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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新质生产力在通用航空器维修领域的应用,首先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特征,接着

分析通用航空器维修领域的现状与挑战。然后重点研究新质生产力在该领域的具体应用,包括先进维修

技术的引入、数字化维修管理系统的构建、智能检测设备的应用以及维修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方面,

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旨在提升通用航空器维修水平、推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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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field of general aircraft 

maintenance. Firstly, it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general aircraft maintenance. The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is field was focused on,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maintenance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detection equipment, and the innovation of maintenance talent training model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were also discussed, aiming to improve the maintenance level of general aircraft and 

promote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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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通用航空业的快速发展,通用航空器的保有量不断增

加,其维修保障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用航空器维修领域面

临着提高维修质量、降低维修成本、缩短维修周期等诸多挑战。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力形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

动力,涵盖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为通

用航空器维修领域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变革。研究新质生产

力在该领域的应用,对于提升通用航空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促

进通用航空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质生产力概述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

核心,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实现生产方式

的变革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

还包括管理模式、组织架构、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创新与优化,

是一种全方位、系统性的生产力提升模式[1]。 

2 通用航空器维修领域现状与挑战 

2.1现状 

在通用航空器维修领域,主要存在如下问题：(1)维修技术

水平参差不齐。部分维修企业仍采用传统的维修技术和方法,

依赖经验判断故障,维修效率和准确性有待提高。而一些先进的

维修企业已开始引入先进的检测设备和维修技术,但整体行业

技术水平的提升仍需要一个过程[2]；(2)维修管理模式相对落

后。许多维修企业的管理模式还停留在传统的手工记录和纸质

文档管理阶段,信息传递不及时,维修进度难以实时监控,管理

效率低下；(3)维修人才短缺。通用航空器维修领域需要具备专

业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既要掌握航空器的结构原理、维修

技术,又要熟悉相关法规和标准。然而,目前行业内此类人才的

供给相对不足,人才培养机制也有待完善。 

2.2挑战 

针对面临的挑战,主要包含如下：(1)航空器型号多样且技

术复杂。通用航空器种类繁多,不同型号的航空器在结构、系统

和技术参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给维修工作带来很大难度。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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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人员需掌握多种机型的维修技术,增加了培训成本和时间；(2)

维修质量和安全性要求高。通用航空器的飞行安全,直接关系人

员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对维修质量和安全性要求极高。任何一

个维修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对维修企业的质量

管理体系和维修人员的责任心提出严格的要求[3]；(3)维修成本

控制压力大。通用航空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维修企业需在保

证维修质量的前提下,控制维修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然而,先进

的维修设备和技术的引入、专业人才的培养等都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如何在成本和效益之间找到平衡是维修企业面临的一

个重要挑战。 

3 新质生产力在通用航空器维修领域的应用 

3.1先进维修技术的应用 

3.1.1无损检测技术 

无损检测技术是一种在不损坏航空器结构和性能的前提下,

检测内部缺陷和故障的先进技术。采用超声波检测技术,可检测

航空器金属结构内部的裂纹和缺陷；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可检

测航空器电气系统的过热故障等。这些无损检测技术能提高故

障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拆解和维修,延长航空器

部件的使用寿命[4]。 

3.1.2 3D打印技术 

3D打印技术在通用航空器维修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可利用3D打印技术制造航空器的零部件,特别是一些复杂形状

或难以获取的零部件。对损坏零部件的三维扫描和建模,然后使

用3D打印机进行制造,能快速实现零部件的更换,缩短维修周期,

降低维修成本。同时,3D打印技术还可根据实际需求对零部件进

行优化设计,提高其性能和可靠性。 

3.1.3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可为通用航空器维修人

员提供更加直观、便捷的培训和维修指导。利用VR技术,维修人

员可在虚拟环境中进行航空器的拆解、组装和维修操作练习,

熟悉维修流程和技术要点,提高实际操作能力；AR技术则在维修

现场为维修人员提供实时的信息叠加,如显示航空器零部件的

结构、安装位置、维修步骤等,帮助维修人员快速准确地完成维

修任务,减少人为错误[5]。 

3.2数字化维修管理系统的构建 

3.2.1维修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维修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维

