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012

!"#$ !"#"$%& '()*

(,-.345 6789

+-./01/-/21 345 2.6.7 -.525-30!+-/-8191/0 :;12.3.2-0.4/!

<-50 =>? @.5./8 9-./01/-/21 ;5-20.21: 345 2.6.7 -.525-30

'))*+"%+'% :; '""*+"&+"% <=

中国民用航空局
: ;

> !"?@$(,-.3AB4C



书书书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用 航 空

行　业　标　准

民用航空器维修　管理规范

第１６部分：民用航空器线路维护

犕犎／犜３０１０．１６—２００９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电话：０１０－６２１７３８６５　传真：０１０－６２１７９１４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ｊｐｂｏｏｋｓ．ｃｏｍ．ｃｎ

科学普及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８８０毫米×１２３０毫米　１／１６　印张：０．７５　字数：２２千字

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１版　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１次印刷

印数：１—５００册　定价：１５．００元

统一书号：１７５０４６·１０６５／２０２４



目　　次

前言

１　范围 １!!!!!!!!!!!!!!!!!!!!!!!!!!!!!!!!!!!!!!!

２　线路退化的原因 １!!!!!!!!!!!!!!!!!!!!!!!!!!!!!!!!!!

３　重点检查的安装部件 １!!!!!!!!!!!!!!!!!!!!!!!!!!!!!!!!

４　重点检查的区域 ２!!!!!!!!!!!!!!!!!!!!!!!!!!!!!!!!!!

５　线路维护的施工要求 ３!!!!!!!!!!!!!!!!!!!!!!!!!!!!!!!!

犕犎／犜３０１０．１６—２００９



前　　言

ＭＨ／Ｔ３０１０《民用航空器维修　管理规范》分为以下１７个部分：

———第１部分：民用航空器试飞；

———第２部分：民用航空器在经停站发生故障的处理；

———第３部分：民用航空器维修事故与差错；

———第４部分：民用航空器维修工作单（卡）的编制；

———第５部分：民用航空器冬季的维修；

———第６部分：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的技术档案；

———第７部分：民用航空器维修记录的填写；

———第８部分：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的行为规范；

———第９部分：地面指挥民用航空器的信号；

———第１０部分：维修人员与机组联络的语言；

———第１１部分：民用航空器地面维修设备和工具；

———第１２部分：民用航空器的清洁；

———第１３部分：民用航空器发动机的清洗；

———第１４部分：民用航空器航线维修规则；

———第１５部分：民用航空器一般勤务规则；

———第１６部分：民用航空器线路维护；

———第１７部分：民用航空器防静电维护。

本部分为 ＭＨ／Ｔ３０１０的第１６部分。

ＭＨ／Ｔ３０１０是民用航空器维修的系列标准之一。下面列出这些系列标准的名称：

———ＭＨ／Ｔ３０１０《民用航空器维修　管理规范》；

———ＭＨ／Ｔ３０１１《民用航空器维修　地面安全》；

———ＭＨ／Ｔ３０１２《民用航空器维修　地面维修设施》；

———ＭＨ／Ｔ３０１３《民用航空器维修　职业安全健康》；

———ＭＨ／Ｔ３０１４《民用航空器维修　航空器材》。

本部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安全技术中心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杨海涛、潘超、苏有生、陈新锋、李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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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维修　管理规范

第１６部分：民用航空器线路维护

１　范围

ＭＨ／Ｔ３０１０的本部分规定了民用航空器（以下简称航空器）线路的检查、维护施工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航空器的线路维护。

