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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航材保障是航空公司成本控制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合理的航材保障水平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减少库存#从

而提高航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从工程实际应用出发#介绍了航材保障工程的重要意义#基于新机型初始运

营的特殊需求#着重探讨了初始航材推荐清单编制的一般方法#并通过具体实例验证了该编制方法的有效性

和实用性#可用于指导航空公司初始航材保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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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民用航空业

成本不断上升#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民用航空业是

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航空公司机队运营需要各

种资源的支持#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飞机的航材

保障是其中重要一环& 在航空公司的成本构成中#

航材储备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是航空公司主要资

产类型之一#也是巨大的资金消耗源&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航材库存成本#在提高民

机航材保障率的同时必须确定准确的航材类型及需

求量#因此#有必要对航材保障工程进行科学研究&

根据飞机使用要求以及可靠性%维修性%寿命%供货

周期%经济性等要求#建立适当的预测模型#给出一

定时间内的航材需求量#使航空公司的航材采购有

科学依据#就能达到以合理的资金投入满足较高的

保障率的目标($ 8")

& 同时#依靠航材保障工程#并在

应用中进行调整%优化#可以在航材成本和保障率之

间达到平衡#减少航材积压造成的浪费#增强航空公

司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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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航空公司而言#飞行安全是生存的基础#客户

服务是企业的生命& 飞机的维修水平直接影响飞行

安全#而航材保障是决定客户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

在航空公司价值链的构成当中#航材保障具有基础

性作用& 为了保障航空运输的正常运营#航空公司

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航材#因为一旦由于航材缺件

而导致飞机停场#就会严重影响航空公司的正常运

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声誉损失& 因此#科学

而合理的航材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现阶段#从航材保障研究的对象来看#针对军机

的保障研究比较多#而针对民机的航材保障研究比

较少'从航材保障研究的内容来看#针对航材保障

的相关理论和技术研究比较多#而针对具体航材

保障案例的研究比较少& 因此#从航空公司机队

运营的需求出发#对民机航材保障的实际情况进

行研究#有利于优化航材保障流程#从而提高保障

效率&

87航材保障工程
根据综合保障工程思想#同时结合民机航材工

作的具体情况#航材保障工程"(N;AEF(INN<ACW5?7-

5EEA75?#简称 ((W$可做如下定义!在飞机的全寿命

管理期内#为满足飞机完好性要求#降低寿命周期费

用#获得最佳的航材保障率和合理的保障资源#综合

考虑航材的保障问题#确定保障性要求#进行保障性

设计#规划并研制保障资源#在飞机的整个寿命周期

内系统考虑飞机航材的保障性及保障系统问题所进

行的一系列的管理和技术活动(& 8Y)

& 根据航材保障

所从事的具体工作#航材保障工程具体可分为航材

管理和航材工程两方面的内容&

航材管理是指为保证飞机正常运行所必须提供

的飞机结构件%系统件%标准件和成品附件的供应而

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包括航材计划管理和航材采购#

建立科学合理的航材库#随时处理飞机紧急订货#迅

速提供用户需要的各种资料%部件%设备等& 该项工

作随着飞机研制的开始而开始#随着飞机全部退役

而结束#贯穿于飞机从设计%试飞%销售到使用的全

过程(*)

&

航材工程是指飞机制造商为了编制航空公司飞

机运营所需的各类航材供应资料而开展的研究工

作#也是民机航材保障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主

要包括编制合理%可靠的航材计划及处理相应航材

供应资料等& 其中#航材工程处于整个航材支援和

保障体系的上游#为航材管理工作提供数据源和信

息流#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航材供应资料"(N;AEF\A<P7F7<575?\A<GI4CF#简

称 (\\$#是指飞机主制造商在飞机交付前后#向航

空公司提供一系列与航材相关的支援文件#是支持

航空公司新购飞机后航材首批采购%航线维护%维

修%改装等工作所需的各类航材相关信息#它包括各

种@M@"@7AMA;5FN<AC@FF<47;C7<5#简称@M@$类文件

与非@M@类文件(+)

