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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飞机型号研制过程中需要大量

使用标准件。据统计，中国航空工业列入

规范的航空标准件有近3000多种，其中

常用的标准件达到1000种以上。一架总

重20吨左右的飞机上所用的标准件总数

约为70万～80万件，占结构零件总件数

的80%以上。随着飞机尺寸的增大，其在

整架飞机上按照件数计算的比例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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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大，总件数可以多达数百万，甚至上

千万。如此庞大的零件数量，使得其在设

计、制造以及管理上非常困难。

1 三维标准件系统建立背景
在飞机型号研发中，标准体系确定

后设计中能否合理地选用标准件，并在

图样中准确标注，可以说是图样质量、

设计水平和整个设计团队成熟与否的

标志之一。图样中因标准件错误而造

成的更改换版在以往的型号研制中相

当普遍，由此直接增加管理难度，最终

影响研制进度、增加研制成本。尤其在

全三维基于模型定义（MBD）设计环境

下，标准件的选用更加需要一个统一快

捷的管理系统提供支持，必须做到标准

件选用来源唯一，且可提供建议。

基于Web的三维标准件系统能够

 与此同时，本着对空间的合理利

用原则，空客公司根据大量的市场调

查，对A320系列飞机的后部厨房空间

提出了弹性空间概念（Space-Flex），这

个方案取代了以前使用的标准全宽度

后部厨房。如图6所示，新模块由一个小

的厨房单元和两个盥洗室组成，优化后

的空间较以前的客舱增加了三个以上

的座椅布局或者可以加大座椅间距。

为了满足轮椅使用者的需要，通过一

个简单的转换，拆除中间的隔墙后可

使两个盥洗室合二为一，轮椅便可以

轻松进出。

 3 结论
未来蕴含着更多的机遇，许多新技

术、新概念不断地转变为现实，一方面

得益于系统供应商专注于行业探索和技

术进步，另一方面也来源于航空公司的

日益重视和经营性投入，而这些都归结

于对使用者更全面、更深入的人文关怀，

这也是航空公司赢得忠诚用户的永恒法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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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维标准件系统的整体架构

服务器管理平台

三维模型库 数据检索模块

人机交互模块

客户端信息数据库
系统管理

与维护模块

克服传统标准件库需要在每个客户端

安装软件系统并维护且难以实现零件

库的资源共享等缺点, 客户端只需安装

操作系统, 十分便捷；同时，标准件的信

息具有可以共享、冗余度少、独立、集中

控制等优点，数据具有一致性，能够及

时进行维护，从而保障数据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通过本系统，能够实现航空标

准件的数据资料的统一管理，进而提高

设计效率，降低设计人员的劳动强度，

且可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2 三维标准件系统的建立
系统整体架构如图1所示，三维标

准件系统由前台界面和后台程序组成，

后台程序实现数据库集成、查询、关联、

管理等功能，而通过前台界面实现人机

交互，提取所需要的信息，主要包括标准

件的图形信息、尺寸信息、工程信息等。

按照实现功能的不同，项目内容可分为

信息数据库、三维模型库、系统管理与维

护模块、数据检索模块、人机交互模块。 

2.1 数据检索模块

为方便设计员使用，系统在网页环

境下建立一个能提供多样化、多层次、

动态便捷检索功能的数据检索模块，设

计员可以精确查找具体标准的标准件、

可以模糊查找满足选定的规格尺寸或

2) 工程信息数据库，主要包含标

准件号下所有标准件的材料、表面处

理、许用强度等工程信息，用于进行检

索及页面显示；

3) 图形信息数据库，主要包含标

准件的三维图形和二维工程图，将标准

件三维数模导出一份3DXML格式的文

件用于用户对标准件的三维预览，对于

安装前后发生变形的标准件，需要建立

安装前及安装后的两种数模。

在数据库中通过统一的标准件名

称字段，建立相同标准件号的各个数据

信息之间的关联。

2.3 管理和维护模块

管理和维护模块包括用户管理、标

准件数据信息管理和系统数据管理等

功能。

1) 用户管理，系统将为各个功能模

块的访问、查询、更新等操作设置严格

的权限控制，只有当用户获得授权后才

能使用相应的功能，保证整个系统的软

件设计级别的安全运行，不同权限的用

户登录系统后，可根据权限级别限制和

开放相关数据段进行相应的操作。

2) 标准件数据信息管理，可以实现

标准件的数据管理、标准件类型管理、

模型及图片的管理、文件管理等功能，

完成对标准件类别、尺寸和工程信息、

工程信息（温度、强度等）要求

的相关标准件、也可以在具体

的标准号下通过尺寸规格和工

程信息进行分件号的检索。

2.2 信息数据库

为满足三维标准件系统的

使用要求，信息数据库的建立

必须满足以下四个要求。

1) 数据库平台必须统一，

有利于保持数据的安全性和一

致性，提高数据利用率，便于数

据的集中管理。

2) 具有完备的容错机制，可以保证

数据不会丢失、记录异常信息、系统及

时备份，有利于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可

修改性和可维护性。

3) 具有较好地处理高访问量的机

制，可以通过设立高缓存、优化用户访

问机制提高访问速度、减轻数据库的处

理压力，保证用户使用的便捷高效。

4) 具有良好的数据转化接口机制，

有利于提取本系统的有效数据，并为其

他系统服务。

本系统采用SQL sever作为平台建

立数据库，SQL sever数据库管理系统

具有可移植性好、支持多种数据类型存

储、安全性高、容易实现本地化、支持系

统高速运行及数据的大量存储等优点。

 

