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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航线维修核心风险项目管理研究和应用

席今朝*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库车龟兹机场��新疆�阿克苏��8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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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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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线维修的工作特点

作为“飞机医生”，航线机务担任着为旅客安全保驾护航的使命，每一架飞机安全航行背后都有工作人员的辛勤

付出。相比于在机库里工作的定检机务，在停机坪上工作称为“航线机务”，负责更多现场“外科”检查，暴晒和严

寒是家常便饭。飞机检查分为外部检查和内部检查，外部检查小到螺丝、盖板，大到整体飞机机翼、蒙皮、机身、发

动机叶片，外部检查涉及是否有跑冒滴漏、外部损伤、零部件缺失、螺丝缺失等状况；内部检查涉及飞机自身技术状

况，根据机组反映的故障，及时进行排除。面对如此复杂的工序，如何向外科手术大夫一样，做好“五个到位”，确

保维修现场准备、施工、测试、收尾和交接均到位。只有熟知各类风险及管控措施，坚定按照标准规范作业，才能为

民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基础���。

2��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安全管理体系是利用主动管理的方式确保航线维修的安全性，这就需要将安全管理的整个过程融入机务人员的实

际工作中，航线维修人员对飞机日常运行的安全性具有重要影响，风险管理是安全管理体系的核心部分，其主要内容

是危险源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在航线维修风险管理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树立安全意识，收集航线运行中的

各项信息，并对其进行安全风险评估，以此为基础制定风险控制优化措施，在完善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安全政策的基

础上，预防安全事故。除此之外，风险管理是安全管理体系理论的关键内容，既能够减少工作中的各项风险，将风险

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又有助于提升工作人员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3��飞机航线维修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介绍

�����墨菲定律

“人们做某件事情，如果存在一种错误的做法，迟早会有人按照这种错误的做法去做”。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做任

何事情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要制定防范措施，防范出错概率小的事件，特别是后果较为严重，严重危及安全的事件。

错误的想法是反正会出现差错，制定一些防范措施是徒劳的，甚至对一些违章行为视而不见，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

需要及时纠正，转变思想。

�����海恩法则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次轻微事故，���起未遂先兆，����起事故隐患。”事故发生前，有相关迹象，

它提醒我们要注意一些小风险。在积极寻找导致错误或事故的诸多隐患时，我们往往会处罚犯错者，但我们没有注意挖

掘错误背后的一些小安全隐患。其实，如果提前发现这些隐患，制定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就能减少事故的发生���。

����6+(//模型

描述人为因素的概念模型，包括软件、硬件、环境和人四个元素，为了减少错误的发生，我们需要处理好人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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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三个元素之间的关系。

4��飞机航线维修核心风险项目管理

�����维修漏检

（�）触发因素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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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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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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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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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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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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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复检机制，采用双人互检等方式，避免个体发生的漏检行为。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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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指差确认，以手指指着部件，及口诵确认，心手并用，以達到减少人为失误导致意外的效果���。

�����部件错漏装

（�）触发因素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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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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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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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未按照手册、工卡施工，凭经验。

⑤�安装部件航材后，检查不到位。

⑥�手册、工卡歧义，未及时提出。

⑦�工作中断后，交接不到位，造成漏装的事件。

⑧�拆装部件未做标记，容易发生混淆、错装的事件。

⑨�互检�必检执行不到位，检查人员未有效履职。

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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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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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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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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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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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因素：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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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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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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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未按照手册、工卡施工，凭经验。⑤安装部件航材后，检查不到位。⑥手册、工卡歧义，未及时提出。⑦工作

中断后，交接不到位，造成漏装的事件。⑧拆装部件未做标记，容易发生混淆、错装的事件。⑨互检�必检执行不到

位，检查人员未有效履职。⑩未执行测试，错过了通过测试发现问题的机会���。

易发阶段：①遗留工作，需要进行班组交接时；②新授权人员独立上岗时；③首次执行或长时间未执行的项目；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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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过拍照记录原始状态，安装后进行复核对比。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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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严格落实双人互检�必检的制度。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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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作中断；②互检�必检步骤检查；③收尾检查；④装上件核实；⑤安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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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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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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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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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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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航班发生临时调整时，航班落地时间点、放行的机型、放行的人員都有可能发生变化。②当航

前、过站航班突发故障处理时，容易过多的关注故障处理，从而忽略了放行签署。③对于新开�重开的航线，容易发生

遗漏安排放行任务。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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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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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通过撕黄页，与机下

送机人员进行确认复核检查。③通过拍照，由第三方对签字进行复核。④增加送机人员与机组确认放行的环节。

关键控制环节：①在飞机出港前，完成各类防控手段的实施。②当航班调整时，及时通报机务调度，班组长、放

行人员。

5��结束语

航线维修风险管理责任重大，也面临着诸多危机。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同时，风险识别和控制贯

穿整个工作，是所有人的责任。要鼓励员工积极参与整个风险管理工作，进一步实现全面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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