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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喷洒设备装机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飞机喷洒设备的装机及试验验证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飞机喷洒设备(以下简称喷洒设备)的安装、改装及验收。其他航空器喷洒设备可参照

执行。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药箱  tank 

贮存喷液的容器。 

2.2  

门盒  door-box 

位于药箱与泵的结合部，其上设有出料口、应急释放门等开口的装置。 

注：改写MH/T 0017－1998，定义7.25。 

2.3  

风动泵  wind driven pump 

以风为动能，为喷液系统提供动力的装置。 

2.4  

喷洒控制阀  spray control valve  

安装在喷洒系统主管路上，用于调整喷液压力和流量的装置。  

[MH/T 1049－2012，定义2.1] 

2.5  

喷头  nozzle 

喷洒设备中产生并释放雾滴的部件。 

[MH/T 0017－1998，定义7.1] 

2.6  

喷杆  spray boom 

固定喷头和输送喷液的管道装置。  

[MH/T 0017－1998，定义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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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喷幅宽度  swath width 

在喷洒作业中，相邻两个喷幅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MH/T 0017－1998，定义6.2.5.3] 

3 基本要求 

3.1 喷洒设备装机前应获得适航部门批准。 

3.2 喷洒设备应有产品合格证明和相关技术文件。 

3.3 组件和分组件应符合相关标准或通过必要的测试。 

3.4 喷洒设备的耐腐蚀性应符合设备环境及使用要求。 

3.5 喷洒设备材料应符合相关要求。 

3.6 应按技术文件的要求及方法进行设备安装。 

3.7 喷洒设备自重与装载量组合应保证飞机的重量重心在许用的重量重心包线以内。 

3.8 喷洒设备装机后不应对飞机气动特性产生严重影响。 

3.9 喷洒设备装机后不应对飞机的操纵性能产生影响。 

4 装机前的检查 

4.1 包装 

4.1.1 喷洒设备新组件的包装应完整无损。 

4.1.2 库存导管应按相关技术要求进行油封，油封后导管两端应包裹。 

4.1.3 飞机转场时已拆卸或分解的喷洒设备管道的进、出口应有堵盖或其他防护措施。 

4.1.4 当设备包装不符合上述要求时，应查明原因，确认不影响正常使用后方可安装。 

4.2 型号、标记和标牌 

4.2.1 型号 

喷洒设备的型号应经过适航审定，且命名应符合相关规定。 

4.2.2 标记 

药泵及流量计的进出口、冷气及液压系统的接头、操纵机构等处的标记应完好、清晰。 

4.2.3 标牌 

喷洒设备系统附件一般应有标牌，标牌及其固定方式应符合相关规定。 

4.3 外观质量 

4.3.1 喷洒设备表面不应有油污、药剂等污物。 

4.3.2 喷洒设备表面不应有锐边、毛刺、裂纹以及影响其强度、功能的缺陷。 

4.4 缺陷的物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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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用磁力探伤、X光探伤、荧光或超声波等方法（或按图纸上注明的方法）检测设备零件材料缺