２　线路退化的原因

２．１　高振动

２．１．１　高振动区域的线路随时间推移会加速退化，造成间断性接触不良。

２．１．２　高振动会使导线之间或导线与周围固定元件摩擦，从而破坏绝缘层或屏蔽层。

２．１．３　随着导线绝缘层的破裂，高振动将加速现存故障的恶化。

２．２　维护活动

２．２．１　通常重新修理过的导线要比初始安装的导线更容易退化。

２．２．２　维修或加改装不当将加速线路退化。

２．２．３　通常认为按照制造厂推荐的维修规范进行的修理是永久性的，不需要再翻新。

２．２．４　维护或修理之后，遗留在导线束上的金属屑和碎片会损伤导线。

２．３　间接损伤

一些事件（如气源管道破裂）会导致线路损伤，这种损伤开始并不明显，但随后会导致线路退化。

２．４　化学污染

２．４．１　化学制品（如液压油、燃油、润滑油脂、电瓶电解液、防腐剂、污水处理剂、清洁剂、除冰防冰液、油

漆和软饮料等）可能导致线路退化。

２．４．２　液压油会对插头内部绝缘体和导线束卡子造成严重损伤，导致短路和摩擦等间接损伤。

２．４．３　过度的清洁和使用不合适的清洁剂（或清洁方法）清洁都能够导致线路退化。

２．５　高湿、高温

２．５．１　高湿度区域通常会加快接线片、插钉、插孔和导线的腐蚀。

２．５．２　高温环境会加速导线的退化和绝缘层的干裂。

２．５．３　直接与高温热源接触会使绝缘层很快受到损伤。

２．５．４　长期处于低热环境的导线也会退化，这类退化多发生在厨房和灯泡后面的区域。

３　重点检查的安装部件

３．１　卡子

卡子损坏、卡垫错位或卡子的不正确安装都会导致或加剧导线磨损。

３．２　插头、终端

３．２．１　插头松动、封严破损、密封堵头丢失、备用插钉丢失或插头内部绝缘体变形等都会破坏插头的完

整性，无法阻止污染物进入插头内部，导致腐蚀或内部绝缘体的退化。

３．２．２　插头处导线过于松弛或绷紧都会加剧导线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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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接线片和接线块终端容易受到机械损伤、腐蚀、热损伤和化学污染。

３．２．４　大规格接线柱的安装和螺帽的扭矩会影响其性能。

３．３　插头尾架（压紧螺帽）

由于过松、过紧或不正确安装会导致导线在尾架处断裂，或者由于外界因素也可能导致尾架脱开。

３．４　套管和导线管

对损坏的套管和导线管不进行修理，会导致导线损伤。

３．５　接地点和接地线

３．５．１　接地点接头的状况，清洁程度、腐蚀程度及安装的牢固性都会影响到接地点的性能。

３．５．２　任何被腐蚀或失去保护层的接地点可能会导致接地不良。

３．５．３　确保接地线良好接地，接地电阻不超出手册规定阻值。

３．６　拼接件

密封和非密封的拼接件都容易受到机械损伤、腐蚀、高温损伤、化学污染和环境的影响。

４　重点检查的区域

４．１　机翼

机翼的前后缘是线路所处的恶劣环境区域。

４．２　发动机、吊架、辅助动力装置区域

这些区域为高振动、高温、维修工作频繁区域，易受化学制品的污染。

４．３　起落架轮舱

除了振动和化学制品的污染外，这一区域暴露在特别恶劣的外部环境之中。

４．４　电源分配板

在排故、重要改装和翻新过程中，在导线密集区域施工时，导线容易被损坏。

４．５　电瓶

航空器电瓶附近的导线会发生腐蚀和退色现象。

４．６　电源馈线

拼接和接线端处会出现有过热和松动迹象。除了主发电机和ＡＰＵ发电机电源馈线之外，此规则

也适用于厨房电源馈线。

４．７　厨房和厕所下方的区域

在厨房、厕所和其他液体容器下方的区域特别容易受到咖啡、食物、水、软饮料和厕所冲洗液等液体

的污染。

４．８　货舱、地板下方区域

维护工作、货物装载和腐蚀性液体渗漏易造成货舱、地板下方区域线路损伤。

４．９　舵面、操纵机构和门区域

在这些区域中活动和弯曲的导线束易受损伤。

４．１０　接近盖板区域

接近盖板附近的线路容易受到意外损坏。

４．１１　门下方区域

雨水、雪水和溅出的液体容易流入货舱门、客舱门和勤务入口门下方的区域。

４．１２　驾驶舱活动窗下方区域

雨水和雪水容易流入驾驶舱活动窗下方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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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线路维护的施工要求

