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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航空发动机标准体系建设的思考与探讨

周婧雯*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辽宁� 110015

摘� 要：随着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对于航空发动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想更好地促进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就

需要建立起科学的航空发动机标准体系。本文主要对航空发动机标准体系的架构和定位以及航空发动机标准体系建设

的基本思路、重点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此提出了一些建设标准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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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一种特别复杂和精密的机械，为航空器提供飞行时所需要的动力，作为飞机的“心脏”，被行业

中称为“工业之花”，它直接影响着飞机的各项性能、安全性以及经济性，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体现>��。建立科

学、完善的航空发动机标准体系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航空发动机标准体系的架构和定位

（一）体系架构

航空发动机的标准体系是研制、设计、生产、使用航空发动机整个过程中所需要的标准而组成的，具有科学性的

有机整体，其中包括从航空发动机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管理以及到使用的全部过程>��。它是由整体的标准、

部件的标准、系统的标准、制作技术的标准以及通用的基础性标准所组成，该系统主要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

业标准以及国家军用标准，由不同的级别标准一起组成了一套相互协调、开放、完善的标准体系。现在在有关于国防

科技的工业标准体系中，对发动机上比较有针对性的行业级以上的标准仅有���项，其中有��项总体标准、��项部件

标准、��项系统标准、�项工艺标准、��项材料标准、另外一些通用的基础标准有��项。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标准

的数量较少，而且在专业的分布上也不均衡、标准比较零散，严重缺乏发动机的系统设计、总体、部件以及试验的标

准，有关于制作技术的标准太少，不能够反映出发动机性能特点，难以支撑航空发动机在型号方面的研制以及提高相

应的技术>��。

（二）系统定位

���需要将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流程变得更加规范化

由于缺乏相关的标准，没有科学合理的规范流程作为依据，为设计工作和试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题，比如，有

可能会导致在研制的过程中出现反复，严重影响了发动机型号的研发与制造，工作效率低下。通过建立完善的航空发

动机标准体系，将这个体系覆盖到整个发动机包括整机、燃烧室、排气装置、压气机、涡轮等全部的部件以及数控系

统、液压系统、传动系统等涉及到的全部系统上，而且要对设计要求、程序、方法进行详细而科学地描述，进而使这

些流程规范与设计标准、试验验证进行对应，使整个发动机研究制造有据可依、研制试验的过程更加规范化。

���需要保证航空发动机的产品质量>��

在制造航空发动机时，由于材料和工艺这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如果没有相对成熟的生产工艺以及材料

标准，就会使与航空发动机有关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法保证整个发动机的质量。通过建立相关的标准体系，使其

覆盖到冷、热工艺以及特种工艺上，健全工艺标准和相应的检验检测标准；整个体系还要涵盖高温合金、铝合金、钛

合金、镁合金、结构钢等材料与验收标准，使航空发动机的研制能够有工艺和材料方面的保证，保证航空发动机具有

非常好的质量。

���大力支持航空发动机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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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前提就是创新，对于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来说也是如此。随着航空发动机的结构设计、工艺技术、材料技术

的不断改革与发展，通过标准化体系的应用，使这些技术能够更加成熟，对核心、关键技术不断固化，并且不断地向

着更高的方向发展>��。通过相关的标准体系，使创新的成果进行转移、扩散，引领着发动机制造更好的发展。

三、航空发动机标准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

首先我们要明确地知道这一体系的建设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要根据发动机的研制及技术创新的需求为向

导，依托于航空推进技术验证计划、技术基础与重点型号，进行自主研发，建立健全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体系，使

发动机的研究制造工作得以保障，积极推进发动机的技术创新，使发动机的相关产业能够快速而持续地向前发展>��。

由于该标准体系的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工作量，并不是在短期内快速实现的工作，所以首先要满足发动机研

发和制造的急需型号，对相关的工作进行重点突破，比如，现在急需基本的设计标准以及试验标准、在主辅流水制造

方面的标准、小零件的相关标准、数字化的相关标准等。通过与重大专项以及预先研究方面的技术突破、型号技术攻

坚成果，进行同步转化、验证，进而形成有所创新的技术、工艺和材料的具体标准

四、航空发动机标准体系建设的重点内容

（一）构建总体、部件、系统标准

设计标准、试验标准是总体、部件、系统标准需要构建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现在我国在设计和试验方面的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通过使用技术的基础渠道以及发动机企业的标准

