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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件号在民用飞机中属于构型管理范畴"必须是简洁的$独一无二的$易于理解的# 好的件号规则不仅仅将大幅度降低

独立工程项目中构型管理难度"还可以通过件号实现对产品的追溯"清晰地体现出公司产品谱系演变规则# 本文通过分析国

内外公司设备件号管理规则"提炼总结出针对不同9P9章节"不同类型系统设备件号规则需关注的因素"9P9.. 客舱系统及

9P9./ 信息系统与互联网技术结合紧密"应针对不同分系统$不同应用场景$驻留软件更新等方面考虑产品的型谱化发展及

不同层级件号的命名问题# 结合在民用飞机航电系统典型研发流程中工程实际可能遇见的问题"给出了民用航电系统设备

研发全生命周期中顶层图$设备铭牌$环境鉴定试验$首飞构型件号管理建议及需关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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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引言

近十几年来"中国运输类民用飞机&%'进入稳

定发展期"相比已成立百年的波音和半个世纪的

空客"国内单位民用航空产品研发经验尚有较大

提升空间# 就航电系统而言"中国本土企业纷纷

向国外知名供应商学习"学习重点是适航的管理

办法$如何提高产品可靠性$如何进行系统安全性

分析$自动化测试流程等等# 而国内供应商大都

源于军工"甚至有些单位研发人员军民并未分离"

不可避免的沿用了军品研发的思路和方法# 管理

也不例外"构型管理&!'中的件号命名方法就是其

中一个方面#

件号在民机中属于构型管理范畴&#'

"是表征产

品属性在特定时间上的快照"必须是简洁的$独一无

二的# (构型管理"军品中称技术状态管理"软件中

称配置管理"主要通过构型标识$构型控制$构型审

核$构型状态报告等手段保证产品构型信息的唯一

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本文通过分析国内

外公司设备件号管理规则"提炼总结出工程设计$产

品型谱化发展$环境鉴定试验需考虑和关注的要素"

并结合设备研发全生命周期做进一步阐述设备件号

的重要性#

87国内外公司设备件号管理规则
%)% 公司9设备件号规则

如图 % 所示"公司 9设备件号规则具备以下

特征!

图 %$公司9设备件号规则

$

%)X9*Z作为件号根由字母和数字组成"比如

8W?%!#.(8W?!8A@aW5FI ?@À+A32a"即高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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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某型产品的基础件号位%

!)TTTT作为产品型谱化位由字母和数字组

成"比如 99"!"作为某型产品的型谱发展(比如一

个服务器"有的电源是 !& 8直流的"有的是 %%O 8

交流的"!& 8直流设备 TTTT位为 99"!"而 %%O8

交流设备TTTT位为 9X"%%再比如一个通信设备"

有的表面是黑色的"有的是棕色的)及升级换代考

虑(考虑技术发展及市场需要等因素)%

#)研发阶段包含W<硬件版本和 *<软件版本

位"而在批产阶段"因设备已完成适航取证"相对研

发阶段"软硬件更改相对较少"批产阶段设备件号不

包含W<和 *<信息"即研发和批产阶段设备件号

规则不同#

.)cNS(c53ANABLG2AG_LAS35C"即航线可更换单

元)下一层软件件号与设备件号享有共同的基础件

号位X9*Z#

%)! 公司X设备件号规则
如图 ! 所示"公司 X设备件号规则具备以下

特征!

图 !$公司X设备件号规则

$

%)产品型号9%!#X包含在设备件号中"通过设

备件号可识别出产品型号%

!)TT预留位表示同一类产品中不同的体现形

式"考虑了型谱化发展%

#)设备件号中包含 WW硬件版本和 ** 软件版

本信息"研发阶段和批产阶段规则相同%

某些设备的件号会包含十分丰富的信息"比如

手持话机"件号中会包含以下信息!产品型号$更改

类别(更改或小改)$话机底板颜色$话机类别(安装

在驾驶舱还是客舱)$话机自带线缆长度(标准或加

长)等# 此时"件号规则针对特殊设备进行适当调

整"比如增加预留位#

%)# 公司J设备件号规则
如图 # 所示"公司 J设备件号规则具备以下

特征!

图 #$公司J设备件号规则

$

%)设备件号中包含公司标识9XJM%

!)分类号由 !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表示该件号

属于系统$设备$软硬件及外购件"比如系统固定为

%""设备固定为 !""软件固定为 #"%

#) 流水号由 /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97设备件号规则需考虑因素
不同公司设备件号管理规则均有其规则的理

由"没有优劣之分"本小节通过对国内外设备件号规

则的分析"提炼设备件号规则制定中要考虑的方面#

%)客舱系统设备件号规则需满足产品型谱化

横向发展的需要# 对9P9!# 章&.'通信设备而言"比

如短波通信电台更新换代较慢%但对 9P9.. 章客舱

系统$9P9./ 章信息系统而言"由于互联网技术和Z

化飞机&O'的发展"产品更新速度较快"必须考虑产

品的型谱化发展问题!(%) 针对支线机$单通道$双

通道客机"因其处理业务量级不同"推出具备不同处

理能力的客舱中心设备%(!)针对客舱管理系统&/'

$

机载娱乐系统&6'

"因其应用场景不同"推出具有不

同存储能力的客舱中心设备%(#)针对不同主制造

商的需求差异"比如安装环境(导致 Mg;%/"=

&&'环

境类别不同)$安装方式(导致连接器选型不同)$供

电电源不同(影响电源选型)"结合产品成本分析"