陷和加工缺陷，不应使用经检验有裂纹或其他缺陷的零件。 

5 装机 

5.1 药箱 

5.1.1 装机位置 

药箱应按设计位置安装，一般位于飞机重心附近。 

5.1.2 外形 

药箱外形尺寸应符合相关技术文件要求，如包含飞机气动表面，其表面应符合飞机外形要求，光滑

平整。 

5.1.3 表面 

5.1.3.1 药箱内、外表面应清洁、光滑，不应有折痕、凹坑（复合材料药箱除外）及划伤。 

5.1.3.2 复合材料箱体表面的凹陷深度应不大于 1.5 mm；当凹陷深度大于 1.5 mm 时，在 300 mm×    

300 mm 的面积内，凹陷点不应多于 1 处；每个凹陷边缘距开孔或板的边缘应不小于 150 mm，凹陷不应

损伤箱体材料。箱体外表面可进行适当打磨。 

5.1.4 装配 

5.1.4.1 当复合材料和金属零件组装需进行锉修时，应锉修金属零件，且锉修处应涂底漆，必要时才

可锉修复合材料板边缘。装配间隙可加垫由同型材料制成的硬垫板。当轻压能消除间隙或间隙（δ）不

大于 0.3 mm 时可不加垫，当δ大于 0.3 mm 但不大于 0.7 mm 时，应加硬垫片。 

5.1.4.2 口盖与上壁的对缝间隙应不大于 1.0 mm，对接阶差应不大于 1.0 mm。机械连接间距偏差应不

大于 2.0 mm。 

5.1.4.3 应使用技术文件规定的零部件、标准件对药箱进行固定、保险。固定用的杆件沿其长度方向

应消除间隙，但不应对杆件施以预紧力。钢索的张紧力应符合相关技术文件要求。 

5.1.5 药箱加液口 

药箱加液口应有自封装置。加液口应内置过滤网，配备可靠的防漏盖子和锁紧机构。 

5.2 门盒 

5.2.1 门盒应使用轻质、耐腐蚀材料，性能可靠、易操纵、方便清洗及维护。 

5.2.2 门盒的安装位置应保证飞机在飞行或地面运行时能将药箱中的液体排空，并确保在应急投放时，

不损坏飞机或影响飞行安全。 

5.3 风动泵（包含风扇） 

5.3.1 风动泵通常安装在机身结构下方。 

5.3.2 风扇的角度应按相关技术文件要求调整；风扇叶片应无裂纹及缺损，转动灵活，制动及操纵机

构可靠；轴承等转动件应按相关规定加注润滑剂。 

5.3.3 风扇的旋转平面不应与驾驶舱相交，并尽可能不与燃油箱、滑油箱、燃油与滑油管路以及液压

管路相交，以避免因风力驱动装置的损坏对驾驶员和飞机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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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应采取防护措施保护驾驶舱和飞机的关键部位在风力驱动装置损坏时不会被击穿或损坏。 

5.4 喷洒控制阀 

5.4.1 喷洒控制阀的开关装置应灵敏、可靠。 

5.4.2 喷洒控制阀应具有旁路管道或安装卸压活门，以防止活门关闭后管路压力过高。 

5.4.3 带有旁路管道出口的喷洒控制阀的安装位置应低于药液箱的底部（或药液箱内最低液面）。 

5.5 过滤器 

5.5.1 过滤器应清洁，无药液残留，无堵塞。 

5.5.2 过滤器应无腐蚀、断丝、鼓包等缺陷。 

5.5.3 滤网规格及层级应适合并满足系统使用要求，且方便更换。 

5.6 喷杆 

5.6.1 喷杆应对称安装，通常沿展向布置。安装位置应在机翼尾缘后下方。 

5.6.2 喷杆表面应光滑，焊缝宜用气密焊缝，焊疤应均匀连续、凸起小。 

5.6.3 喷杆弯曲处应过渡流畅。喷杆与机身固定点、喷杆与喷杆的对接不宜生硬，以免增加对固定点、

拉杆等部件的额外载荷，造成零部件甚至机体的损坏。 

5.7 喷头 

5.7.1 应符合系统设计要求，防滴装置功能完好。 

5.7.2 喷嘴应满足使用要求，并应根据作业要求和作业质量及时调整。 

5.7.3 喷头应与喷杆布置相匹配。 

5.7.4 应及时清理堵塞的喷嘴，更换失效的膜片。 

5.8 加液系统 

5.8.1 应满足发动机不停车地面加液要求。 

5.8.2 应带自封装置。 

5.8.3 管道应远离电源线路及电气开关。 

5.9 硬、软式操纵系统 

5.9.1 有关搭接技术应符合飞机搭铁通用规范。 

5.9.2 除技术文件特殊注明外，所有活动关节（含轴承）均应涂润滑剂。 

5.9.3 安装支撑位置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手柄位置应符合飞行员操纵习惯。 

5.9.4 舱内操纵器件的安装位置和标记，应保证操作方便并防止混淆和误操作。应确保驾驶员处于坐

姿时，能对每个操纵器件进行全程无阻挡操作，不受驾驶舱结构的干扰。 

5.9.5 应保证操纵系统的操纵力、动作、效果、手柄形状符合飞机操纵设计要求。 

5.9.6 拉杆装配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铆接后，耳环接头（或套筒）与管子之间无活动间隙； 

b) 铆钉头与管子之间的间隙不大于 0.3 mm； 

c) 铆钉孔的尺寸按铆钉名义直径加大 0.1 mm； 

d) 管子铆接处的椭圆度：长径与短径差不大于 0.5 mm； 

e) 拉杆铆钉孔轴线与管子轴线偏移不大于 0.8 mm，管子端面与套筒的对合面之间不贴合的间隙

不大于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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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拉杆的耳环螺栓或叉头在向外调整时端头不拧过检查孔； 

g) 关节轴承装入耳环螺栓上封口后，在涂油状态下按通用规范检查，轴承内、外圈转动应灵活。 

5.9.7 钢索装配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带接头的钢索装入叉形接头时，螺纹部分通过叉形接头观察孔； 

b) 钢索涂润滑脂； 

c) 拧入调整套管的接头，其拧入螺纹部分超过套管的观察孔。露出螺纹部分大于 10 mm，以便调

节钢索长短（见图 1）。 

 

