48(12):2425-2433, 2022，EI 检索 

3. 授权专利（部分） 

“一种基于任务信息的航班串疲劳等级评定方法及系统”，李敬强; 刘安南; 

张焕晰; 吴雪梅，申请号或专利号（202211569304.0） 

“一种基于注意系统理论的警觉度测试方法”，发明专利授权：

CN113907757B：李敬强;胡超;张希凝;周妍汝等 

“基于数字集辨识的闪光融合频率临界值测量方法”，发明专利授权

（CN201910087082.0）：孙瑞山; 陈婧; 高路平; 李敬强; 曾晨; 闫星辰; 

陈雄; 吴迪，授权公告日：2021-12-10 

“ 一种基于精神运动能力的警觉度测量方法 ”，发明专利授权

（CN201910065308.7）：孙瑞山; 刘晓慧; 韩邵华; 张尧; 



秀共产党员称号； 

- 中国民航大学 2018 年度科技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2016 年度一等奖

（排名第二）； 

 

5. 学术兼职 

中国心理学学会会员 

天津心理学学会理事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特殊职业群体专业委员会委员  

 

五、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