推出可台阶化的客舱中心设备#

!)客舱系统设备件号规则需满足产品型谱化

纵向发展的需要!(%) 客舱系统设备件号需考虑与

cNY(c53ANABLG2A,A3CY(D+LA"即航线可更换模

块)$元器件件号的关联关系"在项目策划中考虑可

重用性"以支持产品型谱化横向发展的需要"减少研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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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生产成本%(!)设备驻留软件分为两类"第一类

为常驻软件"第二类为应用软件# 对于既有常驻软

件和既有应用软件的设备"需考虑设备件号与常驻

软件的关联关系(常驻软件属于设备的下一层级构

型项"需考虑常驻软件发生变化时"设备件号如何

变化"比如常驻软件件号可与设备件号采用共同

的数字或字母进一步显性化其关联度)"在软件架

构设计$需求分析$代码实现和验证考虑可重用

性"以支持产品型谱化横向发展的需要"减少研发

成本#

#)客舱系统设备件号规则需考虑与应用软件

的关联关系!(%)客舱系统由客舱核心系统$机载娱

乐系统和外部通信系统组合"客舱系统因客户化定

制要求高(比如客舱核心系统中客舱管理终端的界

面设计)$第三方应用驻留及更新(比如微信等应用

9RR)"建议应用软件件号层级与设备相同"即同属

于系统构型%(!)应用软件件号层级虽然与设备相

同"但因应用软件的驻留平台仍为设备件号代表的

硬件平台"故需在件号中考虑两者的关联关系#

:7全生命周期设备件号应用
在民用飞机航电系统典型研发流程中"客户主

要参加系统供应商的 RMN$JMN$PNN$lNN等阶

段"形式可以是会议"也可以是批准对应的文件"比

如lNN阶段的 lPR文档"如图 . 所示# 图下方标

注的设备顶层图$设备铭牌$lPR与首飞构型与对应

的阶段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比如设备顶层图在初步

设计阶段开始"贯穿后续的研发流程"在设备集成阶

段和?9̂不断被检查确认"文中标注的目的是方便

后续的文字描述#

结合系统的研发流程"重点介绍设备件号在全

流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应注意的事项!

图 .$民用飞机航电系统典型研发流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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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顶层图# 在设计环节"设备顶层图按照

RMY结构树分配的设备件号和图纸编号绘制顶层

图"顶层图内容包括名称$图号$标牌(cG_AL)"通过

图号或cG_AL均可查阅设备件号#

!)设备铭牌# PNN

&-'评审召开时"此时蓝标件

已交付主机"并开展了联试%设备交付主机后"由于

软件修改和发布$软件加载和测试的区域与软件排

故地点是分离的(软件修改和发布的地点是在设备

研发单位"软件加载地点是在主制造商实验室"软件

测试在研发单位和主制造实验室并行开展)"设备

构型管理更加重要"须达到合格证与设备铭牌的对

应"须可通过设备铭牌信息的变化识别产品构型#

比如蓝标件交付主机后"因测试问题修复导致的软

件版本升级十分普遍"对于软件的构型管理也显得

尤为重要# 设备铭牌可通过铭牌上的件号体现软件

版本"也可通过铭牌上的 YgM信息来体现"软件每

一次升级"通过/设备铭牌上的件号变化0或/YgM

变化0实现对软件版本的控制"方便测试排故以及

回归测试#

#)环境鉴定试验# 民用飞机航空电子设备在

开展环境鉴定时"在硬件平台较通用时"环境鉴定试

验往往是针对硬件平台的"待测设备构型是由/硬

件平台0和/测试软件0组成的"而/实际装机软件0

因为项目进度或设备供应商产品线考虑等原因并未

纳入待测设备构型"这时需要考虑!(%)/测试软件0

必须具备充分调用/硬件平台0的能力%(!) 针对环

境鉴定试验"/测试软件0与/实际装机软件0的差

异%(#) /硬件平台0与 cNS件号具有相同的根件

号"或有一定的显性关联关系"利于/硬件平台0的

不断演进和型谱化发展"利于减少由于/硬件平台0

演进带来的环境鉴定试验重复开展的频次"易于适

航审查人员的审阅#

.)首飞构型# 首飞构型本质上属于研制构型

管理的一部分&%"'

"首飞需在特定的构型下进行# 试

飞情况复杂"外场时间紧"每个设备研发单位的产品

处于一种动态的构型管控中&%%'

"需重点保证试飞科

目0功能与试飞构型的对应关系"充分评估现场更改

的必要性"减少对试飞现场资源的占用#

;7结论
本文结合国内外公司设备件号规则"提炼总结

了件号命名规则需考虑的因素"结合民用飞机航电

设备研发流程及工程经验"介绍了设备件号在典型

民用飞机航电系统全生命周期发挥的作用"进一步

强调了构型管理在民用飞机研制过程的重要性"对

工程应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情况!

%)件号命名规则需考虑设备0硬件平台型谱化

发展需要%

!)件号命名规则需考虑与常驻软件$第三方应

用软件的关联性%

#)当硬件平台通用时"需要设备层级件号与硬

件平台件号的显性化体现%

.)件号贯穿航电系统设备研发生产全流程"在

各个里程碑节点及重要环节应给予重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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