& 其中@M@类文件是按照@M@

(\W/"### 标准中规定的固定格式编写的文件#非

@M@类文件#又称航材产品#是一种衍生航材服务

产品#它把 @M@类标准文件转化为简单易懂的形

式#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客户化的编制#一般包括

潜在航材集%需求预测清单%初始航材推荐清单

等& 这里主要研究与本文相关的初始航材推荐

清单&

97初始航材推荐清单
一般来讲#一款新机型交付使用后#前三个月为

试运营期#即初始运营期& 在这一阶段#为满足航空

公司机队正常运营需求#主制造商需要为飞机初始

运营提供航材保障#并为航空公司提供初始运营航

材推荐清单 "HE4<==E5GEG (N;AE\;ACF97FC#简称

H(\9$#通常简称为初始航材推荐清单& H(\9是每

个飞机制造商向其客户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化文件#它包含了保障飞机初期运营期间内所有航

线维修所需的所有航材&

H(\9是飞机制造商针对航空公司的首批航材

订货#根据航空公司的机队规模#为满足和支持飞机

最初运营的外场维修需要#评估和推荐其所需零航

材的初始推荐清单& H(\9包括了用户所需航材的

种类%数量和各种航材属性信息& 通常#为给航空公

司提供准确资料# 需要对H(\9进行定期更新#以便

航空公司审查和订购(% 8$#)

&

航材推荐清单的制订工作是新飞机研制阶段航

材保障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常#H(\9包括了航

线可更换单元件 " 975EHENL;4E;TLEQ57C# 简称

9HQ$%航线可维修件"975EK;75CE5;54E\;AC#简称

9K\$%标准件"(C;5G;AG \;ACF#简称 (MD$等#同时还

包含部分机体自制件& 9HQ件的清单通常由系统

供应商提供#由航材工程师按照航空公司机队航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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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编入H(\9#9K\与 (MD一般为部分 9HQ的下

