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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民用飞机型号合格适航取证过程中"型号检查核准书,VFJGU2KJG1D4)2 8,DS)H4dMD4)2"简称VU8-的颁发是审定试飞的

前提"VU8颁发后需进行正式地面检查"正式地面检查是局方制造代表或局方委任制造检查代表,简称 Q̂ UR-以型号检查报

告,VFJGU2KJG1D4)2 RGJ)HD"简称VUR-的地面检查部分作为指导'相关规章作为基本依据'并遵循 VU8的相关说明来进行的制

造符合性检查"是审定飞行试验之前对完整的原型机的最后检查( 首先介绍了 VU8和 VUR的定义"其次研究了 VU89%78和

VUR第U部分///飞机地面检查要求"给出了VU8地面检查的流程)并以某型民用客机为例"对地面检查工作的安排'迎检材

料的准备'自查工作的分工'迎检时的注意事项和检查后的总结整改做了梳理( 为申请型号合格证的民机主制造商,简称主

制造商-迎接制造代表或 Q̂ UR进行正式地面检查提供了迎检建议"为主制造商高效组织迎检提供了思路"为后续民用运输

类飞机型号检查工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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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引言
当前民用运输类飞机研制工作进展突飞猛进"

局方和主制造商对民用飞机型号检查核准书,VFJG

U2KJG1D4)2 8,DS)H4dMD4)2"简称 VU8-的颁发和管理已

有如下研究!

在 VU8签发之前"主制造商要完成的工作

有*%9&+

!完成构型配置说明和构型差异评估报告'完

成必要的飞机级和系统级安全性分析报告'完成必

要的符合性验证试验'完成必要的表明符合性试飞

科目'完成必要的飞行手册和维修要求方案'完成必

要的试飞安全管理程序和风险评估文件报告等( 只

有表明了飞机构型基本冻结'试验试飞结果是设计

符合性的'飞机是安全可靠的才能进入局方审定试

飞阶段(

审查组组长对 VU8的签发方式有*:95+

!%-对于

飞行包线简单的型号"可以签发一份包括全部局方

审定试飞内容的VU8)!-对于飞行包线复杂"且有多

架试飞机的型号"可以签发多份 VU8( 多份 VU8包

括!每架试飞机各签发一份VU8)也可以是一份基本

VU8加上若干份补充 VU8)也可以是按科目'科目组

合'系统分别签发独立的VU8(

VU8签发后需制造代表或 Q̂ UR进行正式地面

检查"目前对于VU8签发后怎样高效迎接制造代表或

Q̂ UR进行地面检查工作主制造商还在摸索实践中"

本文深入研究和解析 VU8签发后的地面检查要求"

以某型航空器VU8地面检查情况为例分析"论述主制

造商在VU8地面检查中应当开展的工作"为迎接制造

代表或 Q̂ UR进行地面检查提供迎检措施和思路(

87?4%与?41定义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和适航管理程序*79.+

"Z88

的CHEGH7%%"*&O

*%"+对VU8'VUR的定义及重要意义

作了说明(

VU8是型号合格审定审查组组长签发的"批准

审查代表对航空器原型机进行审定飞行试验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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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现场目击或进行飞行试验的文件"其签发标志着

型号合格审定工作将正式进入局方审定试飞阶段(

VUR是审查代表按分工编写的'为了证实航空

器原型机符合适航规章而进行检查和试验的正式记

录"VUR分为记录地面检查和飞行试验两部分(

地面检查按照项目复杂程度通常按三个阶段逐

步实施( 初步地面检查是在研制过程中对原型机的

首次整机检查"可以结合颁发第一类特许飞行证的

检查同时进行( 正式地面检查是审定飞行试验之前

对完整的原型机的最后检查( 试飞期间地面检查是

贯穿于审定飞行试验全过程的对原型机的检查(

初步地面检查一般在 VU8地面检查之前"试飞

期间的地面检查在 VU8地面检查之后"本文研究的

是正式地面检查这一阶段"即VU8地面检查(

97?4%地面检查
!*% VU8地面检查要求

VU8地面检查的要求来源于VU89%78和VUR第

U部分/飞机地面检查部分(

!*%*% VU89%78检查要求

VU8在地面检查方面的功能类似制造符合性检

查请求单( 已签发的VU8上有明确的审定基础和型

号资料"属于制造符合性检查中 #文实相符$的

#文$"是检查的基线)已签发的 VU89%78有明确的

制造检查组将完成的检查工作"属于特殊检查说明"

是制造检查组检查的重点检查内容(

对于 %78中#制造检查组将完成的检查工作内

容$可与局方进行讨论后确定"通常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的检查!

