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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航线维修核心风险项目管理研究和应用

桑元庆*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浙江� 310000

摘� 要：在民用航空的快速发展中，航线维修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加强航线维修风险管

理，将其作为航空维修安全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关键内容，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预期的效果。因此，

在飞机航线维修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引进安全管理体系，根据航线机务维修实际情况，将安全风险管理过程和航

线维修工作进行融合，减少航线维修中的风险，提高航线维修质量。本文对飞机航线维修核心风险项目管理研究和

应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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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线维修核心风险管理研究

在飞机维修工作中，航线维修不仅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更是飞机维修工作的核心内容。在航线维修检查工作

中，可以及时发现飞机运行过程中常见或不常见的故障与缺陷。因此，对航线维修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提高维修质

量，对于飞机运营商以及维修单位而言至关重要。笔者通过分析从�����年以来的近���个机务责任事件典型案例，聚

焦高频低害和低频高害事件，将航线维修过程中，需要核心管控的风险进行了总结，得出五大核心风险，即维修漏

检、部件错漏装、遗漏放行、工具失控和滑梯包意外释放。这些风险是航线维修过程中导致大部分责任原因事件的主

要因素，因此，对上述五大核心风险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对航线维修质量的提升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航线维修

中五大核心风险的项目管理研究进行介绍。

（一）维修漏检

典型案例：某航����飞机执行某航班后，落地后检查发现尾撬擦伤。经查，为前序航段起飞过程中造成该机尾撬

擦伤，后续两段过站维修人员均只检查确认尾撬指示标牌在绿区，但未检查到尾撬存有磨损痕迹。

���触发因素

（�）机务人员未落实“九字方针”，没有按照航线维修工卡的项目，执行“看一项，干一项，签一项”。

（�）维修环境差，航线维修检查跟踪往往伴随着噪音、阳光、大风、暴雨等不利于户外工作的环境。

（�）检查时间不足，机务人员执行航线维修检查一般的时间在��～��分钟左右，检查项目众多，尤其在航班延误

或有特情时，为了确保航班正点出港，往往留给机务人员的检查时间比较仓促。

（�）人员技能不足，由于培训不到位或人员对相关知识掌握不足，导致机务人员对检查的项目是否正常，存在个

体判断上的差异。

（�）维修经验不足，航线维修检查属于常态化的、日复一日的工作，绝大部分时候，飞机都是正常的，在机务人

员培养过程中，缺少发现并处置特殊故障的经验。

���易发阶段

雷雨多发的天气；鸟击高发的季节；运行保障压力大的时间段；新授权人员上岗时。

���高发区域

飞机皮托管、静压孔、迎角探测器、发动机叶片、货舱门、尾撬、轮胎等区域。

���主要防控手段

（�）使用适合的工具设备，如在光线较差的环境里，使用手电等照明设备；对于较高的检查项目，使用工作梯等

登高设备。

*通讯作者：桑元庆，����年�月，男，汉，浙江杭州人，现任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生产经理，

中级工程师，本科。研究方向：航空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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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检机制，采用双人互检等方式，避免个体发生的漏检行为。

