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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航空技术的不断发展，飞行安全是发展的永恒主题。飞行品质监控管理系统，可以立足实际，对

人为因素和技术因素实现“关口前移”。根据相关系统故障预见性，将问题苗头遏止在萌芽状态，通过飞行品质监控，

根据获得的有效数据，筛选出超限事件，监测飞机维修以及发动机的性能，最大限度增强飞行员的技术水准，提高

飞行安全性，探究相关超限事件及其整体发展趋势，保障航空公司的安全运作，实现了飞行品质监控过程的数字化

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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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viation technology, flight safety is an eternal theme of development. 
Flight quality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actual, human factors and technical factors to achieve the 
“threshold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prediction of related system failure, the problem seedling is stopped in the bud. In this 
paper, through flight quality monitoring, according to the effective data obtained, the overrun event is screened. This article 
monitors aircraft maintenance and engine performance to maximize the technical level of pilots and improve flight safe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evant over-limit events and their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airlines and 
realize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the flight quality monitor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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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民航事业的突飞猛进，社会的快速发展对

民航的发展速度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飞行安全早已成

为了各大航空公司稳定、和谐发展的生命线，并且要结

合实际，达到一定的质量高度，全面启动飞行品质监控

工程。航空公司要使用先进技术手段，收集数据，将飞

行品质监控系统中 QAR 落实到位，探究飞行状态参数，

进行飞行安全风险控制，达到安全飞行的主要目的。飞

机的飞行品质，就是涉及飞行安全的飞机特性，与很多

因素存在着较大的关系。例如：机动能力、操纵感觉、

座舱内操纵、工作负担、仪表显示、座舱环境等全部都

是在需要思考的范围 [1]。发现超限特点起因，保障飞行

安全性，促使民航同机型安全隐患的查找和解决。飞行

品质的态势保持，可以及时了解飞机运行状态，获得故

障信息。力求人、机、料、法、环的和谐运转，结合现状，

利用民航飞行品质监控，建立飞机相关系统故障管理新

思路。杜绝违章、违规事件，实行“集中分析，重点查找，

分散管理 " 的运行管理模式。

一、飞行品质监控

飞行品质监控已得到世界民航业普遍认可，并且设

定了属于自己的安全管理体系。一定范围内，要制定飞

行品质监控方案，准确和及时地发现“超限事件”，最

大限度达到预防的主要目的。飞行品质监控对提高安全

水平展现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

识别价值所在。一般的情况下，飞行的品质所包含的内

容较多，机型，飞行人员编号、监控率，总发生率 , 告

警发生率等全部都属于需要监测的范围。随着航空业的

发展，在不断提高飞行数据记录标准的同时，还要结合

合理化的数据，保证数据真实性，提高安全服务价值。

在进行故障预测与故障诊断时，辅助机务维修人员进行

飞机维修。及时了解飞机各系统的可靠度，对运行状况

实施合理化的监控，满足任务的落实需要，判断故障或

者是故障趋势。整个系统就能够良好地运行，那么长期

下来，才可以为大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内容，最大限度保

证飞机的安全运行。

二、飞行品质监控在诊断飞机相关系统故障中应用

（一）系统的设计目标

飞行品质监控是航空公司安全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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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不一样的发展阶段中，各个航空公司对于品质监

控以及预警管理较为重视。飞行品质监控在日常管理中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在实践中要想实现既定的管理