级可拆分小组件#或一些紧固件与连接件&

航材推荐清单作为飞机交付时备件支援方面的

重要客户化技术文件#应保证其准确性和完备性&

这份清单包括了所有需要首批订货的飞机备件#包

括机体件和系统件#系统件的清单通常由系统供应

商确定并提供#由飞机备件服务部门汇总编入

H(\9& 航材推荐清单的制订工作是新飞机研制阶

段备件支援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新研制飞机

而言#由于备件参数的不完备和不准确#清单制订工

作往往具有艰巨性和挑战性&

鉴于初始运营期间尚无可参考的机型运营保

障数据#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航材保障工程方

法#依据飞机维修计划相关文件#同时参考飞机维

修手册#确定初始运营期间重点维修项目#并以此

指导该阶段航材保障工作#为合理的航材保障提

供科学指导&

飞机维修计划文件"K;75CE5;54E\L;5575?D<4-

I=E5C#简称 K\D$#可为每个飞机用户提供编制维

修方案和完成预定维修大纲所必须的维修计划信

息#适合在对飞机进行维护和维修时使用& 另一

方面#从作用上来讲#通过参考 K\D文件维修任

务条目及检查门槛值#可对比找到飞机维修手册

中的任务号#通过勤务描述并分析具体维修任务#

从中判断出可靠性低%需要经常维修更换的易损

航材件#并通过技术文件比对出相应航材件号#

从而以此选出列入初始航材推荐清单的航材

项目&

根据以上思路#首先依据飞机交付时提供的

K\D维修计划文件#通过首次检查0维修间隔#梳理

并确定出相关的维修计划项目'根据所梳理的维修

计划项目#参照相应的飞机维修技术文件#筛选出可

能影响飞机安全的易损9HQ项目'按照确定的9HQ

项目清单#根据飞机相关图解手册#锁定易损的

9HQ项目件号#并通过与供应商及航空公司机务维

修人员的交流#进一步确定这些9HQ件号'同时#根

据拆换9HQ组件图解手册#梳理出与 9HQ组件更

换相关的标准件#并列入初始航材推荐清单#从而与

9HQ组件共同保障航线运营&

文中具体以编制某型飞机的起落架系统的初始

航材推荐清单为例#根据航空公司对机队运营保障

的反馈要求#从民机航线可维修性角度出发#通过航

材保障工程方法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本

文根据航材保障工程方法#依据飞机维修计划文件#

来确定某型飞机起落架系统的初始运营保障阶段的

航材推荐项目& 如图 $ 所示&

图 $!初始航材推荐清单编制方法

!

:7工程应用案例
根据某型飞机的维修计划文件#通过查询该飞

机的设计利用率#可知飞机的平均利用率为每天 %

个飞行小时或 *2$Y 个飞行循环#见表 $& 按照初始

运营前三个月的保障要求#即不低于 +"# 个飞行小

时或 YY, 个飞行循环& 若飞机某项检查的维修间隔

低于此界限#则表明该项前三个月易发生故障#需对

所涉及的航材进行重点关注& 以下依据某型飞机

K\D文件#按照飞机初始运营"前三个月$保障要

求#确定初始航材推荐清单&

表 $!某型飞机设计利用率

!! !!!!平均利用率!! !!! !平均最低利用率!

飞行小时

0年

飞行小时

0天

飞行循环

0年

飞行循环

0天

飞行小时

0飞行循环

飞行小时

0年

" +"# % " #.$ *2$Y $2& $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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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初始运营维修任务
通过梳理某型飞机起落架系统的 K\D维修计

划文件#根据初始运营前三个月的保障要求#查知起

落架系统有以下 K\D维修条目符合要求#即低于

+"# 个飞行小时或 YY, 个飞行循环#共计 $, 条& 其

中#故障影响类别分别为 Y d. 五个等级#对飞机运

行安全的影响依次递减#见表 "& 初始运营期间具

体计划维修任务详见表 &&

表 "!飞机故障影响类别

级别 是否影响 故障影响类别

Y 明显的 安全性

* 明显的 运行性

+ 明显的 经济性

% 隐蔽的 安全性

. 隐蔽的 非安全性

表 &!起落架系统K\D维修任务(初始运营期间)

K\D任务号 影响类别 任务描述 门槛值 重复间隔 任务来源 @KK参考

&" 8$$ 8## 8#" 8#$ Y0%0.

一般目视检查主起落架

"包括起落架舱门%舱门

连杆和铰链$

Y##O/ Y##O/ KHVH &" 8$$ 8## 8"## 8%#$

&" 8$$ 8## 8#, 8#$ Y0%0.

润滑主起落架"包括起落

架舱门%舱门连杆和铰

链$

Y##O/ Y##O/ KHVH

$" 8"$ 8$$ 8*,# 8%#$0

$" 8"$ 8$$ 8*,# 8%#"

&" 8$$ 8## 8#Y 8#$ . 主起落架减摆器勤务 $##O/ $##O/ KHVH &" 8$, 8#$ 8"$# 8%#$

&" 8"$ 8## 8#$ 8#$ Y0.

一般目视检查前起落架

"包括缓冲支柱%下位锁

弹簧%锁连杆%舱门连杆%

舱 门 连 杆 机 构% 舱 门

铰链$

Y##O/ Y##O/ KHVH

&" 8"$ 8## 8"## 8%#$0

Y" 8%$ 8## 8%*# 8%#$0

Y" 8%$ 8## 8%*# 8%#"

&" 8"$ 8## 8#, 8#$ Y0%0. 润滑前起落架 Y##O/ Y##O/ KHVH

$" 8"$ 8"$ 8*,# 8%#$0

$" 8"$ 8"$ 8*,# 8%#"

&" 8,& 8## 8#& 8#$ .