（�）岗前培训，对检查方式、检查效果等标准，在上岗前完成培训，确保机务人员掌握检查标准。

（�）指差确认，以手指指着部件，及口诵确认，心手并用，以达到减少人为失误导致意外的效果���。

（二）部件错漏装

典型案例：某航����飞机空中出现座舱增压故障，机组紧急下降高度后返航，经检查系前一日更换后货舱门封条

时，维修人员未能正确理解手册内核安装示意图的标注，封严条装反导致空中无法保存客舱压力。

���触发因素

（�）准备不到位，航线维修排故中，临时性的拆装工作，机务人员准备不足。

（�）工作环境、条件不足，如夜间视线不良的情况下，易发生错装、漏装。

（�）工作安排、人员搭配不合理，无资质人员或新员工不熟悉相关工作。

（�）未按照手册、工卡施工，凭经验。

（�）安装部件航材后，检查不到位。

（�）手册、工卡歧义，未及时提出。

（�）工作中断后，交接不到位，造成漏装的事件。

（�）拆装部件未做标记，容易发生混淆、错装的事件。

（�）互检�必检执行不到位，检查人员未有效履职。

（��）未执行测试，错过了通过测试发现问题的机会。

���易发阶段

遗留工作，需要进行班组交接时；新授权人员独立上岗时；首次执行或长时间未执行的项目；部件需要离位进行

修理时。

���高发区域

管路上的封圈、封严、盖板、面板、插销等小的部附件。

���主要防控手段

通过拍照记录原始状态，安装后进行复核对比；提前开展风险识别，对容易发生错漏装的部件，进行重点管控；

严格落实双人互检�必检的制度；严格落实“九字方针”，照航工卡执行“看一项，干一项，签一项”。

���关键控制环节

工作中断；互检�必检步骤检查；收尾检查；装上件核实；安装测试���。

（三）遗漏放行

典型案例：某航����执行航班在某机场执行过站，维修人员由于未及时关注航班信息，未执行该机短停维修工作。

飞机滑出后，机组发现维修人员未签署)/�放行，通过塔台获取维修人员姓名与证件号码，后由机长代签维修放行。

���触发因素

（�）遗漏安排，机务调度未将航线维修放行任务有效落实到个人。

（�）未落实“九字方针”，机务人员没有按照航线维修工卡的项目，在完成飞机放行签署后在签署工卡中的维修

项目���。

（�）沟通不畅，对于飞机是否已经完成放行工作，缺少有效的沟通机制。

（�）交接不到位，放行任务、放行信息等关键信息，仅通过口头交接，易出错。

���易发阶段

（�）当航班发生临时调整时，航班落地时间点、放行的机型、放行的人员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当航前、过站航班突发故障处理时，容易过多地关注故障处理，从而忽略了放行签署。

（�）对于新开�重开的航线，容易发生遗漏安排放行任务。

（�）当运行保障压力大时，放行人员同时承担多架放行任务时，容易发生遗漏放行。

���主要防控手段

建立放行通报复核制度，在放行完毕后，及时通报机务调度进行复核；通过撕黄页，与机下送机人员进行确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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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检查；通过拍照，由第三方对签字进行复核���；增加送机人员与机组确认放行的环节。

���关键控制环节

在飞机出港前，完成各类防控手段的实施；当航班调整时，及时通报机务调度，班组长、放行人员。

二、工具失控

典型案例：某航����飞机执行航前检查时，一名机务从工具柜中取出手电筒进行检查，但未进行工具领用登记，

进入驾驶舱向另一名机务报告检查情况时将手电筒放置在中央操作台副翼配平电门处。随后机组车辆到达机位，为避

免人员聚集和接触，两名机务慌忙离开，同时误将手电筒遗留在驾驶舱，直至执行完该航班落地后发现。

（一）触发因素

未执行三清点，机务人员在使用工具时，未有效执行“工作前清点，工作场所转移清点，工作完成后清点”；工

具在借还时未进行登记；维修现场工具管理不规范；施工区域未执行收尾检查；施工环境差；其他人员误拿。

（二）易发阶段

新员工单独借用工具时；因排故需要临时借用工具时；使用不在工具管控系统中的工具���；恶劣环境下工作；航

班正点压力，急于完工时。

（三）高发区域

飞机发动机、起落架、飞行控制舵面等复杂区域。

（四）主要防控手段

工具在借用、转移、归还时严格执行三清点制度；对于工具区域进行拍照，在清点时与图片进行对比复核；将工

具放置在指定位置，使工作者更容易进行复核；使用中做好监督管理，防止在使用过程中丢失。

（五）关键控制环节

工具借用；工具转移；收尾检查；工具归还���。

三、滑梯包意外释放

典型案例：某航����飞机在某机场执行航后工作，一名维修学徒在无维修授权人员的监督指导下，未确认客舱门

预位手柄在“解除预位”位置，擅自打开右前登机门致使舱门滑梯非正常释放。

（一）触发因素

在执行拆装滑梯包工作时，实施不规范，导致误放；必检执行不到位，检验员未有效执行检查工作；负责拆装滑

梯包的人员资质不足，未经过专业培训和授权；未授权人员操作舱门，安全风险意识不足；频繁执行拆装工作，导致

人员麻木，出现失误。

（二）易发阶段

当新员工在带教时，实操出错；航线维修过程中需要开关舱门时；在搬运滑梯包的过程中。

（三）主要防控手段

���对执行拆装滑梯包的机务人员进行专项培训、授权。

���在滑梯包拆装施工前进行风险分析，制定防控措施。

���操作登机门、勤务门时执行互检�必检制度，对关键步骤进行把关。

���严格落实“九字方针”，在执行拆装滑梯包工作时，按照工卡严格执行“看一项，做一项，签一项”。

（四）关键控制环节

人员培训；滑梯包拆装；操作登机门、勤务门等���。

四、结束语

随着民航业的高质量发展，航班的安全性和正常性进一步提升，坐飞机出行成为越来越多旅客的首选，而航线维

修工作的安全是民航运输发展的重要支撑，为航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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