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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检验大型运输机在高原环境下的正常使用能力，现场调研了高原机场环境特点及运行条件，根据高原试飞特点

及高原试飞目的，制定了具体的试飞任务方案，完成了高原试飞准备，依据既定方案分梯度开展高原试飞技术保障。结合

具体型号试飞，对大型运输机高原试飞技术保障方式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高原试飞技术保障可以支持大型运输机的

高原试飞，可为之后相关的异地试飞保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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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运输机要求具有能在高温、寒冷、湿热、风、雨及高

原等严酷环境条件下使用的能力。其中，高原环境试飞是军

民用飞机试飞鉴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高原地区地形及气象条件复杂，前期准备工作和试飞

过程中的问题处理能力就成为影响试飞结果的重要因素。

需要在开展试飞任务前对高原环境及高原机场实际运行情

况进行调研考察，分析高原环境对机体影响，并在高原转场

前对飞机做出针对性调整，对高原试飞科目做出合理安排，

让高原试飞参试人员做好适应性准备，为顺利完成大型运输

机高原试飞提供保障。

1 高原试飞目的
高原试飞旨在检验飞机整体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能力，

主要包括：

（1）验证辅助动力装置（APU）在高原机场的负载能力。

（2）验证发动机在高原机场的启动可靠性。

（3）验证环控系统在高原环境下的工作性能。

（4）验证飞机在高原机场的起降能力。

2 高原环境影响
2.1 高原机场特点

（1）地理环境特点

高原机场海拔高，空气密度低，会对飞机的飞行性能

产生影响。净空环境差，地形复杂，多山地，机场多面环

山，仅有一面或两面相对平缓，起飞离场和着陆下滑进近

梯度大，飞机在起降过程中必须在机场周围群山高度之

下的区域飞行，飞机机动空间有限，飞行安全裕度相对减 

小[1]。

（2）气候环境特点

高原地区的日照十分充足，由于地形的阻挡，近地面的

空气经常受热不均，造成高原机场上风的速度和方向的变化

很大，很容易形成乱流和风切变。此外，积云、低云、雨雪、结

冰、雷暴、低能见度等对飞行极为不利的气象也经常出现，气

象条件复杂，昼夜温差大，这些对飞机的气动性能和滑跑等

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多阵性风和风切变，高原山区的乱流比一般山地更为

强烈，以青藏高原为例，其群山环绕，峭壁高耸，地形动力乱

流十分显著。且因高原上空气稀薄，日照充足，太阳辐射强，

近地面的空气经常受热不均，气温变化大，热力乱流也强，二

者常结合在一起，形成强烈乱流。所以，高原飞行中风速高、

飞机颠簸大。

表 1 是典型高原地区稻城 -亚丁机场 2012-2013 年气

候条件的部分数据[2]。该地区最高气温 23℃，出现在 7 月，

5-9 月为雨季，这几个月的平均相对湿度在 70% 以上，降水

集中在午后到夜间；4-10 月盛行北北东（NNE）或东北东

（ENE）风，风主要出现在午后，瞬间最大风速达 28.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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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稻城 -亚丁机场气候情况

