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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4月20日，历时6个月，在经过多次调试修改后，由山航工程技术公司技术部发起，山航信息管理部自主开发的“飞机空调健康监控系统统”正式
上线。目前，该系统上线一个月以来，以更先进的预测式维修方式取代传统的定期预防性维修方式，在及时、全面、有有效的监控飞机空调系统性能
的同时还节约了飞机空调维修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

飞飞机机空空调调健健康康监监控控系系统统上上线线
历时6个月，由山航自主研发，改变传统维修方式

一次维修方式的转变

“随着飞机空调健康监控
系统的上线，我们机务工程师
对飞机空调系统的维修方式
也得以改变。”山航工程技术
公司技术工程师王波涛说。

新系统上线前，机务工程
师们根据飞机制造商提供的
手册，采用传统的定期检测方
式对飞机空调系统进行维修，
而新系统通过一系列数据分
析，可以实现提前预警，避免
一些不必要的检修，维修方式
由传统的定期检测变为预测
式维修。

王波涛告诉记者，全新的
“飞机空调健康监控系统”由
山航工程技术公司技术部发
起，信息管理部自主研发，该
系统依托机务AMRO系统平
台，自动抓取ACRAS传输的飞
机参数，气象系统的机场温度
参数，FOC的航班运行数据，
实现了对空调参数的实时监
控和报警功能。监控系统的
绘图功能还可以趋势性监控
热交换器的性能衰退，从以
往的定期的预防性维修方式
转变更科学、更先进的预测
式维修方式。此外，系统报警
经监控人员确认后还可自动
生成排故通知单，缩短了排故
处理时间。

据了解，热交换器是飞机
空调系统的核心部件。外界空
气作为“冷源”，吹过热交换器
用来给发动机引气降温。当热
交换器脏污后冷却效率降低，
不但影响客舱内温度调节，而
且导致空气循环机损坏。热交
换器只能通过定期预防式吹
洗来保持清洁。山航信息管理
部研发工程师赵明瑞告诉记

者，因为不同地区环境差异，
固定间隔吹洗热交换器势必
会造成维修不足或过度维修
的情况，新系统的上线可以有
效地减少不必要的维修吹洗。

攻克多项技术难关

“热交换器出口管路温度
的高低可以用来判断热交换
器的清洁状况。温度越高，热
交换器清洁状况越差。”王波
涛说。他正是根据这一原理，
与赵明瑞讨论后在飞机上采
集 了 大 量 温 度 数 据 ，通 过
ACARS报文形式传输到地面
服务器，当飞机实时参数达到
预设的预警值时，机务就会收
到预警，对需要吹洗的飞机自
动生成排故通知单。

采集什么参数？何时采集
参数？参数如何报警？报警门
槛如何设定？王波涛告诉记
者，在系统开发之初他们面
临着这些问题。首先，温度参
数 只 有 最 新 交 付 的 飞 机 才
有，没有相应的参考值，“基
本上各个参数都需要我们自
己靠经验去摸索。”王波涛
说。在获取外界温度及机场
温度信息时他们就面临了不
小的挑战。

“飞机在巡航阶段的温度
我们可以随时获取，但在地面
时，总温探头因加热无法有效
冷却的原因导致温度参数不
准确。”王波涛说。为了解决此
问题，他与赵明瑞一起历经4
次讨论及技术调研，最终决定
使用新上线的航空气象系统

中 机 场 地 面 温 度 来 取 代
ACARS的外界温度参数。同气
象系统研发人员整理研发双
方所需数据接口，使用气象系
统数据，则无法避免机场信息
的获取，由于ACARS报文中
机场信息涉及地面基站，海
事卫星等多途径，并不准确，
经多次实验，最终确定改由
FOC系统中的航班信息确定
落地机场。

赵明瑞告诉记者，在系统
开发期间，他们发现ACARS系
统提供的空调出口管路温度
数据为原始数据。“我们经一
系列监测观察发现这个数据
离散性太大，不能准确反应出
问题。”赵明瑞说。他与机务工
程师通过线性修正算法矫正，
及连续平滑值算法测算，最终

成功解决了数据不准确的问
题。“因为新系统刚刚上线1个
多月，并且只有新引进的飞机
才能使用这套系统，目前我们
的数据量还不算太大，未来随
着使用的飞机越来越多，数据
量越来越大，在计算方法上我
们未来还会更新迭代。”赵明
瑞说。

1架飞机每年可少吹洗10
次

系统研发期间，信管部与
工程技术公司工程师们面对
面讨论业务需求、逻辑算法、
数据通道、功能交互，探索系
统实现的可行性。通过借鉴信
管部前期自主研发的发动机
监控系统经验以及GE发动机
远程监控系统绘图算法，信管
部研发人员在工程技术公司
现场联合办公，深入了解监控
流程，多次讨论后最终确定了
该项目的需求，并通过了技术
可行性论证。

王波涛告诉记者，从人力
成本测算，以前工程师统筹计
算全机队的空调状态数据需
要7天的时间，借助该系统，工
程师20分钟内就可以将以往
的数据整理完毕，并形成报
表，仅此一项就节省员工全年
人力成本90人天。

而从维修成本测算，采用
实时监控方式一架飞机每年
保守估计可以节省热交换器
吹洗10次/架，节约工时40小
时/架，节约氮气瓶20个/架，
累计节约1 . 5万元/架。

“新系统研发成本低、功
效大，可以有效减少机务在维
修空调系统上的重复性工作，
相信未来随着使用量的增大，
这套系统也会越来越完善。”
赵明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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