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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综合能力评估是确保潜在供应商能够提供质量一致和可靠的国产材料 /标准件的前提,是打造我国民用飞

机材料 /标准件的精品工程,是实现民机产业国产化的重要一步。 通过包括工程、质量适航和特种工艺三部

分的综合能力评估主要是针对潜在供应商提供的材料 /标准件的产品,在其通过产品合格鉴定试验后,对其

工程能力、质量和适航管理能力以及特种工艺控制能力进行现场检查和评估,提出改进建议,通过持续改进

使其产品列入民用飞机研制的合格产品目录(QPL,Qualified Product List)。
关键词:材料 /标准件国产化;潜在供应商;综合能力评估

[Abstract] Comprehensive capacity assessment is the premise that ensures potential suppliers should provide high
quality domestic materials / standard products, and is important for building quality engineering of China's civil air鄄
craft materials / standard products, as well as the localization of civil aircraft industry. Through comprehensive ca鄄
pacity assessment---including engineering, quality, airworthiness and special processing---for the potential sup鄄
pliers爷 materials / standard products, and on the base of passing product qualification testing, we conduct on-site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for the above capacities. The products of potential suppliers should be included in Quali鄄
fied Product List (QPL) for civil aircraft development after accepting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ement.
[Key words] Materials / Standard Components Location;Potential Suppliers;Comprehensive Capacity Assessment

0摇 引言

对于我国逐步实现民机产业国产化,打造真正自

主品牌的民族航空产业,材料 /标准件在飞机研制生

产上具有使用量大、规格品种多、采购渠道复杂及管

理困难等特点,其应用直接关系着飞机的安全性、可
靠性、使用寿命、经济性和市场竞争力。 另外,民用飞

机对材料 /标准件的要求极高,它不仅对产品结构强

度、产品寿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也在飞机产品减重、
提高结构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方面起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是飞机研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满足航空

产品的质量、适航和研制进度的需求,我国飞机研制

所使用的材料 /标准件长期依赖进口,这对于国内材

料 /标准件行业的水平提升、产业安全、国家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以及产业机构调整都产生不利影响。
材料 /标准件实现国产化的目的是通过聚集全行

业的力量,开展民机用国产材料 /标准件工程研制,致
力于打造民用飞机材料 /标准件设计、制造、检测、合
格鉴定、质量控制、适航认证以及采购等程序,建立完

善的中国民用飞机材料 /标准件管理体系、标准规范

体系、材料 /标准件合格产品目录,带动国内材料 /标
准件行业发展、提高行业实力,增强国家在民用飞机

材料 /标准件方面的综合竞争力,最终在国家产业调

整规划中发挥重要力量。 由此,主制造商对于提供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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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标准件产品的潜在供应商的综合能力评估将是保

证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保障潜在供应商提

供材料 /标准件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关键所

在,创新并搭建一个优秀的民机产业材料 /标准件国

产化技术和管理平台,为中国民机产业进一步实现国

产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摇 概念

1. 1摇 潜在供应商

是指通过对信息征询书(Request For Informa鄄
tion,简称 RFI)回复的评估,初步认为在民用飞机研

制过程中将有可能为项目研制提供材料 /标准件的国

内生产企业。
1. 2摇 综合能力评估

对潜在供应商及其产品围绕其工程能力、制造能

力、质量控制能力和适航符合性,实施现场验证并评

估其是否满足民机研制要求的过程。
1. 3摇 质量、适航能力评估

由质量体系和适航管理相关人员组成的评估组

实施对潜在供应商质量管理体系(Quality Manage鄄
ment System,简称 QMS)和满足适航符合性控制的

评估。
1. 3摇 工程能力评估

由工程人员组成的评估组实施对潜在供应商工

程能力、制造能力的评估。
1. 4摇 特种工艺评估

由特种工艺管理相关人员组成的评估组实施对

潜在供应商特种工艺过程控制评估。

2摇 潜在供应商质量现状分析

2. 1摇 国内标准件研制与应用现状

经过对国内标准件生产企业的现状分析表明,国
内标准件目前还不能批量应用到民用飞机上来,其主

要差距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内民机材料 /标准件体系不完整,缺乏适合

民机使用要求的材料 /标准件标准,应用技术标准不

配套,缺乏系统的民机材料 /标准件体系。
2)国内供应商普遍缺乏适航认证经验,对材料 /

标准件应用于民用飞机的工作程序及要求认识不

到位。
3)质量稳定性和一致性差,受制于国内原材料水

平、特种工艺、质量及过程控制的差距,造成了国内产

品质量稳定性及一致性与国外产品相比较差。

4)国内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较少,规格不齐全,不
能充分满足民机生产要求。
2. 2摇 质量控制现状

通过对国内材料 /标准件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体

系现状调查以及审核中暴露的问题,目前质量能力控

制方面距离民用飞机研制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其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领导对质量控制的重视程度不够高。 在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和维护过程中没有真正贯彻质量