Table 1　Climate at ZUDC/DCY

月份

月平均

气温 /℃ 平均相对

湿度 /（%）
平均气压

/（hPa）
最高 最低

5 月 13.5 -6.2 72 1031.7

6 月 15.7 2.4 78 1034.4

7 月 14.2 4.0 80 1034.0

8 月 13.1 4.1 73 1035.3

9 月 14.4 -1.1 86 1034.9

年平均 10.1 -8.4 54 1029.5

（3）机场运行条件

航路最低安全高度高，加之地形复杂、通信导航信号又

受地形影响大，所以导航设备限制使用，无线电波产生多路

径干扰，地面通信距离短，VOR/DEM 作用距离小且信号不

稳定。

与平原机场相比，高原机场的保障力量普遍稍显薄弱，

如稻城-亚丁机场，每日仅有 2~3 个航班，而且飞机不作长

时间不停放，通常在 21∶30 前就能结束当日飞行，工作量小，

机场无需配备过多的设备与工作人员。因此，为了保证试飞

安全顺利进行，需自行携带充足的设备及保障车辆等。

（4）高原环境对人的影响

由于高原地区气压低、空气稀薄，随着高度的增加，大

气压力逐渐下降，相应的氧气压力也会降低，这将直接导致

人体内的血氧浓度降低。当血氧浓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人

的行为和思考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容易造成反应力下降、

思维迟钝。疲劳、酒精、吸烟都会导致缺氧，影响人的健康。

其次，高原自然环境所具有的低温、高风速、干燥、日照辐射

强、臭氧高等特点，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3]。

同时，由于飞行操纵及飞行程序更为复杂，对飞行机组

的基本驾驶技术和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

2.2 高原环境对飞机性能的影响

高原试飞具有其显著的自身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对动力的影响

随起降机场高度的增加，由于空气密度随之减小，发动

机地面慢车转速高，起飞最大推力减小；同时，随机场高度

的增加，温度降低，发动机推力增大；但从整体来看，发动机

推力还是随高度增加而减小。进而导致飞机爬升和越障能

力变差，飞机空中加、减速距离变长，转弯半径增大。高原

地区日温差大，大范围的温度变化也会对起降性能产生明显 

影响。

（2）对刹车的影响

高海拔地区，飞机起飞重量小，机轮与地面的摩擦力

小，刹车效率低；制动时，由于空气密度低，同样表速下，真

空速大，飞机动能大，飞机停止下来需要更长的距离，因此需

要频繁使用刹车。

（3）对机轮的影响

频繁使用刹车，使机轮升温快，同时飞机在起飞滑跑中

机轮转动速度高，高速转动会导致离心力过大，轮胎会因张

力过大而破坏。

（4）对起飞距离的影响

海拔升高，空气密度降低，使起飞所需距离、滑跑所需

距离和中断起飞所需距离均增大。这是因为：一方面，空气

密度降低，为使飞机离地、升力等于机重，为求得更大的速

度，使得滑跑距离增长；另一方面，空气密度降低，发动机推

力降低，起飞滑跑加速度减小，使滑跑、起飞距离增大。

3 高原试飞机场的选择
高原机场数量众多、运行条件不一，当地环境也大相

径庭，为顺利开展试飞任务，在选择机场时，需考虑各方面 

因素。

3.1 高原试飞选址原则

进行高原试飞选址时，需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机场自身配备需满足飞机基本保障要求。

（2）确保机场能在最严格的条件下验证飞机能力。

（3）机场选取需遵循试飞工作循序渐进、由低到高、从

易到难的原则。

（4）机场所处位置要便于保障设备及特种车辆的运输。

3.2 试飞机场确定

为保证试飞任务顺利进行，采取阶梯式上升的方式，

备选机场需涵盖多个高度梯度，逐层保证飞机对高原的适 

应性。

开展试飞工作区别于民用机场日常运行，应尽可能选

择环境条件较为单一的机场，以减少影响飞行的因素数量。

国内高原机场多分布在西南地区，地理位置相对集中，气候

条件差异不大，除个别因阴雨天气限制飞行时段的机场，大

多数都符合要求。

机场的选择首先要考虑机场跑道状况及承载能力。由

于大型运输机重量大，在未进行跑道适应能力试飞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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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庭，为顺利开展试飞任务，在选择机场时，需考虑各方面 

因素。

3.1 高原试飞选址原则

进行高原试飞选址时，需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机场自身配备需满足飞机基本保障要求。

（2）确保机场能在最严格的条件下验证飞机能力。

（3）机场选取需遵循试飞工作循序渐进、由低到高、从

易到难的原则。

（4）机场所处位置要便于保障设备及特种车辆的运输。

3.2 试飞机场确定

为保证试飞任务顺利进行，采取阶梯式上升的方式，

备选机场需涵盖多个高度梯度，逐层保证飞机对高原的适 

应性。

开展试飞工作区别于民用机场日常运行，应尽可能选

择环境条件较为单一的机场，以减少影响飞行的因素数量。

国内高原机场多分布在西南地区，地理位置相对集中，气候

条件差异不大，除个别因阴雨天气限制飞行时段的机场，大

多数都符合要求。

机场的选择首先要考虑机场跑道状况及承载能力。由

于大型运输机重量大，在未进行跑道适应能力试飞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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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应尽可能选择停机坪及跑道道面等级（PCN）值大的机