修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共享。该系统记录航空器的维修历史、故

障信息、零部件更换记录等,为维修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对大量

维修数据的分析,可发现航空器的故障规律和趋势,提前制定预

防性维修计划,降低故障率。同时,维修信息管理系统还可与航

空公司的运营管理系统、航空器制造商的技术支持系统等进行

对接,实现信息的实时交互和协同工作。 

3.2.2维修资源管理系统 

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维修资源管理系统,对维修设备、工

具、人力资源等进行优化配置和管理。借助该系统实时监控维

修设备的运行状态和维护情况,提前安排设备的维修和保养,确

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同时,对维修工具和零部件进行库存管理,

根据维修任务的需求自动调配资源,减少库存积压和浪费。在人

力资源管理方面,维修资源管理系统根据维修任务的工作量和

难度,合理安排维修人员,提高工作效率。 

3.2.3远程维修支持系统 

借助物联网和通信技术,建立远程维修支持系统,实现维修

专家与现场维修人员的实时互动和远程指导。当现场维修人员

遇到疑难问题时,利用远程维修支持系统,将航空器的故障信息

和现场情况传输给维修专家,专家远程进行故障诊断和分析,并

提供维修建议和指导。远程维修支持模式打破地域限制,提高维

修效率,特别是在偏远地区或紧急情况下,及时解决维修问题,

保障航空器的正常运行。 

3.3智能检测设备的应用 

3.3.1智能传感器 

在通用航空器上安装各种智能传感器,实时监测航空器的

运行状态和关键部件的性能参数。例如,安装压力传感器、温度

传感器、振动传感器等,对航空器的发动机、液压系统、飞行控

制系统等进行实时监测。智能传感器可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无

线传输技术发送到地面监控系统,维修人员借助监控系统实时

了解航空器的运行状况,及时发现潜在的故障隐患。当传感器检

测到异常数据时,系统会自动发出预警信号,提醒维修人员进行

检查和维修。 

3.3.2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PHM) 

基于智能检测设备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通用航空器的

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PHM 系统对航空器的运行数据进行

实时分析和处理,建立故障预测模型,预测航空器部件的剩余使

用寿命和可能出现的故障类型。维修人员根据 PHM 系统的预测

结果,提前制定维修计划,合理安排维修资源,实现预防性维修

和视情维修,提高维修效率和航空器的可靠性。同时,PHM 系统

还可为航空器的设计改进和优化提供数据支持,促进航空器制

造技术的不断提升。 

3.4维修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3.4.1跨学科人才培养 

新质生产力要求通用航空器维修人才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

技能。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加强与航空工程、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开设跨学科的课

程和实践项目。如设置航空器维修与人工智能、航空器维修与

大数据分析等课程,培养学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解决维修问题

的能力。同时,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3.4.2校企合作培养 

加强学校与通用航空器维修企业的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

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可邀请企业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参

与教学过程,为学生提供实际案例和实践指导。企业为学生提供

实习和就业机会,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锻炼实践能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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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校企合作,实现学校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培养出符合

市场需求的高素质维修人才。 

3.4.3终身学习体系建设 

通用航空器维修领域技术不断更新,维修人员需不断学习

和更新知识。因此,应健全维修人员的终身学习体系,为维修人

员提供持续的培训和教育机会。利用在线学习平台、虚拟现实

培训系统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为维修人员提供便捷的学习渠

道。同时,鼓励维修人员参加行业认证考试和技能竞赛,提高自

身的专业水平和竞争力。 

4 新质生产力应用效果案例分析 

4.1应用背景 

某通用航空器维修企业引入数字化维修管理系统,该企业

为提高维修管理效率和质量,降低维修成本,决定引入数字化维

修管理系统。 

4.2应用措施 

(1)建立了维修信息管理系统,对航空器的维修历史、故障

信息、零部件更换记录等进行了数字化管理。结合数据分析,

发现一些航空器的常见故障模式,并制定了相应的预防性维修

计划。(2)构建了维修资源管理系统,对维修设备、工具和人力

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借助库存管理模块,减少零部件的库存积

压,降低了库存成本。同时,根据维修任务的需求,合理安排维修

人员,提高了工作效率。(3)应用远程维修支持系统,与国内外的

维修专家建立了联系。当遇到疑难故障时,及时获得专家的远程

指导,缩短维修时间,提高了维修质量。 

4.3应用效果 

(1)维修效率提高30%以上,维修周期缩短20%左右。(2)航空

器的故障率降低25%,安全性得到显著提升。(3)通过优化维修资

源配置和减少库存积压,维修成本降低15%。 

5 结论 

新质生产力在通用航空器维修领域的应用,促进先进维修

技术的应用、数字化维修管理系统的构建、智能检测设备的使

用以及维修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能提高通用航空器维修的效

率和质量,降低维修成本,保障航空器的安全运行,促进通用航

空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还面临一些挑战,

如技术的成熟度和稳定性、成本的控制、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等,

需要行业各方共同努力,不断探索和创新,为通用航空业的安

全、高效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课题类型：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规

划课题；课题名称：新质生产力在通用航空器维修领域的应用

研究；课题编号：ZJB142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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