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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修理中多余物对飞行安全的影响及预防策略研究
寇兴元 张学霞

石家庄海山实业发展总公司 河北 石家庄 050208

【摘 要】随着航空业的发展，飞机修理过程中多余物对飞行安全的影响成为了航空产业关注的焦点。本文深

入探讨多余物对飞行安全的影响，以及如何采取预防措施，减少多余物的存在。研究表明，多余物会导致机械部附

件的损坏、飞机重心偏移、压气机堵塞以及电子设备故障等问题，严重威胁着飞行安全。因此，建立严格的飞机修

理流程、加强培训和技能提升等策略是可行的预防措施，能有效减少多余物对飞行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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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余物对机械部附件修理的影响

1.1.机械部附件损坏

多余物的存在可能造成机械部附件的碰撞和磨损，

加速零部件的老化和损坏，从而影响其运行的可靠性和

安全性[1]。

1.2.飞机重心偏移

多余物的存在可能改变飞机的重心位置，导致飞机

在飞行过程中重心不稳定从而影响飞行的平衡性能，给

飞机带来偏航或滑翔等飞行安全隐患。

1.3.压气机堵塞

多余物可能误入压气机中，堵塞空气流通路径，降

低引擎的效率，甚至造成发动机故障，对飞机的驾驶性

能和飞行安全构成威胁。

1.4.电子设备故障

多余物可能与飞机的电子设备发生接触，造成电线

纷乱、电气短路或电子元件损坏等故障，从而影响飞机

的通信、导航和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进一步威胁飞行

安全。

2 预防策略

2.1.工作场所管理

①确保工作场所整洁：保持修理场所的整洁和清洁

是预防多余物干扰的基础。定期清理工作区域，清除垃

圾、废料和多余的工具、设备等物品。使用垃圾桶和储

存容器来分类储存物品，避免堆积和杂乱。

②指定储物区域：为每种附件和零件指定专门的储

存区域。通过标识和分类，确保不同类型的附件和零件

放置在适当的位置，避免混淆和混合使用。应将多余物

品存放在规定的储物柜或货架上，严禁乱放乱堆[2]。

③建立物品追踪系统：引入物品追踪系统，对所有

进出修理场所的附件和零件进行记录和追踪。确保每个

物品都能够被追溯到具体的使用和归还情况，减少物品

丢失和积压的可能性。

2.2.物品标识和分类

①标识清晰：对于机械部附件，在进行修理前，需

要对每个附件进行明确的标识，包括附件型号、序列号

等信息，并在修理过程中保持标识的清晰可见。这样可

以避免不同附件之间混淆或错用，提高修理的准确性。

②区别保存：将已修理完成的附件与待修理的附件

区分开来，可以通过特殊的标识、包装或放置位置来区

分。这样可以避免将已修理好的附件再次误用或混入待

修理的附件中，保证修理结果的准确性。

③严格记录：对于每个附件的修理过程和维护记录

进行详细记录，包括维修日期、维修内容、维修人员等

信息。这样可以提供修理工作的追溯性，及时发现和排

查由于多余物导致的问题。

2.3.修理工序控制

①明确修理流程：建立清晰的修理工序控制流程，

涵盖从接收、检查、清洗、拆解、检修、组装、测试到

质检等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明确定义相关操作和要求，

以确保修理过程的规范性和可追溯性。

②精确拆卸与组装：在附件的拆卸和组装过程中，

严格按照修理手册和相关规范进行操作，确保每个步骤

的准确性和正确顺序，避免多余零件的产生或错装现象。

③多人验收机制：引入双人或多人验收机制，对修

理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相互监督和确认。例如，在组

装完成后，由不同的技术人员独立进行验收，确保附件

内部没有遗留多余零件。

2.4.质量控制

①严格执行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

系，包括质量控制流程和责任分工。每个环节都应有明

确的质量控制标准和工作要求，以确保每个修理工序的

准确性和规范性。

②修理手册和技术规范的执行：修理过程中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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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的修理手册、技术规范和操作指南进行操作。

这些文件包含了修理过程的详细步骤、要求和注意事项，

对修理的质量控制起到了关键作用[3]。

③质量检验与测试：修理完成后，要进行全面的质

量检验和测试，确保修理后的附件符合设计要求和质量

标准。这些检验和测试包括外观检查、功能测试、性能

验证等，以排除多余物和其他质量问题。

④质量记录和追溯：修理过程中要做好质量记录，

包括修理记录、检验报告、测试结果等。这些记录有助

于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并进行追溯分析，找出产

生多余物的原因，进一步改进和优化修理工序。

2.5.培训和监督

首先，建立全面的培训计划。培训应涵盖修理工作

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流程，包括正确的工具使用、拆卸

和组装的步骤、清洁和质检要求等。培训计划应该详细

指导修理人员如何避免产生多余物，并提供实际案例和

操作演示来强化培训效果。

其次，进行定期的培训评估。通过定期的培训评估，

检查修理人员对关键修理工序的理解和操作是否达到

预期要求。评估结果可以帮助确定培训的效果，并及时

调整培训内容和方式，以弥补可能存在的不足。

第三，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修理人员的操作应受

到严格的监督，并进行定期的审核和检验。监督可以包

括随机抽查修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确认操作的规范性

和准确性。此外，还可以通过引入双人操作、交叉检验

等方式，相互监督和纠正可能存在的问题。

第四，强化质量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

系，包括严格的修理记录和质检报告的管理，并及时进

行质量审核和反馈。通过分析修理记录、质检结果和飞

行事故相关数据，可以发现并预防由多余物引起的问题，

进一步提高修理过程的质量和安全性。

3 结语

本文系统地探讨了机械部附件修理过程中多余物

对飞行安全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策略。正确实

施这些预防策略，包括建立严格的飞机修理流程、加强

维修人员的培训和技能提升，将有效减少多余物对飞行

安全的潜在风险。这些策略的应用可为改善飞机修理过

程中的安全性，推动航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和

指导。进一步研究可从其他工种或维修领域对多余物的

研究，并加以适当的探索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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