场，避免因飞机重量对停机坪及跑道造成破坏；其次，飞机

在高原起飞距离相对较长，需参考本场起飞距离给出高原特

定高度下的起飞距离，保证机场主跑道长度大于理论值；此

外，还需考虑飞机起飞前及起飞过程可能出现突发情况，机

场跑道需要足够的宽度可以使飞机调头滑回。

为确保飞机对各个高度的起降都具有适应性，并且

保证试飞开展过程安全顺利进行，尽管高原试飞最终目标

应选为国内海拔最高的机场——稻城 -亚丁机场（海拔

4411m），仍需要选取 2000m，3000m，4000m 等高度下典型

高原特征机场完成试飞。国内西南地区部分高原机场情况，

如表 2 所示。
表 2  部分高原机场情况一览

Table 2　 Characteristic data of several airport in the plateau 
areas

机场 坐标 标高 /m 跑道 级别 PCN

丽江 -三义机场 N26°40′，E100°14′ 2242.8 3000m×45m 4D 68

迪庆 -香格里拉机场 N27°47′，E99°40′ 3287.9 3600m×45m 4D 41

稻城 -亚丁机场 N29°19′，E100°03′ 4411 4200m×45m 4C 57

青海 -格尔木机场 N36°24′，E94°47′ 2842 4800m×50m 4D 48

拉萨 -贡嘎机场 N29°30′，E90°91′ 3569.5 4000m×45m 4E

昌都 -邦达机场 N30°33′，E97°06′ 4334 4200m×45m 4D

从国内民航总局可以得到各机场的最新详细资料，根

据机场高度以及地理位置等情况选择 2~3 条备选路线，再

对机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实际保障能力及限制条件。

此外，还需要了解各机场之间的路况，因为试飞工作需

要用到大量的地面保障设备及特种车辆，道路情况会严重影

响物资运输，进而大大降低试飞工作开展的连续性，所以，选

择路况良好、距离最短的机场对试飞工作有序展开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

4 高原试飞本场准备
4.1 飞机调试

在转场前对飞机各系统进行评估，判断其状态是否满

足高原试飞需要，依据评估结果对有需求的系统设备、软件

进行升级改进或对功能限制使用。为进行有效评估，需要在

早期进行充足的试验准备，完成各系统的相关试验。

（1）动力系统调试

动力系统受高原环境影响制约较大[4]。飞机在高原机

场运行，容易出现发动机启动困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转速

上升慢甚至悬挂、启动温度高和启动过程自动中断等问题。

另外，发动机启动过程中，经常遇到超温保护和失速保护。

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原机场的空气稀薄，在启动

过程中，APU 提供的气源压力要远低于低海拔地区，同时，

相关软件关于失速判断的数据库主要考虑的是低海拔情况，

所以，应对高原机场的数据进行综合考虑，对其做出一定的

调整，使得发动机具有良好的高原适应性，并提前进行发动

机高原启动试验，验证发动机状态。

（2）环控系统调试

高原起降供氧方式也与平原地区有所不同，依据《飞

机气氧系统设计和安装通用规范》[5]，飞机在座舱高度大于

3000m 时，具有向空勤人员及全体乘客供养的能力，而在高

原地区的地面高度已经超过 3000m，氧气系统需要针对高

原环境进行评估；同时，压调系统也会对飞行员状态产生很

大影响，需要进行座舱增压高原起降试验。

（3）其他相关调试

加载选用机场的地形数据和机场数据，用以满足起降

需要。由于外场环境更换机轮作业困难，需要在本场对飞机

轮胎按检查要求进行验证。

4.2 飞行准备

4.2.1 模拟训练

高原地区机场的地形复杂，导致运行环境较差，会出现

如跑道短、仪表着陆系统 ILS 下滑道角度大（丽江机场下滑

道 3.5°）、进场高度高（丽江机场 18m）等问题，加上高原飞

行，随高度增加，标准程序下的着陆空中距离有所增加，空中

拉平段过长使得接地点靠前，在着陆时就有冲出跑道的可

能。为避免此类情况发生，针对特定机场，就需要在开展试

飞前充分分析着陆机场的实际特点，对所需着陆距离进行适

当调整，以保守的方式来进行操作并在驾驶技术上有针对性

地进行模拟训练：

（1）在本场进行以当地机场环境为限制条件的高原试

飞模拟训练，以验证飞机的基本能力，同时可以让试飞员熟

悉操作流程。

（2）在各高度梯度及各高原起飞推重比范围内，进行高

原起飞、着陆构型的复飞模拟。进行高原各梯度高度范围的

单发启停试验，以检查飞机单发失效时的升限，并检查氧气

装置及压调系统的正常使用情况。

（3）最大刹车能量摸底。飞机加速到预定的中止起飞

速度，采取减速措施，所有发动机油门收至地面慢车，自动打

开减速板，不使用反推力，正常刹车（自动 / 手动），直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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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应尽可能选择停机坪及跑道道面等级（PCN）值大的机

