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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侧滑角校准他机验证
试飞项目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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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1要!

对基于*航向 航迹+原理的侧滑角校准试飞技术以及三种不同的侧滑角测量方法"前支杆法#机身风标法和

静压差值法$进行研究#总结民用飞机侧滑角校准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 侧滑角是许多试飞科目"横航向静

稳定性&偏航机动试飞等$开展的重要输入条件#局方要求必须进行侧滑角校准#且在飞机设计阶段就要完

成% 因此#作者在项目前期准备阶段组织了侧滑角校准涉及到前支杆加装需求的论证工作#运用项目管理

的科学办法对侧滑角校准他机验证试飞技术攻关项目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侧滑角校准'他机验证'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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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述

侧滑角是许多试飞科目"横航向静稳定性&偏

航机动试飞等$开展的重要输入条件#局方要求必

须进行侧滑角校准% 并且侧滑角校准涉及到前支

杆加装需求的论证工作#前置杆加装属于架内改

装#必须在飞机设计阶段就要完成% 因此#侧滑角

校准他机验证试飞技术攻关项目显得尤为重要%

该项技术攻关项目的成果有利于完成民用飞

机前支杆安装需求的论证&明确侧滑角校准试飞方

法#增加民用飞机主机所"以下简称甲方$试飞员&

试飞工程师&测试改装工程师的工作经验#相关试

飞数据及结论将作为甲方的技术积累用于后续型

号的试飞工作中% 此外还能为现阶段型号飞机试

飞工作提供有用的参考%

民用飞机侧滑角校准风标位置选定及气动模

型分析侧滑角校线的原理类似于迎角风标位置的

选定及迎角校线的原理#技术上具备顺利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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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 而*航向 航迹+法及静压差值法侧滑角

校准试验是根据他机试飞得到的技术方案可行性

论证#这两项技术在国外已经成功应用在类似民

机上#技术成熟#具备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现阶

段前支杆法侧滑角校准技术攻关主要是吸取国外

先进试飞理念及工作经验#不存在技术攻关的风

险点%

3公司是国外关键试飞技术研究#试飞数据分

析及气动模型计算验证&R33型号合格审定工作咨

询领域的领导者"以下简称国外供应商乙方$#拥有

型号合格审定经验丰富的试飞员&试飞工程师及其

他相关航空专家#在民用飞机试飞方面有着相当丰

富的经验和强大的人力资源配置% 此外#乙方有着

丰富的与 R33合作经验#多数专家具备 R33>\A

身份#能够在局方审查#特别是 R33审查中为申请

人提供现场技术支持% 乙方曾经和甲方有过多次

合作经验#双方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乙方

具备协助 D̀ [甲方完成侧滑角校准试飞攻关的

能力%

#+项目目标

通过某机型飞机侧滑角校准研究项目#研究

了基于*航向 航迹+原理的侧滑角校准方法#并在

同一架次中使用了三种不同的侧滑角测量方法#

即前支杆法&机身风标法和静压差值法% 试飞结

果表明#三种侧滑角测量方法校准后的精度在

"#TjV"#-j%

目前国内普遍采用飞机加装前支杆风标的方

法完成侧滑角校准试飞#该方法已多次在军机试飞

中获得验证% 但是对于大型民用客机试飞#由于存

在机身直径过粗引起的前支杆安装长度和结构稳

定性的矛盾#在某机型飞机上使用该方法存在技术

风险高&改装难度大等缺点% 目前国际主流民机制

造商皆使用基于*航向 航迹+原理的侧滑角校准方

法#我国由于民机试飞基础相对薄弱#尚未掌握这

套试飞方法% 而某机型飞机侧滑角校准研究项目

是国内首次成功完成基于*航向 航迹+的侧滑角校

准试飞#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 由于侧滑角校准

试飞技术属于基础试飞技术研究领域#对于夯实国

内民机试飞技术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本项目要求选择一家供应商乙方来帮助甲

方完成对某机型飞机侧滑角校准研究项目形成

成果进行总结#作为国内民机侧滑角校准试飞

的技术积累#可以指导后续民用飞机的侧滑角

校准试飞以及后续型号的侧滑角校准试飞

工作%

!+项目组织模式

为了顺利促进项目的开展#在前期立项阶段分

别组建了项目商务谈判团队及项目技术团队% 项

目商务谈判团队由项目部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

等组成#完成对供应商的选择#商务谈判&合同签

署&项目考核&项目收尾等工作% 项目技术团队由

试飞部门&测试部门&运行部门等组成#完成项目关

键技术的攻克&文档总结#达成项目最终成果% 在

项目实施阶段#根据本次侧滑角校准他机试飞的工

作量和工作性质#甲方派出一支项目技术团队#任

务主管由一位领导&一位试飞员&两位试飞工程师&

两位测试改装人员组成#形成矩阵组织模式负责本

次试飞工作% 在项目收尾阶段#项目发起人组织相

关验收组最终评审通过% 其中项目组织模式如图 !

所示#实施阶段职责分工见表 !%

图 !1项目组织模式

1

该项目采用平衡矩阵式组织模式的优点在

于!对项目配备了充足灵活的资源力量#商务及

技术团队间可有效使用资源'整个过程透明度

高#参与性强'该组织模式为进行良好的沟通提

供了机会'当遇到问题及风险时能够集思广益#

取长补短% 其模式的缺点在于团队成员有两个

项目领导"职能部门的领导和项目团队的领导$ #

当存在意见分歧时#团队工作优势不明显并处于

冲突之中#项目执行力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项

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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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侧滑角校准他机验证试飞职责分工

序号 岗位 主要职责 备注

!