目视检查刹车蓄压器压力

指示
Y##O/ Y##O/ KHVH

$" 8$Y 8$& 8"## 8%#$0

$" 8$Y 8$& 8"## 8%#"

&" 8,Y 8## 8#$ 8#$ Y

一般目视检查刹车盘磨损

指示杆和刹车装置
,%: ,%: KHVH &" 8,Y 8$# 8+## 8%#$

&" 8,Y 8## 8#" 8#$ Y

一般目视检查主起落架机

轮明显的裂纹与损伤
,%: ,%: KHVH &" 8,Y 8## 8"## 8%#$

&" 8,Y 8## 8#& 8#$ Y

检查主起落架轮胎充气

压力
,%: ,%: KHVH $" 8$Y 8Y$ 8"## 8%#$

&" 8,Y 8## 8#, 8#$ Y

一般目视检查主起落架

轮胎
,%: ,%: KHVH &" 8,Y 8&# 8"## 8%#$

&" 8,Y 8## 8#Y 8#$ Y

一般目视检查前起落架机

轮明显的裂纹与损伤
,%: ,%: KHVH &" 8,Y 8## 8"## 8%#$

&" 8,Y 8## 8#* 8#$ Y

检查前起落架轮胎充气

压力
,%: ,%: KHVH $" 8$Y 8Y$ 8"## 8%#$

&" 8,Y 8## 8#+ 8#$ Y

一般目视检查前起落架

轮胎
,%: ,%: KHVH &" 8,Y 8Y# 8"## 8%#$

&" 8Y# 8## 8#$ 8#$ * 润滑转弯作动筒 Y##O: Y##O: KHVH $" 8"$ 8"$ 8*,# 8%#"

!!注!KHVH,,,K;75CE5;54EHEP7ERV<;AG HEN<AC#维修审查委员会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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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据各计划维修条目所对应的 @KK参考号#

通过查询起落架系统的飞机维修手册"@7A4A;BCK;-

75CE5;54EK;5I;L#简称@KK$#可知各计划维修任务

所对应的详细维修内容#一般包括润滑 "9ITA74;-

C7<5#简称9QV$%勤务"(EAP7475?#简称 (1/$%使用检

查" N̂EA;C7<5;L/>E46#简称 \̂/$%一般目视检查

"[E5EA;L17FI;L'5FNE4C7<5#简称 [1'$%功能检查

"OI54C7<5;L/>E46 #简称 O)/$%详细检查"DEC;7LEG

'5FNE4C7<5#简称 DWM$%特殊详细检查" (NE47;LDE-

C;7LEG '5FNE4C7<5#简称 (D'$%恢复"HEFC<A;C7<5#简称

H(M$及报废"D7F4;AG#简称 D'($等#通过查询 @KK

手册#可以确定初始运营期间内#需进行重点保障的

计划维修内容#从而指导航材保障工作#并为合理的

航材储备提供科学依据&

&2" 分析易损9HQ项目
其中#润滑与勤务一般是为了保持固有设计性

能而进行的各种润滑或勤务活动#一般不涉及更换

航材#无需进行航材保障& 按照以上飞机维修种类#

通过比对查找飞机维修手册#依据 @KK参考号#可

以获知以上初始运营期间需重点保障的维修内容&

根据 K\D手册比对 @KK维修条目对应的维修内

容如表 , 所示&

表 ,!K\D比对@KK维修内容(初始运营期间)

序号 K\D任务号 @KK参考 维修内容 备注

$ &" 8$$ 8## 8#" 8#$ &" 8$$ 8## 8"## 8%#$

对左0右主起落架轮舱区域外部

做一般目视检查
时限0维修检查

" &" 8$$ 8## 8#, 8#$

$" 8"$ 8$$ 8*,# 8%#$0

$" 8"$ 8$$ 8*,# 8%#"