场，避免因飞机重量对停机坪及跑道造成破坏；其次，飞机

在高原起飞距离相对较长，需参考本场起飞距离给出高原特

定高度下的起飞距离，保证机场主跑道长度大于理论值；此

外，还需考虑飞机起飞前及起飞过程可能出现突发情况，机

场跑道需要足够的宽度可以使飞机调头滑回。

为确保飞机对各个高度的起降都具有适应性，并且

保证试飞开展过程安全顺利进行，尽管高原试飞最终目标

应选为国内海拔最高的机场——稻城 -亚丁机场（海拔

4411m），仍需要选取 2000m，3000m，4000m 等高度下典型

高原特征机场完成试飞。国内西南地区部分高原机场情况，

如表 2 所示。
表 2  部分高原机场情况一览

Table 2　 Characteristic data of several airport in the plateau 
areas

机场 坐标 标高 /m 跑道 级别 PCN

丽江 -三义机场 N26°40′，E100°14′ 2242.8 3000m×45m 4D 68

迪庆 -香格里拉机场 N27°47′，E99°40′ 3287.9 3600m×45m 4D 41

稻城 -亚丁机场 N29°19′，E100°03′ 4411 4200m×45m 4C 57

青海 -格尔木机场 N36°24′，E94°47′ 2842 4800m×50m 4D 48

拉萨 -贡嘎机场 N29°30′，E90°91′ 3569.5 4000m×45m 4E

昌都 -邦达机场 N30°33′，E97°06′ 4334 4200m×45m 4D

从国内民航总局可以得到各机场的最新详细资料，根

据机场高度以及地理位置等情况选择 2~3 条备选路线，再

对机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实际保障能力及限制条件。

此外，还需要了解各机场之间的路况，因为试飞工作需

要用到大量的地面保障设备及特种车辆，道路情况会严重影

响物资运输，进而大大降低试飞工作开展的连续性，所以，选

择路况良好、距离最短的机场对试飞工作有序展开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

4 高原试飞本场准备
4.1 飞机调试

在转场前对飞机各系统进行评估，判断其状态是否满

足高原试飞需要，依据评估结果对有需求的系统设备、软件

进行升级改进或对功能限制使用。为进行有效评估，需要在

早期进行充足的试验准备，完成各系统的相关试验。

（1）动力系统调试

动力系统受高原环境影响制约较大[4]。飞机在高原机

场运行，容易出现发动机启动困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转速

上升慢甚至悬挂、启动温度高和启动过程自动中断等问题。

另外，发动机启动过程中，经常遇到超温保护和失速保护。

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原机场的空气稀薄，在启动

过程中，APU 提供的气源压力要远低于低海拔地区，同时，

相关软件关于失速判断的数据库主要考虑的是低海拔情况，

所以，应对高原机场的数据进行综合考虑，对其做出一定的

调整，使得发动机具有良好的高原适应性，并提前进行发动

机高原启动试验，验证发动机状态。

（2）环控系统调试

高原起降供氧方式也与平原地区有所不同，依据《飞

机气氧系统设计和安装通用规范》[5]，飞机在座舱高度大于

3000m 时，具有向空勤人员及全体乘客供养的能力，而在高

原地区的地面高度已经超过 3000m，氧气系统需要针对高

原环境进行评估；同时，压调系统也会对飞行员状态产生很

大影响，需要进行座舱增压高原起降试验。

（3）其他相关调试

加载选用机场的地形数据和机场数据，用以满足起降

需要。由于外场环境更换机轮作业困难，需要在本场对飞机

轮胎按检查要求进行验证。

4.2 飞行准备

4.2.1 模拟训练

高原地区机场的地形复杂，导致运行环境较差，会出现

如跑道短、仪表着陆系统 ILS 下滑道角度大（丽江机场下滑

道 3.5°）、进场高度高（丽江机场 18m）等问题，加上高原飞