 

 

 

  

 

 

 

 

 

图2　采用SQL sever作为平台建立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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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及二维工程图、相关各类标准的新

增、删除及修改等工作，完善标准件各

类信息。

3) 系统数据管理，是一个对庞大的

系统数据量进行便捷高效管理的模块，

系统管理员可以查看系统日志对系统

进行查询和排错，也可以通过平台上的

各种操作记录，统计分析各种数据，对

系统进行优化。

2.4 三维数模库 

系统按照标准件选用目录，建立全

面的航空标准件三维数模库，数模库中

主要包括紧固件、管路件、电气件及轴

承四大类标准件的三维数模。

参数化建模的过程中，所有图纸标

注的尺寸均建立相关的参数，将参数与

尺寸建立连接关系。标准件中除装配尺

寸外的细节尺寸由于图纸中不进行标

注，不能准确确定其尺寸，必须与关键

尺寸建立公式关系，保证参数化驱动的

过程中，标准件的三维数模尺寸正确。

为了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提高

系统与其他设计平台的兼容性，设计员

可能使用到的标准件系统均进行预解

析。为了满足公司的标准规范，在母体

数模中需要添加对应的工程信息，如材

料、重量、类型、名称、版次等信息。整理

所有标准件号的详细尺寸信息，在尺寸

信息整理的基础上，对尺寸信息进行

精简和格式化，将所有信息录入一个

EXCEL表中，将该表与母体建立联系。

利用专门的解析程序对母体进行解析，

解析程序可以记录解析过程中产生错

误的标准件，便于开发人员核对。将解

析完成的数模上传至三维数模库中，以

便设计使用时下载装配。

2.5 人机交互

系统以方便设计员使用为出发点，

追求最好的用户体验。页面布局合理，

上手便捷，操作简单。

系统页面风格和操作采用windows

的模板，有利于用户快速上手，并且在几

乎任何一个环节，用户都可以得到上下

文相关的帮助支持，使得大多数人无需

培训便可顺利完成操作。标准件检索过

程简单、快速、有效，标准件检索结果直

观、准确、详细。设计员选择了一个标准

号后，可以在一个对话框下不同的选项

卡中查看该标准件的图形信息、尺寸信

息、工程信息、件号信息、建议信息等。

为了方便设计员快速、准确地选定

标准件，在件号信息页面，系统以标准件

的命名方式为基础，实现向导式的标准件

号确定。设计员选择零件号的一项分件号

后，系统提示此分件号代码的工程含义，

同时与之相关的分件号进行实时更新，屏

蔽与选定分件号不匹配的分件号。

为了方便设计员下次快速地检索

到曾经使用过的标准件并且提高标准

件的使用效率，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

在件号信息页面，设计员可以收藏选定

的标准件号，下次使用时，直接从收藏

夹中调用即可。

为了丰富完善标准件的经验信息

库，设计员可以在建议信息页面提交标

准件的使用建议等相关信息。

2.6 系统的可扩展性

实现可扩展的系统，其主要目的在

于寻求一个灵活的、成本可伸缩的计算

系统架构方案。系统的可扩展功能主要

包括系统架构的可扩展性、数据库的可

扩展性、网络的可扩展性三部分。

2.7 网络通信环境体系结构

基于系统的灵活性和安全性等方

面的考虑，实施三层体系结构是一个

良好的选择。由于各种单一C/S模式、B/

S模式的诸多缺陷，使得三层（多层）模

式结构成为目前商业应用开发的首选。

所谓三层模式结构，是在客户端与数据

库之间加入了一个“中间层”，也叫中间

件。通常情况下，客户端不直接与数据

库进行交互，而是通过COM/DCOM通

信与中间层建立连接，再经由中间层与

数据库进行交互。这样的结构模式具有

系统资源的合理使用、可维护性得以提

高、良好的可重用性、事务处理快捷、客

户端选择灵活等优点。

3 结语
三维标准件系统是一个将标准件

数模、标准、使用经验等各项信息集成

管理的系统，这种集成管理模式是现代

管理的趋势。设计员可通过选择一个标

准件查看到该标准件的所有信息，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标准件，

使标准件的选用过程更加立体化，缩短

设计周期，提高设计准确率，最大可能

地提高设计效率，在飞机的设计过程中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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