主起落架上0下端部件的润滑

"包括收放作动筒%上侧撑杆%锁

连杆%下侧撑杆%外筒%上扭力臂%

下扭力臂$

勤务

& &" 8$$ 8## 8#Y 8#$ &" 8$, 8#$ 8"$# 8%#$ 主起落架减摆器的目视检查 目视检查

, &" 8"$ 8## 8#$ 8#$

&" 8"$ 8## 8"## 8%#$0

Y" 8%$ 8## 8%*# 8%#$0

Y" 8%$ 8## 8%*# 8%#"

对前起落架及其舱门区域外部做

一般目视检查
时限0维修检查

Y &" 8"$ 8## 8#, 8#$

$" 8"$ 8"$ 8*,# 8%#$0

$" 8"$ 8"$ 8*,# 8%#"

前起落架上0下端组件的润滑

"包括作动筒%上撑杆%下撑杆%

减震支柱外筒%轴颈%舱门机构%

上防扭臂%转弯套筒%下防扭臂$

勤务

* &" 8,& 8## 8#& 8#$

$" 8$Y 8$& 8"## 8%#$0

$" 8$Y 8$& 8"## 8%#"

刹车蓄压器压力指示的目视检查 目视检查

+ &" 8,Y 8## 8#$ 8#$ &" 8,Y 8$# 8+## 8%#$ 刹车磨损的检查 视情更换刹车盘

% &" 8,Y 8## 8#" 8#$ &" 8,Y 8## 8"## 8%#$

机轮快速检查 "机轮安装在飞

机上$

检查机轮损伤

. &" 8,Y 8## 8#& 8#$ $" 8$Y 8Y$ 8"## 8%#$ 起落架轮胎压力检查 勤务

$# &" 8,Y 8## 8#, 8#$ &" 8,Y 8&# 8"## 8%#$ 主起落架轮胎目视检查
检查轮胎磨损并

更换主起轮胎

$$ &" 8,Y 8## 8#Y 8#$ &" 8,Y 8## 8"## 8%#$

机轮快速检查 "机轮安装在飞

机上$

检查机轮损伤

$" &" 8,Y 8## 8#* 8#$ $" 8$Y 8Y$ 8"## 8%#$ 起落架轮胎压力检查 勤务

$& &" 8,Y 8## 8#+ 8#$ &" 8,Y 8Y# 8"## 8%#$ 前起落架轮胎目视检查
检查轮胎磨损并

更换前起轮胎

$, &" 8Y# 8## 8#$ 8#$ $" 8"$ 8"$ 8*,# 8%#"