 

图1 调节钢索 

5.9.8 喷洒控制阀操纵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正常操纵时，操纵手柄无空行程，无负荷时操纵摇臂的力为 8 N±2 N； 

b） 正常操纵时，摇臂能停在任意位置。 

5.9.9 使用液压、压缩气体操纵的管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橡胶材质的管路在有效期内且管路通畅； 

b） 管路两端接头完好，管路连接可靠并采取防松措施。 

管路宜使用尼龙扎带、金属卡件等就近固定。使用金属卡件固定时应在管路上垫橡胶等软质材料进

行保护。固定点间距应不大于300 mm。 

5.9.10 风动泵（钢索）刹车蹄片的间隙应调节合理，以确保刹车摇臂（与钢索连接处）保持合适的空

行程。 

5.9.11 操纵系统活动零件与其他零件（含结构）的最小间隙在任何位置均应不小于 5 mm，钢索应牢

靠固定在机体上。 

5.10 压力表 

5.10.1 外观不应有锈蚀、涂层脱落、裂纹、划伤、气孔和压痕等缺陷。 

5.10.2 传感器的标记（型号、商标、序号）应正确、清晰。 

5.10.3 指示器的标记（型号、商标、序号及表盘刻度）应正确、清晰。 

5.10.4 安装前应校正标定。传感器的气密性、误差、迟滞、绝缘电阻等指标应符合系统设计要求。 

5.11 流量计 

流量计的量程、工作压力、精度应满足系统工作要求；安装前应校正流量码，并保持流量计清洁。 

5.12 连接管路及支撑结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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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连接管外表面不宜有压伤和擦伤。允许的伤痕深度应不超过 0.15 mm，长度不超过 10 mm，且

1 m 内不超过 5 处。伤痕处应用 0号砂纸打光后涂漆。 

5.12.2 连接管弯曲时的椭圆度，应不大于公称直径的 15%（即长轴与短轴之差与公称直径的百分比不

大于 15%）。管道弯曲时允许有微波纹度存在，但波纹高度应不大于 1 mm，波峰间距不大于 10τ（τ

为管子壁厚）。 

5.12.3 连接管应按相关技术文件规定进行气密试验并合格。 

5.12.4 装机前，连接管两端的堵头、堵帽或其他保护件应完好。只有在连接管和成件连接前，才能将

连接管两端的保护件拆除。 

5.12.5 连接管的敷设方式应保证液流通畅。 

5.12.6 连接管固定应牢靠，并确保无活动间隙。 

5.12.7 加液管路与飞机结构间隙应不小于 5 mm。 

5.12.8 使用快卸接头连接管路时，应采取防松措施。 

5.12.9 管路的安装位置应避开火源，当不能避开时，应使用耐火材料制造的导管。 

5.12.10 螺纹连接处的螺纹部分应涂润滑脂。     

5.13 电机驱动机构、液压驱动机构 

5.13.1 电器插头、液压接头应连接可靠并保险。 

5.13.2 线缆、液压导管应使用尼龙扎带等柔性捆绑物就近固定。 

6 试验验证 

6.1 渗漏性试验 

按飞机允许装载量加水并保持1 h，各部件不应有渗漏。如有渗漏现象，应查找原因并进行排除；

原因排除后，应重复本试验，直至无渗漏现象为止。 

6.2 应急投放试验 

在进行7.1试验后，按相关技术要求进行商载应急投放装置的功能试验，其应急投放流量应不小于

100 kg/s，应急投放启动时间应不超过2 s。 

6.3 系统地面运转试验 

系统地面运转试验至少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将药箱内装水至不小于药箱容积的 70%，飞机发动机地面开车，风动泵松刹，开启喷洒控制阀，

使表压大于或等于 0.2 MPa，进行喷洒试验 1 min；然后关闭喷洒控制阀，泵继续工作 0.5 min。

开启和关闭喷洒控制阀时，管路、接头、喷头、药泵处不渗漏； 

b) 风动泵刹车后，风扇停止转动。 

6.4 压力加液试验 

使用地面泵向药箱加水，在压力为0.28 MPa时，检查加液指示系统工作情况。 

6.5 操纵和喷洒匹配调试 

6.5.1 测定喷洒控制阀操纵手柄转角（或位移）与喷洒控制阀转角的对应关系，并按有关匹配关系进

行调试，以满足有关技术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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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测定风扇操纵手柄位移和风扇转角的对应关系，并按有关匹配关系进行调试，以满足有关技术

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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