化作业，将企业的三大规范进行总结与提升，进而形成与总体设计、部件设计、系统和其他部件的设计以及与这些设

计相对应的试验标准。

第二，对于处于验证过程中的设计与试验技术，要充分地利用航空推进技术验证计划的相关专项成果，并把它固

化为相应的标准，形成大涵道比涡扇、中等推力的涡扇的相关设计标准和试验标准。

第三，在未来的航空发动机的发展方向上要充分地与重大专项的突破性技术相结合，并把它固化成为标准，在风

扇以及压气机、小流量型压气机、回流燃烧室、小尺寸的涡轮等方面具有更加高效、性能优良的设计标准以及与其相

对应的试验标准。

第四，用型号技术突破型号设计与试验技术的瓶颈，形成针对大风扇、矢量喷管、反推力装置、对转涡轮、发动

机数字控制系统、健康管理系统等方面的设计以及试验标准。

（二）构建制造技术标准

制造技术的标准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对于已经成熟的制造工艺，工作主要围绕型号的主辅流水制造、协同设计以及委托加工等方面的问题进

行。利用发动机企业的标准化作业与生产，将企业中的“三大规范”进行总结与提升，进而形成相应的工艺标准与检

验标准，其中包括高温涂层防护、高温合金的模锻、化学热处理、合金叶片的精锻、机匣类零件加工、电子束工艺、

电加工、化铣、喷丸、叶片钛等工艺标准>��。

第二，对于目前型号研制工艺技术方面的瓶颈，主要围绕目前航空发动机的制作工艺尚不稳定的问题进行。利用

型号技术方面的攻关成果和对基础工艺进行研究，形成一套稳定的工艺标准。

第三，对于处在发展前沿的工艺和技术，要利用好基础性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专项计划在技术方面的突破，把这

些成果固化成标准。比如7/3扩散焊、高精度加工等接近成形的技术。

（三）构建材料标准

在目前已经定型的一些航空发动机中使用的���～���中材料中，已经基本有了相应的材料标准和检验标准。在构

建材料标准时，对于在使用或者研发的发动机中一些质量不稳定的材料以及关键部位的原材料，使用技术基础性研究

进行技术攻关，并把成果转化成为材料标准。对于一些处在科技发展前沿的新型材料，做技术基础性研究并结合重大

的专项计划，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并把其固化成为标准。

五、针对建设航空发动机标准体系的建议和措施

（一）设立航空发动机标准体系建设专项工作

这项标准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如果仅仅依靠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型项目和发动机型号，不能

够使该标准体系得到普遍的适用性，所以建议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专项工作来进行，建立科学合理的长效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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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使此体系能够更加全面而且普遍适用。

（二）形成重大专项成果的转化机制

对于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要结合相关的专项进行建设，全面考虑技术、产业、工业基础这三方面

的相互联系，把相关的技术成果固化为一定的标准，使专项的科研成果能够有效转化为实践，保证整个标准能够贯彻

从制定到验证再到最后实施的整个过程。

（三）组建标准体系的专家团队

在组建专家团队的过程中要将全国各个行业的力量结合起来，充分地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

建立起与我们国家的工业实力相匹配，且在技术方面具有引领性质的标准化体系。建议将高等院校、发动机企业、军

方等社会各界该方面的众多专家进行集中，建立协同工作机制，使标准体系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协调性。

（四）引进融合国外先进标准

要深入研究国际标准以及国外比较先进的协会标准，是我国进行技术探索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工作。建议要将

国外的先进标准、企业标准进行研究整合使之适用于我国的航空发动机行业的标准体系，推动我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

的发展，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六、结束语

总而言之，航空发动机的研制、生产、试验以及最终的投入使用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对于其体系的建设也要覆盖

其所有的过程，这是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复杂的工作，所以建立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有利于提高航空发动机各方

面的工作效率和成果。在标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要抓住构建总体、部件、系统标准，制造技术标准以及材料标准这些

重要工作内容，采取设立航空发动机标准体系建设专项工作、形成重大专项成果的转化机制、组建标准体系的专家团

队、引进融合国外先进标准等措施，全面有效地促进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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