前起落架下端部件的润滑"包括

上防扭臂%转弯套筒%下防扭臂$

勤务

#Y



"#$% 年第 &期 晏!青#等!基于航材保障工程的初始航材推荐清单研究

!!经比对查找 @KK手册#初始运营期间进行的

维修任务中#序号为 "%&%Y%.%$"%$, 的维修项目均

为勤务#属机务日常勤务内容#序号 $%, 仅涉及主%

前起落架舱区域外部一般目视检查#序号 %%$$ 仅涉

及机轮外部损伤检查#序号 .%$" 仅涉及起落架胎压

检查#经查询相关@KK任务项#均不涉及航材项目

更换#无需进行航材保障& 此外#序号 & 和 * 为主起

落架减摆器与刹车蓄压器压力指示的目视检查#虽

然涉及具体航材项目#但因其影响类别均为 .#即对

飞机运营具有隐蔽性影响#但不影响飞机运行安全&

因此#仅有序号为 +%$#%$&的三条任务号涉及更换航

材项目#分别为检查刹车磨损并更换刹车盘%检查轮胎

磨损并更换主起轮胎及检查轮胎磨损并更换前起轮胎&

由此说明#刹车盘%主起机轮0轮胎组件%前起机

轮0轮胎组件均属于起落架日常经常更换的航材

9HQ项目#三者均为易磨损件#与航线日常维护的

实际情况相符&

&2& 分析易损9HQ件号
基于航材保障工程方法#依据K\D维修计划任

务#并参照@KK手册维修任务号确定了易损航材

项目#接下来具体分析确定易损 9HQ航材的零件

号& 通过主制造商飞机图解零件目录"@7A4A;BC'LLIF-

CA;CEG \;ACF/;C;L<?#简称@'\/$#能够锁定易损航材

件号#并通过与供应商和机务维修人员的充分交流#

即可确定易损9HQ件号&

在该型号飞机的 @'\/中对比查找刹车盘%主

起机轮0轮胎组件与前起机轮0轮胎组件相应的航材

件号& 经查对#在飞机图解零件目录中#起落架主起

机轮0轮胎组件件号为 .###,$*" 8$`M"可替换件

为 .###,$*"`M$# 前起机轮0轮胎组件件号为

.####Y%$ 8$`M#由于航线一般不单独拆换刹车盘#

其上级组件刹车装置件号为 .###,$*& 8$\H"可替

换件为 .###,$*&\H$& 因此#通过梳理K\D维修计

划文件并参考相应@KK维修条目#基本确认了初始

运营期间飞机起落架系统的易损9HQ件号#见表 Y&

表 Y!起落架易损9HQ项目件号

易损9HQ项目 @'\/件号 可替换件号

主起机轮0轮胎组件 .###,$*" 8$`M .###,$*"`M

前起机轮0轮胎组件 .####Y%$ 8$`M

刹车装置 .###,$*&\H .###,$*&\H

!!经咨询航空公司机务维修人员可知#由于航线

在更换轮胎时#通常不单独更换机轮#而是将新的机

轮与胎皮进行整体拆换#再转至维修内场重新更换

新胎皮& 由此可知#主起与前起胎皮也属于重点保

障内容#同样需列入初始运营期间的航材推荐清单&

经查询 @'\/并与该型飞机的胎皮供应商进行沟

通#最终确认主起和前提胎皮分别为 ,#._#" 8" 与

",+O""M$#且主起和前起胎皮均属于 9HQ组件#因

而可知飞机初始运营期间#需重点保障的起落架部

分9HQ组件如表 * 所示#共计有主起和前起机轮%

主起和前起胎皮及刹车装置等&

表 *!需重点保障的起落架部分9HQ组件

易损9HQ项目 装机数量 易损9HQ件号 可替换换号

主起机轮0轮胎组件 , .###,$*" 8$`M .###,$*"`M

前起机轮0轮胎组件 " .####Y%$ 8$`M

刹车装置 , .###,$*& 8$\H .###,$*&\H

主起落架胎皮 , ,#._#" 8"

前起落架胎皮 " ",+O""M$

&2, 分析易耗标准件
同时#考虑航线更换需求#在对刹车装置%主起

轮胎与前起轮胎进行更换时#需要用到这些9HQ组

件与飞机起落架系统连接所需要的连接件和紧固

件#这些航材一般均属于标准件& 为保障航线更换

需求#同样需要把这些标准件列入初始运营推荐清

单当中#以保障更换的顺利进行#满足航材保障要

求& 经查询某型飞机 @'\/手册#可知在更换主起

轮胎时所用到的标准件分别为螺母%卡箍和垫片等#

更换前起轮胎时所用到的标准件分别为螺母%半圆

形卡箍和保险丝等#更换刹车装置时所用到的标准

件则较多& 各9HQ组件与对应拆换所用到的标准

件项目%件号%装机数量等分别如表 + 所示&

&2Y 确定初始航材推荐清单
一般来说#初始航材推荐项目既包括 9HQ组

件#也包括拆换这些组件时所需的标准件项目#两者

共同组成了初始航材推荐清单&

在 &2& 节表 * 确定的需重点保障的起落架部分

9HQ组件与 &2, 节表 + 确定的部分起落架 9HQ组

件拆换所需标准件的基础上#综合初始运营保障期

间所需的9HQ组件与标准件项目#最终可确定初始

航材推荐清单#即初始运营期间重点航材推荐项目#

包括需重点保障的 9HQ组件%拆换相应的标准件#

这些项目的件号%装机数量%可替换件等信息#具体

如表 % 所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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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部分起落架9HQ组件拆换所需标准件