目标，就要结合相关的品质成立监管小组，提升飞行人

员在特殊状况之下的应变能力。飞行品质监控以飞行数

据为基础，落实对应的飞机相关系统故障预测与诊断。

通过飞行数据译码获更为丰富的飞行数据，结合查询的

结果，现实的内容，参数的变化去下，真实的找到支持

的数据报告，对飞机相关系统部件的运行情况，进行合

理化的探究，增强预见性，及时的发现故障信息。相关

的工作人员，即可结合故障诊断内容，预见问题，缩小

故障诊断的时间，增强整体水准。首先，飞机相关系统

故障的功能目标进行分析，要先设计一个后台数据库，

这里面包含的内容较多，有飞行的数据还有故障数据等，

要理清这些数据之间的复杂关系。还要设计一个通用、

可扩展的飞行数据译码模块，满足部分特殊性的需求。

还要具备案例推理引擎，准确的分析出故障征兆信息，

为后期的维护提供良好的基础准备。其次，系统性能目

标中，不仅要保证真实性，还要保障独立性、及时性、

易用性、启发性、扩展性 [2]。按照运作的基本要求，分

析故障的真实状况，结合不一样的逻辑参数，降低相互

影响的数值。在真实的故障诊断中，分析数据来源，提

高决策能力。避免功能故障出现，降低所失去的价值。

按照界面的真实性，提供管理配置，总结知识和经验，

获得更多的启发性。在实际的故障案例中，解决增加或

者是删除、修改的部分，最大限度适应新出现的情况与

问题，以方便可以及时的解决。

( 二）开发平台及开发工具

在现阶段的发展中，诊断飞机相关系统故障主要就

是对于民航的环境、飞行运行的实际状态、操作人员行

为等进行动态性的监测，加强信息分析，识别各种相关

事故的诱因，提高预警控制的力度。飞行品质监控系统

对数据存储安全性有严格要求，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服

务器结合起来，制定一套合理的网络数据库整合方案。

在这些大型的数据库中，要提高数据的事物处理能力。

数据组合成一个逻辑数据库，成为分布式系统集中式的

基础上，增加可移植性、可兼容性和可连接性。结合实际，

支持面向对象技术，选用 Oracle 作为数据库开发平台，

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Oracle 同工业标准相兼容的时候，

要结合现实的标准，提高操作系统运行性，保持网络共

享信息能力。并且在 Borland C++ Builder 开发工具的基

础上，建立可视化窗体设计器，从一般的工具应用程序

到复杂的数据存取程序。使用数据感知组件，分析数据

库查询操作，对应用程序界面内容实施更改，满足系统

开发需求，符合运营环境。

（三）系统总体结构

飞行品质监控的过程中，要融入一与借鉴飞行品质

监控的相关指标，通过监控指标分析以及预测相关信息。

飞行数据译码及飞行数据对故障预测，从而为飞机维修

服务。首先，从系统数据库的角度进行分析，要从用户

管理库、飞行参数库、飞机故障案例库等几个视角，实

施合理化的探究。按照查询、删除、增加、修改的权限等，

保护数据库的安全，提高运营性价值。分析参数标准，

探究飞行参数数据，记录分析出飞行超限事件。从故障

诊断支持子系统的角度分析，为飞行数据的应用提供了

完善、详实、准确的飞行数据。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结

合数据参数，满足飞行参数需求，设计飞行参数查询、

飞行参数变化曲线等相关的数据报告 [3]。再现飞行数据，

合理的对相关的数据实施探究，对飞机的不同状态实施

监控。结合监控的结果，尽早的发现潜在的故障，提前

做好判断，知道和明确之后的故障和信息。从案例推理

子系统的角度分析，案例推理（CBR）属于一种新型的

推理技术，合理的将这些问题串联起来，按照经验解决

实际问题。根据修改和评价的情节，认知学习的内容。

案例表示部分，探究问题特征因素，增加案例形式描述

方式。案例检索的部分，要根据案例的特点，准确的找

到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合理化的方式，设计出适

合的检索方式。案例调整部分，要按照领域的知识和目

标，解决实际的修改方式，分析存在的新问题，并且做

出合理化的输出结果。从方案评估的部分，要按照效验

的方式，找到有效的案例学习过程，根据其中存在的案

例形式，实现知识的学习。飞机故障案例推理模块一般

的情况下，要经历五个过程，最为重点的部分，完成案

例调整、方案评估和案例学习 等几个过程，相互配合，

落实技术基础，达到良好的推理效果。采用分散组织的

形式，实现高效的飞机故障预测与故障诊断，保持合理

的推理服务方式，最大限度提高飞机维修质量。逆向推

导的方式，以获取系统需要的数据，保持可靠性和安全

性。飞机飞行品质监控管理系统所使用的参数，保持真

实的工作状况，评判飞行品质的辅助性参数。

（四）相关系统故障诊断

根据行数系统需求分析结果，可以实现对人为因素

与技术因素的综合监控，利用信息系统分析故障发展趋

势。应详细分析系统需求，充分的使用这些数据，完成