５．１　资质

航空器线路的维护修理，应由经过相关标准线路施工培训的人员来实施。

５．２　防摩擦保护

５．２．１　在导线与尖锐的部位有接触或导线绝缘层易被损坏的区域应对导线和导线束进行保护，防止擦

破或磨损。

５．２．２　通过隔框的导线应使用电缆卡子支撑并与穿孔边缘保持适当的间距。

５．２．３　在线孔处使用护环时，为便于安装有时需要切断尼龙或橡胶护环。在这些情况下，切口应该位

于孔的上方，与导线束孔轴方向成４５°。当导线插入护环后，应使用合适的粘合剂来确保护环安装

牢固。

５．３　防高温保护

５．３．１　为防止绝缘层退化，导线应与电阻器、排气架或气源管道等高温设备隔离。

５．３．２　经过高温区域的导线，应使用耐高温材料作为绝缘保护，低温绝缘导线不应替换高温绝缘导线。

５．３．３　特别容易随着温度升高而变形和退化的软塑料绝缘层同轴电缆，不应安装在高温区域。

５．４　发动机和犃犘犝的导线束

发动机和ＡＰＵ导线束工作环境恶劣，当对发动机和ＡＰＵ进行车间修理时，应该考虑修理或更换

发动机和ＡＰＵ导线束。

５．５　轮舱区域的导线保护

５．５．１　应对轮舱区域的导线束加以特别保护。

５．５．２　应对轮舱区域的导线和导线束的保护装置进行详细检查，并适当增加检查频次。

５．５．３　当起落架完全伸出时，起落架上的导线不应过紧，也不能过度松弛。

５．６　线路的铺设

５．６．１　当线路需与易燃液体管路或氧气管路短距离并行铺设时，应满足厂家维修手册中具体要求的间

隔标准。

５．６．２　导线应铺设在管路水平或上方的位置，并用卡子隔开。

５．６．３　导线或导线束不应被支撑在可燃液体管路或氧气管路上。

５．６．４　如果没有具体的标准，一般不宜小于１５３ｍｍ（６ｉｎ）的间隔。当具体间隔标准不能满足时，导线

束和管路应固定在同一个结构处，防止任何相对移动。

５．６．５　线路铺设应满足厂家推荐距操纵钢索的最小间隔距离要求。当厂家没有给出具体的间隔距离

时，应与厂家协商解决。

５．７　插头的脱开和重装

插头应该使用下列方法从插座处脱开：

———当插头太紧不能用手松开时，使用专用工具（如插头钳等）松开；

———交替地拔插头和旋松插头直到插头脱开；

———保护好脱开的插头和插座，防止污染物进入造成故障；

———不要使用过大的力，并且不要拉扯插头附带的导线。

当再次安装插头时，应使用下列方法安装：

———首先将插头插入插座中，并确保插头中心部分不会与插座产生转动错位，避免造成插钉弯曲；

———对于螺纹紧固插头，用一边旋转一边往里推的方式紧固插头的紧固螺套，直至安装牢固；

———对于卡口式紧固插头，转动插头的卡口式紧固套，直至明显听到“卡塔”的声音并（或）在紧固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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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观察孔观察到卡口的紧固销；

———插头完全安装到位后，确保导线上没有拉应力。对于需要安装保险丝的插头，用保险丝予以

固定。

５．８　导线管

５．８．１　选择导线管尺寸时，一般应使导线管内径大于导线束最大直径约２５％。

５．８．２　应在导线管终端使用合适的接头，避免导线管终端处磨损导线。当不使用接头时，导线管端头

应扩口以防止导线绝缘层被磨损。导线管铺设应该用卡子来固定。

５．８．３　在维修中，不应将导线管用作把手或脚踏。

５．８．４　应确保排水孔设置在导线管的最低点，排水孔上的毛刺应该仔细地清除掉，保持清洁。

５．８．５　应确保导线管被支撑以防止与结构摩擦，避免对终端接头处施加应力。

５．８．６　应修理导线管的损坏部分，以防止损坏导线或导线束。

５．８．７　对于硬性导线管，其最小的管路弯曲半径应符合厂家的规定。

５．８．８　硬性导线管不应有扭曲或皱曲的现象。

５．８．９　当用钢锯切割柔性导线管时，宜使用透明胶带缠绕，以减少编织网的破损。

５．９　清洁

５．９．１　在清洁的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导线移动。

５．９．２　选择恰当的清洁方法，应使用真空吸尘器，或结合使用软刷清扫导线束上的污垢和碎片。

５．９．３　不应洗掉标识和标牌。

５．９．４　应使用软布清洁导线。

５．９．５　应使用符合适航要求的清洁剂和适当的压力清洗航空器，避免导线受损伤。

５．９．６　应使用厂家维护说明上推荐的材料来清洁电插头和导线。

５．１０　除防冰

应使用符合适航要求的除冰防冰液和适当的压力对航空器实施除防冰工作，避免导线受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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