易耗 (MD项目 装机数量 易耗 (MD件号 可替换件 备注

螺母 , $%,# 8##.*

卡箍 , .#Y"@###* 8#$

卡箍 , K"+,"*"$&#D

垫片 , $%,# 8##Y$

拆换主起轮胎

0轮胎组件

螺母 " $+# 8+#,*$ 8##$ "&Y$ 8$$.* 8##$

卡环 " "&Y$ 8$$*& 8##$

半圆形卡箍 " $+# 8+#,*" 8,#$ "&Y$ 8$#*# 8,#$

保险丝 " K("#..Y/&"

拆换前起轮胎

0轮胎组件

卡箍 , K"+,"*"$&#D

垫片 , $%,# 8##Y$

衬套 , "Y#Y 8##%# "Y#Y 8##*"

连接器 , "###@$Y$Y_#$

导管 " "###@$Y&"_#$

导管 " "###@$Y$+_#$

堵塞 , @(Y$*.D#*9 @)%$, 8*D9

密封 , @V\##, 8*

接头 , @W%+++$[

密封 , @V\##, 8*

拆换刹车装置

表 %!初始运营期间重点航材推荐项目

易损

0易耗项目

装机

数量
航材件号 可替换件 备注

主起机轮

0轮胎组件
, .###,$*" 8$`M .###,$*"`M 9HQ组件

螺母 , $%,# 8##.* 标准件

卡箍 , .#Y"@###* 8#$ 标准件

卡箍 , K"+,"*"$&#D 标准件

垫片 , $%,# 8##Y$ 标准件

前起机轮

0轮胎组件
" .####Y%$ 8$`M 9HQ组件

螺母 " $+# 8+#,*$ 8##$ 标准件

卡环 " "&Y$ 8$$*& 8##$ 标准件

半圆形卡箍 " $+# 8+#,*" 8,#$ 标准件

保险丝 " K("#..Y/&" 标准件

刹车装置 , .###,$*& 8$\H .###,$*&\H 9HQ组件

卡箍 , K"+,"*"$&#D 标准件

垫片 , $%,# 8##Y$ 标准件

衬套 , "Y#Y 8##%# "Y#Y 8##*" 标准件

连接器 , "###@$Y$Y_#$ 标准件

导管 " "###@$Y&"_#$ 标准件

导管 " "###@$Y$+_#$ 标准件

堵塞 , @(Y$*.D#*9 @)%$, 8*D9 标准件

密封 , @V\##, 8* 标准件

接头 , @W%+++$[ 标准件

密封 , @V\##, 8* 标准件

主起落架胎皮 , ,#._#" 8" 9HQ组件

前起落架胎皮 " ",+O""M$ 9HQ组件

!!本文基于航材保障工程#从新机型初期航材保

障需求出发#通过查询 K\D飞机维修计划并对比

@KK手册参考条目#来分析和确认了初始航材推荐

清单& 按照初始运营期间前三个月的保障要求#基

于航线保障思想#通过工程应用实例确定了初始航

材推荐清单的编制方法#并以某型飞机起落架为例#

通过参考比对主制造商 @'\/手册并根据航线可拆

换性#最终确定了初始运营期间重点航材推荐项目#

以满足航材保障要求&

;7结论
航材保障工程是影响航空公司机队运营安全%

提高客户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为此#建立合理的航

材保障计划#能够充分提高航空公司的竞争力#降低

航材仓储成本& 本文基于航材保障工程的一般含

义#分析了航材保障工程的重要意义#并从新机型投

入运营的实际需求出发#研究了初始航材推荐清单

编制的一般方法和流程& 最后#通过具体应用实例#

给出了某型飞机起落架系统的初始航材推荐清单#

验证了航材保障工程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可满

足航空公司初始航材保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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