%-核查试飞机证件有效期!第一类特许飞行

证'国籍登记证和电台执照)

!-核查试飞机构型信息!原型机构型配置说明

文件'全机制造符合性声明等资料)

#-核查试飞机重量重心!目击称重并获得飞机

最新有效的称重报告"获取飞机最新有效的水平测

量分析报告)

&-核查试飞机操作安全!确认皮托 6静压系统

完成泄漏检查'确认和记录原型机发动机序列号'确

认操纵面行程等)

:-核查试飞机维修情况!确认飞机各系统维修

工作'问题记录等检查情况)

'-在试飞前"完成飞机的#外来物损害$,ZCQ-

检查'确认飞机上或客舱区域没有松动的设备'确认

在试飞中发现的问题按相关程序处理"并同意放飞)

5-核查记录飞行'航后期间情况!所有发动机

风扇和尾喷管区域情况'发动机进气道的损坏情况"

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的滑油消耗记录'机翼油箱

通气口的燃油溢出事件记录等)

7- 完成 VUR第一部分 ,表格 88O9%#. , "#/

!"%%--适用部分(

!*%*! VUR第U部分检查要求

VUR第U部分///飞机地面检查,O88O表88O9

%#.-由封面'目录'管理性资料和 %: 个检查项目组

成,详见表 %-"每个检查项目有详细的检查要求(

表 %$VUR第U部分&&&飞机地面检查

项目 具体检查项 项目 具体检查项

%*" 空机重量和重心位置 %"*" 动力装置

!*" 制造工艺 %"*% 总则

#*" 检查总则 %"*! 燃油系统

&*" 机体结构 %"*# 滑油系统

&*% 总则 %"*& 进气系统

&*! 机身 %"*: 排气系统

&*# 机翼 %"*' 操纵件和附件

&*& 尾翼 %"*5 防火

:*" 飞行操纵系统 %%*" 设备

'*" 起落架 %!*" 电气系统和设备

'*% 总则 %#*" 安全设备

'*! 起落架装置 %&*" 其他设备

'*# 滑橇装置 %&*% 电子系统

'*& 浮筒装置 %&*! 液压和气压系统

5*" 载人和载货设施 %&*# 氧气系统

7*" 通风'加热和增压 %&*& 其他液体排放

.*" 防火///舱内 %:*" 飞机识别和标记

!*! VU8地面检查流程
VU8地面检查是由制造代表或 Q̂ UR执行的整

机级制造符合性检查"其流程包括!局方审查组组长

签发VU8作为制造代表或 Q̂ UR进行地面检查的工

作依据)主制造商根据 VU8进行自查签署制造符合

性声明作为表明单机实物构型符合单机构型文件的

依据)制造代表或 Q̂ UR在收到 VU8和制造符合性

声明后"开展VU8正式地面检查( 流程如图 %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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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U8地面检查流程图

$

:7迎检要点
相较于签发一份VU8就可以覆盖所有审定试飞

审查的航空器"签发多份VU8审查的航空器"在迎检

方面复杂的多( 现以某型客机为例"给出对于签发

多份VU8审查的航空器地面检查的迎检要点(

#*% 迎检安排和计划
为确保迎检一次通过"应尽早与制造代表或

Q̂ UR协商制定具体的地面检查要求'工作流程和

计划( 这里包括!明确 VU8地面检查的主要工作内

容"双方约定自查报告等迎检材料的准备要求"明确

检查组和迎检人员的配置要求"初步确定检查组别

和检查重点"讨论检查时间'地点'进度的安排"工作

协调的程序"问题报告的制度等(

#*! 迎检材料
根据VU8尤其是 VU89%78的要求"准备相应的

迎检材料,构型配置文件'全机制造符合性声明'

VU8审定试飞科目相关资料等-并组织完成自查形

成自查报告备查(

#*!*% 基础VU8迎检材料

当航空器结构已经得到充分验证'各系统的需求

确认和验证的成熟度能够确保审定试飞安全有效'开

展的审定试飞科目构型已到位"试飞结果预期能够按

照相关适航条款要求"则可准备如下基础VU8材料!