管理的八大原则,重眼前效益,无长远规划,造成产品

质量的可靠性和一致性无法满足要求。
2)为了满足各方需求,大部分单位同时通过了

GJB9001、AS9100、ISO / IEC17025 等多个质量管理体

系的第三方认证,但由于对质量条款要求的目的和精

髓理解不透,在各类体系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几套

体系文件中对于同一过程的控制流程不一致的现象,
如:控制力度 /程度、质量记录表单格式、不符合项的

严重程度判断标准、对于试验设备的状态标识等,给
操作人员造成困惑,增加了出现不符合项产生的

概率。
3)在职责确定方面,各部门和各类人员的职责模

糊,一是界定不清,二是不全面,三是不可操作。 大部

分单位在《质量手册》中仅对部门职责进行了规定,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岗位等职责未进行界定和规

定,造成出现问题时无法追究责任或纠正措施不到

位,重复出现不合格现象严重等情况的发生。
4)在体系文件的管理与控制方面存在以下几方

面的问题:
淤归口管理部门不明确或多部门管理,体系各过

程和各层次文件编制、更改及发放的符合性与一致性

难以保证;
于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与相关支持文件的关联关

系未能体现,文件缺少流程图或流程图过于简单,无
法对文件之间以及流程控制的协调性和适宜性做出

正确的判断,文件的可操作性不强,未能体现“过程方

法冶和“系统管理方法冶的控制特点;
盂大多数相关记录的填写要求不明确,记录不完

整或应付填写现象严重;
榆外来文件的控制要求不全面。 大多数外来文

件控制的要求包括了分类、传递以及发放和归档的要

求,但对于外来文件所涉及到的技术和管理要求,如
何在本单位的相关文件中得到落实没有进行策划或

描述,无法确保标准和顾客的相关要求贯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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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体系文件对质量标准中“8. 4 数据分析冶章节

的相关要求贯彻不到位,未能体现正确有效的决策是

建立在数据和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数据分析结果

需采取的改进措施、措施验证和结果评估等操作流

程,使体系得以持续改进;
5)对于产品实现过程的管理和控制方面存在以

下几方面的问题:
淤在产品加工、特种工艺、检验等过程中普遍存

在文件规定和执行“两不干冶、记录不够完整和规范

以及随意更改等现象,对于“产品的监视和测量冶的
相关要求体现不够;

于各种标识、不合格隔离措施等不健全或执行不

力,如工装夹具、各种设备和量具、不合格品等;
盂轻视对生产源头-原材料供应商审核和入厂

检验控制。

3摇 民机用国产材料 /标准件国产化
控制

3. 1摇 研制及应用的工作原则

鉴于我国材料 /标准件生产企业的现状、民用飞

机研制特点以及所承载的重任,应建立以下工作

原则:
1)采用与国外产品相同的标准体系

国外波音和空客公司在民机市场领先发展,并在

国际上形成完整的材料 /标准件供应体系。 国产材

料 /标准件采用与国外产品相同的标准体系,可降低

研制的技术风险,也有利于航空公司在民用飞机运营

及维护成本上的降低,从而提高飞机的综合竞争力。
2)先易后难,分步实施

高度重视工程化研究和标准件的技术成熟度,分
阶段实现民机用国产标准件的自主保障,逐步达到品

种规格齐全,性能数据完整,应用工艺成熟,批产质量

稳定,试验验证充分,经济成本合理,为保证进度降低

风险,原则上不选用没有研究基础的全新标准件。
3)规范潜在供应商控制流程

基于坚定的国产化任务,根据民机研制的需求和

适航要求,改变传统的供应商审核方法,同潜在供应

商共担风险,共同探索并建立国产材料 /标准件适用

于我国民用飞机研制特点的控制流程,共同打造我国

民用飞机材料 /标准件的精品工程。
4)符合质量可靠性和一致性的要求

建立健全国产材料 /标准件生产和检验的质量管

理体系,通过生产设备改造、工艺流程优化、严格过程

控制体系等方面不断规范供应商的研制和生产过程,
保证产品性能和工艺稳定,持续提供符合相应技术标

准要求和质量可靠的产品,满足适航审定要求。
3. 2摇 国产化质量控制流程

为保证材料 /标准件能够随型号通过适航审查,
用于指导对材料 /标准件及其供应商进行工程批准和

质量控制,建立完整的民用飞机材料 /标准件评价体

系和供应商准入制度,并最终使其产品在民用飞机上

获得批量应用,需根据民机研制特点建立程序,规范

材料 /标准件国产化质量控制流程,具体见图 1。

图 1摇 材料 /标准件国产化质量控制流程

从流程中不难看出国产化质量控制流程中分为

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潜在供应商综合能力的初次评

估;第二部分为潜在供应商产品的合格鉴定;第三部

分为潜在供应商的综合能力评估。
图 1 所示的材料 /标准件国产化控制流程适用于

所有可能提供材料 /标准件的潜在供应商。 在材料 /
标准件应用于民用飞机前,所有工作必须完成流程中

规定的步骤,潜在供应商及其产品才有可能列入符合

相应材料 /标准件规范的合格产品目录(QPL— Qual鄄
ified Product List),进而实施合格供应商的管理控制。
3. 2. 1摇 潜在供应商的初次评估

