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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柔性装配是依托数字化技术发展起来的装配技术，

将其应用到飞机运行管理中能够实现对飞机所在位置的精

准定位，确保飞机运行管理的各个项目参数满足规范的要

求，从而实现飞机装配的项目升级。飞机柔性装配的发展对

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此，文章结

合实际现状就飞机柔性装配方法的应用问题进行探究。

1 飞机柔性装配内容

飞机柔性装配是数字化技术在飞机装配领域的创新应

用，具体表现在飞机装配的项目设计、飞机运行结构管理、

飞机运行集中整备、飞机运行的集中装配、飞机运行系统调

试管理等方面。在飞机柔性装配发展的过程中要求操作人员

按照规范的标准来开展必要的仿真操作，通过对飞机装配项

目的精准分析和科学处理来打造出规范化的装配流程。

2 飞机柔性装配的工作特点和模式

2.1 特点

第一，不适用整体骨架结构。飞机柔性装配设计工人

一般采取结构离散化处理方式来对飞机的装配骨架开展调

试。在飞机柔性装配操作的过程中会使用到定位元件，从

而使得飞机装配满足离散化要求。第二，飞机柔性装配原件

模块处于同一个板块中，通过集中性的模块能够实现对各

个设备、零部件的精准定位，使得飞机的结构定位能够满足

自动化控制要求，保障飞机飞行质量。第三，飞机柔性装配

的自动化控制。整个飞机柔性装配会仿照自动化控制关系，

在元件位置调节工作中会使用快速工装定位，从而使得整个

飞机的装配满足柔性安装需要。

2.2 模式

飞机柔性装配工作模式分为两种，分别是直接工作模

式和间接工作模式。直接装配工作是指在飞机柔性装配的定

位单元调整到位以后再将装配件安装上架并完成定位和夹

紧工作，通过直接定位来确定飞机装配件的位置。直接装配

适合应用在飞机气动外形零部件的装配。间接工作是上架之

后调整，再将装配架安装上架之后调整其定位，确保定位单

元连接的精准性。间接装配方法适合应用在飞机机身的对接

工作中。

3 飞机柔性装配方法在飞机装配中的应用

3.1 方法

第一，柔性装配定位技术。这种技术是借助飞机装配

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梁框、支撑结构来完成对飞机组件的自

动定位安装，从而更好的实现对飞机工装零部件的自动化

定位，并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做好一系列的定位跟踪工作。

在使用柔性装配定位技术的时候需要配合使用精准度较高

的测量仪器，在先进仪器设备的作用下满足大批量飞机结构

零部件的生产和装配需要，提升飞机零部件的装配效率。

第二，柔性对接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利用定位器、激

光跟踪等计算机控制系统来代替以往的飞机总装固定平台，

提升飞机装配定位的精准度，满足高质量要求的飞机装配工

作。同时，在使用该技术之后还会缩短飞机总装装配时间，

节省飞机总装装配消耗。

第三，柔性装配自动控制检测技术。飞机柔性装配自

动控制检测技术是在飞机总装完成之后的一道检测技术，在

这个检测技术的作用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对飞机部

件外形的检测和调控，通过检测控制使得飞机的零部件能够

满足装配要求。常用的飞机柔性装配自动化检测技术形式还

能够对加工成型的产品进行参数测算，实现对装配产品外形

和装配数据指标的实时性监督控制。

3.2 应用

3.2.1 在大型零部件中的应用

飞机柔性装配技术的应用有着较高的要求，需要得到

先进设备的支持。以往，飞机生产装配厂家在装配飞机零部

件时使用的是标准的装配工装，没有根据飞机运行实际情况

来调节装配操作，使得装配缺乏创新。飞机柔性装配技术在

飞机部件装配中的使用会优化飞机机型装配模块，对一些隐

蔽性的装配项目会予以关注。从飞机实际运行情况来看，飞

机大型零部件安装需要管理人员实现对飞机结构的分散化

处理，具体涉及到对飞机运行参数的分组管理、飞机装配构

架的管理、对环形装配工装和激光定位的跟踪，通过以上操

作能够提升飞机柔性装配工作结构参数的精准性和可靠性。

同时，在柔性装配定位技术的支持下能够改变以往大型部件

装配结构复杂和占地面积大的问题，从而富有效率的完成飞

机机身壁板、机翼等大型部件的制造。

3.2.2 在定位制孔中的应用

飞机柔性装配技术在飞机结构定位制孔中的应用能够

提升制孔的精准度和制孔速度。在飞机零部件定位制孔操作

的过程中只有使用柔性制孔才能够提升零部件工装的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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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飞机柔性装配制孔技术的作用下能够为操作人员工作