试
验
负
责
人

负责组织开展试验任务'

负责试验团队的构建与管理'

负责管理项目执行的进度与经费

要求任务

主管领导

! 名

0

试
飞
员

对整个试飞任务执行过程中飞行

安全负主责'

负责试飞任务的操纵执行'

主持飞行后讲评'

协助试飞工程师对试飞结果进行分析

要求试飞

员 ! 名

S

试
飞
工
程
师

负责指导试验开展#对试飞结果

有效性负主责'

负责协调试验执行所有相关资源'

协助试飞员确保飞行安全

要求试飞

工 程 师

! 名

%

试
飞
工
程
师

对整个试飞任务执行过程中的技

术要求负主责'

负责试飞大纲&试飞报告等技术

文件撰写'

主持飞行前讲评'

协助试飞员确保飞行安全

要求试飞

工 程 师

0 名

T

测
试
改
装
工
程
师

负责测试改装方案的撰写'

负责试验设备的改装及调试'

负责试验设备的校准

要求测试

改装工程

师 0 名

*+项目计划管理

侧滑角校准他机验证试飞项目计划进度表见

表 0%

表 01项目进度表

(+项目合同管理

项目商务谈判团队#根据乙方报价#按照甲方

的计价标准#与乙方进行多轮竞价选择供应商#签

署商务合同#技术团队进行技术协议的签署% 经费

报价单见表 S%

表 S1经费报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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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风险管理

T#!1总压#静压#总温#迎角传感器校准试飞结合进
行问题
11根据前期,民用飞机大气数据系统校准试飞技

术准备方案-以及和专家及局方的汇报讨论结果#

各方对相关传感器校准意见较为一致%

总压&静压&总温&迎角传感器校准试飞技术及

数据分析方法成熟有效#试验风险可控% 且由于需

要使用稳定平飞的试飞技术#不能和侧滑角校准试

飞的协调侧滑及水平侧滑试飞技术结合进行#如需

执行会加大试飞任务量&降低试飞效率% 试飞需求

导致的数据有效性问题需要根据民用飞机设计特

点决定#他机试飞意义不大%

由于乙方关于迎角校准的观点代表国外专家

观点#建议再次和具有类似于 \373>\A资质的专

家沟通明确迎角校准试飞方法% 现阶段不推荐结

合总压&静压&总温&迎角传感器校准试飞进行侧滑

角校准他机验证试飞%

T#01试验机前期DR>建模工作
根据对整个他机试飞工作的梳理及和乙方沟

通#目前甲方不具备能力介入试验机前期DR>建模

工作% 试验机前期 DR>建模工作对于加装侧滑角

传感器位置的选定及侧滑角校线理论模型的建立

具有重要作用% 考虑到某型飞机侧滑角校准试飞

工作#建议解决途径如下!

"!$和甲方总体气动部DR>专业人员沟通确定

对方现阶段具备相应的能力并邀请对方参加他机

校准验证试飞前期 DR>建模工作% 此途径能使甲

方较为彻底地掌握整个试验技术% 但是存在合作

伙伴不同意开放这部分技术权限的风险%

"0$由合作伙伴全面负责 DR>建模工作#甲方

试飞工程师直接使用对方 DR>建模结果% 此途径

不能确保甲方较为彻底地掌握试验技术#民用飞机

试飞时依然需要邀请乙方完成建模工作% 对合作

对象形成部分依赖#存在潜在合作的风险%

"S$甲方选择试飞工程人员对DR>建模工作进行

专项研究% 由于试飞工程师没有相关技术积累且现阶

段试飞工程技术人员能力不足#侧滑角校准试飞工作

的进度压力较大#存在任务完成推迟的潜在风险%

推荐先尽力推进途径"!$的工作#途径 "0$&

"S$作为补充方案%

T#S1试验结论局方认可问题
侧滑角校准他机试飞的结论能否得到局方认

可是关系到试验成败的重要问题% 目前侧滑角校

准试飞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和局方进行沟通并获

得局方支持% 如果能邀请局方代表参与到试验的

执行过程中#将会对试验结论的有效性判断产生显

著影响% 建议继续推进邀请局方参与试验的工作#

力争使局方以目击试验的形式参与到侧滑角校准

他机试飞工作中%

T#%1试飞员问题
由于甲方仅有两名具备资质的试飞员#且试飞

员需要参加其他机型试飞补充培训% 能否保证试

飞员的全面参与是本项工作的潜在风险点#需要抓

紧协调%

T#T1外单位试飞员参与问题
由于存在第三方负责大气数据系统校准试飞

工作的可能性#存在本次他机试飞的结论不能有效

地使用在民用飞机试飞工作上的风险%

$+项目绩效管理

项目执行过程中由于与外方一起合作完成#绩

效管理只用于甲方人员的考核#乙方用合同来约

束% 个人绩效按季度考核#表 % 是个人绩效考核表#

最后得出整个团队的组织绩效#表 T 是项目团队

的考核表#项目完成后根据最终考核发放一次性

奖励%

L+项目沟通管理

为了保证能够以合算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从

合适的人那里获得正确的信息#该项目采用了一系

列有效的沟通方式#这也是该项目按节点完成项目

的关键因素%

在项目实施阶段#整个技术团队整天在一起工

作#从项目经理到每一位成员#密切和乙方积极沟

通% 遇到问题时#及时表达各自的观点#最终达成

一致%

除了日常沟通以外#该项目在项目启动阶段#

制订了周例会及月度会的沟通机制#形式灵活#

对上阶段进展情况进行通报#解决存在问题#制订

下阶段计划% 在项目收尾阶段#项目评审会议

得让关键人员确信项目正在有序进展#这点很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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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个人绩效考核表

表 T1项目团队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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