潜在供应商的初次评估是向潜在供应商发出

RFI,其内容由工程批准和质量批准两部分组成,供应

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其中的要求逐条做出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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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和质量相关人员依据相关标准和型号研制要求

对回复情况进行评估并给出结果。 对于评估通过的

潜在供应商可对其进行提供产品的合格鉴定工作。
潜在供应商初次评估具体流程见图 2。

图 2摇 潜在供应商初次评估

3. 2. 2摇 材料 /标准件合格鉴定

材料 /标准件的潜在供应商在通过了初次评估

后,需要对其产品进行包括性能指标和工艺适用性的

合格鉴定试验,以验证其产品是否满足相应标准和规

范的要求。 具体控制流程见图 3。

图 3摇 产品合格鉴定试验控制流程

3. 2. 3摇 综合能力评估

产品鉴定合格只能说明所提供的试验件是否满

足相应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综合能力评估是通过对其

工程、质量适航和特种工艺等方面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的评估来判断潜在供应商是否能够提供具有可靠性

和一致性的产品。 为了提高实施潜在供应商实施综

合能力的效果,确定实施评估的前提条件为:
1)具备可接受的质量管理体系资质;
2)具备满足规范要求的产品生产能力;
3)建立了过程控制文件 PCD;
4)产品存在特殊过程要求的,原则上应通过

NADCAP 第三方认证。
综合能力评估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1)工程能力评估:包括技术水平、生产设备、监视

和测量设备、工艺、检验、关键过程等方面的评估,判
断其生产过程控制是否满足产品性能的要求;

2)质量、适航能力的评估:包括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和维护、各过程流程制定的协调性、文件的可操作性、
记录的完整性、文实相符性以及适航符合性等方面的

评估,判断其是否可提供满足可靠性和一致性的产品;
3)特种工艺评估:对于生产过程包含特种工艺

的产品,需对其特种工艺指导性文件的与标准的符

合性、人员和设备资质、工艺过程控制等进行评估,
以确保其过程控制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

综合能力评估控制流程见图 4。

图 4摇 综合能力评估控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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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结论

根据民机研制的需求和适航要求,通过对材

料 /标准件国产化控制流程的研究,采取对潜在供

应商实施综合能力评估的方式,帮助潜在供应商转

变观念,适应民机研制特点,按照材料 /标准件的标

准及规范的要求,对潜在供应商在工程、质量、适航

和特种工艺方面提出改进要求,完善现有质量管理

体系,以满足适航符合性审定流程。
潜在供应商通过生产和检测设备改造、工艺

流程优化、试验步骤及程序的完善、过程控制体

系的建立等,逐步建立起符合产品标准、试验验

证标准和适用的生产工艺标准要求的生产及检

验平台,以满足民用飞机的研制质量和适航控制

要求。 同时,根据材料 /标准件实现国产化的经

验和探索出的控制方法,为将来实现系统件国产

化的有效控制打下基础,进一步实现民机产业国

产化的愿望,生产出我国真正自主产权的民用

飞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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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2001.

(上接第 48 页)
如图 3 所示,A-SMGCS 的地面系统包括下列组

成部分。
1)机场场面监视,即主监视雷达(PSR)、自动相

关监视广播(ADS-B)、 二次雷达(SSR);
2)数据处理单元;
3)基于地面的告警发生器;
4)机场运行地图 AMM 显示单元;
5)路由计划人机接口 HMI;
6)机地数据通信。
图 4 则显示了 A-SMGCS 系统机上部分的架

构,分别由下列单元组成:
1)机地数据通信收发机;
2)局域增强系统 Local Area Augmentation Sys鄄

tem(全球定位系统 Gps) 收发机;
3)ADS-B 收发机(The ADS-B transceiver);
4)机载告警发生机;
5)机载机场运行地图 AMM 显示器;
6)音频告警单元。

5摇 总结和展望

机场运行在当前被认为是空中交 通 管 制

(ATM)的瓶颈之一。 机场的延误会造成 ATM 的总

体延误。 而在很多城市里,对机场扩建等工程实施

的可能性都很低。 因此,对机场能力进行最大限度

的利用显得尤为重要。 A-SMGCS 的出现和发展填

补了“机场自动化管理冶的空白,为缓解机场运营压

力和提高 ATM 整体工作效率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

决之道。
由于 A-SMGCS 的正常工作需要多方面子系统

的综合性支持,因此其当前的应用可能会受到装机

设备和机场设施的限制,尤其以后者的影响更为明

显。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完备的系统架构相比,
只具有部分配置的机场和飞机也能发挥一定程度

的 A-SMGCS 功能。 而且,在机场建设迅猛发展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机场和飞机已经配备了 A-SMGCS
所需的系统单元,因此由 A-SMGCS 带来的机场运

营能力增强和相应的 ATM 效率提高,是可以预

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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