提供更为精密的计算仪器设备，在这些先进设备的支持下能

够提升孔定位、孔检测的精准性。在具体实施操作的时候借

助数字化检测手段能够对制孔的位置进行确定和参数评定，

从而在确定制孔位置之后来进行整体结构参数的评估和考

察，确保装配件的制孔参数满足飞机柔性装配生产的需要。

3.2.3 在总装环节中的应用

飞机柔性装配技术在总装环节中的应用是依靠三个不

同的定位器来完成，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能够借助自动定位

器来提升总装零部件定位的精准性，减少总装操作过程中的

误差。一般情况下，在飞机柔性装配总装环节会采用三个定

位器，其中，柱式定位器会在三维坐标轴上实现多角度定位，

使用三台自动化定位器就能够满足飞机柔性装配支撑调整

的需要。在两台柱式自动定位器使用的过程中还可以配合使

用塔式定位器，在塔式定位器的作用下完成对大型零部件的

定位和装配调整。第三种定位器结合了柱式定位器和塔式定

位器的特点，能够在飞机零部件定位支撑的过程中满足大型

构件、形状复杂构件的装配需要，并在自动化平台的支持下

完成一系列数字化装配生产。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先进科技的发展支持下飞机制造业也实

现了新的发展，成为展现我国综合实力的重要力量。飞机装

配是影响飞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关键，为了能够提升飞机装

配精准度，需要相关人员在飞机装配工作中引进先进的飞机

柔性装配技术，在这个技术的支持下提升飞机装配精准度，

降低飞机装配成本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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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确定的。社会性的因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就业效果，一部分是安全效果。而对于环境影响评价而言，

主要的影响因素又包括区域开发评价资源和产业结构变化

两个部分。与社会性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的是，环境影响因

素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进行评价指标的确定。主要可以分为：

环境污染、噪音污染以及自然景观影响等方面，在进行社会

因素评价指标确定的时候就需要结合这些指标。

2.3 确立技术因素评价指标

对于铁路运输而言，技术指标其实是整个过程中高新

技术装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一些包含技术指标

的产品其实就代表了铁路新兴技术，想要有效提升对于产

品效益评价工作的准确性。那就要进行系统的评价时技术质

量、运作改善、适应性以及操作要求等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集体而言，要确定产品的稳定性就需要在技术质量方面需

要确定产品的可靠性以及持续正常的使用时间，缺一不可。

并且灵活性以及节能性也是产品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只有

在外部资源的保证下装备的运作才能改善，进一步确定产品

的可用性及稳定性。

2.4 各种综合评价体系的层次结构的应用

综合评价的体系需要有体系的层次结构，因为具备层

次结构才能够使高新产品的效益评价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需要注重的是不同的指标要求其实是存在于

整个铲平效益的准确评价当中。在进行综合评价的过程中，

应该加强对于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方面的研究，如果经济效

果和社会效果是一级指标的话，而二级指标主要指的也就是

财务评价指标和国民经济评价指标，三级指标指的也就是财

务评价指标中的总投资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以及流动比率。

因此只有在综合性的评价体系中规划好相关指标，才能够加

强对我国铁路运输高新技术效益的评价工作。

3 结语

我国铁路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其实是与很多不同行业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对高新技术装备的

评价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只有有效的评价方法，

才不会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效益产生阻碍。效益评价是完善的

评价体系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完善的评价体系对效益评

价起这很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就是针对系统评价体系中的

指标进行了详细研究分析。希望借助本文对于评价体系的讲

解可以有效提升对于铁路运输高新技术装备效益评价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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