对应的飞行品质监控目标。故障预测与诊断支持总体结

构中，实现对飞机各系统及部件进行监控。根据监控、

分析的结果，充实分析故障征兆信息，落实相关的故障

诊断内容，找到合理的支持手段。飞行参数库的设计中，

飞行数据帧格式表存储飞行数据帧格式类型较多，不管

是哪一种类型，都要结合这些相关的信息，建立动态的

发展连接。偏差告警值大、偏差告警值小等，结合标准

数据，定义相关的参数标准。参数号、事件号、时间、

监控参数等数值，也要按照这些结果，提高相关的预测

性，加大诊断性 [4]。飞行数据译码软件设计，提供了详实、

准确的数据源。飞行数据帧格式类型、参数个数、参数

标准等都要按照自动化的更新趋势，完成相关的标准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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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归类各参数的译码方法，实现各种飞行参数帧格式

的译码。优化飞行数据译码思想，对记录参数的类别、

个数、频率或精度等相关的不一样，合理的统筹规划，

保持一个良好的译码系统。无论是哪种机型的数据帧结

构，一般的情况下，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模拟量参数；第二部分是，数字量参数；第三部分是，

离散混合量参数。也就是说，基于动态链表的飞行数据

译码方法中，要结合不同的飞机类型，保持有效的扩展

性。在动态的方法中，探系统用户的界面输出，只要需

要修改的部分，才可以更新相关的数据内容。建立一个

动态链表，找到属于一个合理的结构体系，优化所需要

的信息，保证良好的查询体系。

遍历动态链表，可以满足新的译码需求。动态链表

的飞行数据译码的落实方式中，模拟量译码，一般有 20 

个左右，真实的反映出飞机的状态参数。可以统一将所

有模拟量信号的参数工程值用三次非线性方程来计算，

绝大多数采用 BNR 格式。译码算法要结合规律，表示

飞机的一些标识信息。参数译码流程，输入机型、标准

同步字类型、副帧大小、译码原始数据文件信息。初始

化译码链表过程主要负责建立模拟量链表等相关的位

置，并且落实对应的链表节点。航班的划分过程中，要

按照实际的需要，找到航班的起点或者是终点。将数据

导入 Oracle 数据库有多种方法，只能通过命令窗口进行

调用，文件中的每一行数据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数据纪录。

故障预测与故障诊断中，通过这些软件模块能够方

便地管理，快速提取出故障信息。对于有些故障，特别

是疑难故障，详细的分析这些描述，真实的分析相关

系统的运行状况 [5]。清楚地了解所有的故障相关现象，

提供飞行数据查询功能，保持真实的运行状态。通过 

TDBGrid 组件实现将飞行数据完全显示，按照数据查询，

落实相关的查询界面，找到对应的数据价值。驾驶舱仪

表显示再现模块中，就会触发驾驶舱相应的警告系统，

真实的纪录出故障产生的条件，分析主要原因，提高动

态的判断性。系统提供驾驶舱内重要仪表数据的再现功

能的时候，要观察对应的显示状态，进一步证实飞行员

的飞行报告，与此同时，相关的维修人员还可以及时的

判断出飞机故障的原因。飞行参数变化曲线图模块，能

够很好反映参数相对应部件的运行状态的变化，发现潜

在的故障点到该点发生故障之间的思维逻辑。由于参数

数量众多，将所有参数的变化图像采用一样的频率，才

可以提高参数显示的精确性。通过选取“仿真”，落实

参数变化曲线，表达出更为直观的看法。起飞降落三维

仿真模块中，能够及时发现并得到处理这些工作，动态

仿真飞机起飞等过程，能够直观地了解各种飞行问题和

故障。飞机建模与飞行仿真场景建模，飞行参数确定飞

行轨迹，飞行参数改变飞机姿态，观察的位置等都要结

合实际，实现合理化和科学化的控制。超限报告模块要

分析这些事件对飞机产生的各种影响，制定相应的检测

计划或维修计划。

三、总结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航事业在国际民航

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飞行品质监控管理是一种有效的技

术手段，可以通过对飞行参数的监控，找到不规范的地

方。探究存在的问题，找到合理的成因，消除相关的隐

患，针对性性的制定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分析故障规律，

寻找准确的依据，对飞行训练安全管理实施安全防范，

最大限度合理评估，建立飞机相关系统故障动态化路径，

提升运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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