型号总结报告'单机设计与VO型号构型差异评估报

告'实物与单机设计构型差异评估报告等(

其中"通过实物与单机设计构型差异评估报告

给出实物与单机设计构型差异对试飞安全是否有影

响的结论"签发VU8前"必须提交一版实物与单机设

计构型差异评估报告给审查方认可或批准"后续对

增量变化进行实时管控(

#*!*! 补充VU8迎检材料

待基础VU8签发并完成迎检后"分阶段按照系

统或专业熟度准备补充 VU8材料!单机设计构型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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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构型差异评估的增量报告'实物与单机设计构型

差异评估的增量报告(

#*# 自查
在提交制造代表或 Q̂ UR进行地面检查前"必

须实施全部必要的检查"对于自查发现的问题需进

行整改"自查完成后向制造代表或 Q̂ UR提交制造

符合性声明( 其中"基础VU8是对全机进行自查"补

充VU8是按需对增量进行自查(

#*#*% 文件自查

文件自查主要是针对构型记实文件的自查"是

为了保证航空器构型纪实清晰(

自查的内容为航空器本体和测试改装的构型纪

实文件'维修维护记录'试飞问题等(

自查的方式为核查实物与构型纪实文件的符合

性"包括!核实数模是否通过工艺文件落实在了实物

上"在落实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制造偏离"制造偏离是

否得到了工程的评估"是否存在试飞限制等)未通过

工艺文件落实的数模是否得到了工程的评估"是否

存在试飞限制等(

#*#*! 现场/实物自查

VU8全机地面检查聚焦实物检查"现场/实物自

查主要是为了确认试飞机对即将进行的审定试飞是

安全的"自查应至少包含以下几部分!飞机本体检

查'系统功能操作测试'VU89%78条目检查(

飞机本体自查可按区域进行"包括检查飞机的

前部机身区域'前起落架和轮舱区域'中部机身区

域'发动机和吊挂区域'机翼区域'主起落架和轮舱

区域'尾部区域'8XA区域'驾驶舱区域'货舱区域

等( 自查内容为受检查区域及部件是否出现鼓包'

变形'开裂'划伤'分层'表面腐蚀'压坑'缺失等损

伤"受检查区域盖板是否正常关闭等( 一般通过目

视检查"视情使用灯光以及放大镜等工具(

系统功能操作自查包括检查飞机的防火系统'

飞行控制系统'液压系统'防冰除雨系统'指示记录

系统'起落架系统'照明系统'氧气系统'发动机功能

等( 自查可以结合预先'航前航后等工作开展或采

用近期功能试验完成记录'历史试飞数据进行(

此外VU89%78中部分条目需通过现场/实物检

查实现"例如全机称重'皮托 静压泄漏试验'飞控舵

面行程检查等(

#*& 迎接检查
VU8正式地面检查前需召开检查首次会议"向

制造代表或 Q̂ UR汇报迎检飞机状态'迎检准备'检

查日程安排'人员配置等一系列检查相关问题(

迎检飞机状态包括但不限于!构型状态'设计状

态'实物状态等(

迎检准备包括但不限于!自查情况'自查发现问

题整改情况等(

日程安排包括但不限于!迎检内容安排'迎检问

题传达机制'迎检问题整改计划( 一般基础VU8迎检

为 & W:个工作日"补充VU8迎检为 % W!个工作日(

人员配置根据制造代表或 Q̂ UR进行配备"包

括但不限于设计'工艺'质量'适航等人员"建议与自

查人员为相同人员(

#*&*% 文件评审

在文件评审时"迎检文件材料统一放置在可供

查阅的地方"并配备专职迎审人员负责解答制造代

表或 Q̂ UR在检查时发现的问题(

#*&*! 现场/实物评审

在实物/现场评审时"应保证制造代表或 Q̂ UR

的工作不受干扰( 检查期间"未经制造代表或

Q̂ UR同意"不得在航空器上工作( 同样"未经许

可"制造代表或 Q̂ UR也不应在航空器原型机上进

行任何机械性操作(

对于VUR第U部分和VU89%78中局方要求目击的

检查内容"如空机重量和重心位置'操纵面运动等可在

自查时按需协调制造代表或 Q̂ UR目击操作过程(

对于在现场操作试飞机的人员"可提前准备好

人员资质证明文件如上岗证'工卡等供制造代表或

Q̂ UR现场审查(

对于出现在现场的设施设备工装等"可提前准

备好校准合格证明文件等供制造代表或 Q̂ UR现场

审查(

#*: 总结整改
制造代表或 Q̂ UR检查发现的问题一般可分为

制造偏离'系统不符合项'孤立不符合项和建议项"

对于影响飞行安全的问题"需进行立即整改(

检查期间"需每天召开迎检工作通报会"通报当

日制造代表或 Q̂ UR发现的问题并组织人员对问题

进行立即整改(

检查结束后"需组织召开 VU8全机地面检查末

次会"会上制造代表或 Q̂ UR会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进行通报"同时告知本次 VU8检查的结论以及飞机

是否具备开展审定试飞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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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本文研究了VU8地面检查的要求和流程"梳理

了在VU8地面检查中主制造商应开展的工作和迎检

要点"为后续民用运输类飞机 VU8地面检查工作提

供了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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