行，随高度增加，标准程序下的着陆空中距离有所增加，空中

拉平段过长使得接地点靠前，在着陆时就有冲出跑道的可

能。为避免此类情况发生，针对特定机场，就需要在开展试

飞前充分分析着陆机场的实际特点，对所需着陆距离进行适

当调整，以保守的方式来进行操作并在驾驶技术上有针对性

地进行模拟训练：

（1）在本场进行以当地机场环境为限制条件的高原试

飞模拟训练，以验证飞机的基本能力，同时可以让试飞员熟

悉操作流程。

（2）在各高度梯度及各高原起飞推重比范围内，进行高

原起飞、着陆构型的复飞模拟。进行高原各梯度高度范围的

单发启停试验，以检查飞机单发失效时的升限，并检查氧气

装置及压调系统的正常使用情况。

（3）最大刹车能量摸底。飞机加速到预定的中止起飞

速度，采取减速措施，所有发动机油门收至地面慢车，自动打

开减速板，不使用反推力，正常刹车（自动 / 手动），直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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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完全停止。

4.2.2 科目准备

充分考虑飞机实际使用中的情况，并以此为标准合理

地安排试飞科目，这样有助于试飞工作展开，并提高效率，充

分挖掘飞机性能。

首先，要保证飞机使用中的飞行安全。运输类飞机必

须保证：在巡航过程中的任意一点出现发动机失效的情况

下，飞机不能低于航路最低安全高度或性能计算分析确定的

最低高度，仍能有足够的安全性。对于四发飞机需考虑一发

失效及两发同时失效的情况下，飞机仍能够具有一定的平飞

及越障能力，并保证飞机的安全着陆。

其次，要根据飞机使用目的安排试飞任务。大型运输

机进行高原飞行的目的是进行物资运输，这不仅包括从其

他地区运送物资到高原，还包括将高原上的物资运离，所以

试飞工作需要从飞机的功能性方面考虑，关注的内容应该包

含飞机在高原的最大起飞重量、最小离地速度、最短起飞距 

离等。

因此，需要在高原试飞前进行最大起落重量、最大爬升

梯度、最小操纵速度、大侧风、失速等科目试飞，以获得充足

有效的参考数据，对飞机性能有充分的认识，使飞行员面对

各种情况有足够的信心并及时做出反应。

4.3 参试人员准备

在高原试飞前，需要对参试人员进行一定的心理训练，

使其充分认识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并对参试人员进行体

检，对特殊疾病患者限制其上高原，减低急性高原病的发病

率；同时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人体对高原特殊环境的

适应能力；携带足够的衣物、饮水、药品，以应对突发情况。

进入高原时，地面人员遵循阶梯适应原则，合理安排工

作强度，重视饮食营养摄取。

5 某型飞机高原试飞实施
2015 年，飞机在各个高度的机场进行了高原试飞及相

关地面试验。在地面进行了高原环境下 APU 起动、APU 引

气起动发动机、地面气源车起动发动机等多项试验；空中飞

行验证了飞机的高原起降能力与基本飞行性能。

5.1 试飞组织

异地试飞实施受天气环境制约较大，能够及时开展相

关工作有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如稻城 -亚丁机场，其日

均气温较低，每年仅在 6-8 月期间最低温度高于 0℃，所以

可以开展试飞的有效时间仅有 2 个月，保证飞机在此之前状

态良好才能及时进行试飞转场。同样，考虑到当地气象条

件，每日进场时间选择为当日气温最高的时段，同时要避免

干扰民航机场正常航班运行，这都需要及时快速地开展飞行

前准备工作。

飞行后需按维护手册对发动机及 APU 进行检查，保证

其状态良好。

5.2 试飞数据处理

飞行结束后，各专业通过试飞数据分析系统平台提取

相关数据，对其进行分析。一方面用以对各系统进行评估，

在下个试飞项目开展前对系统进行升级改进，提升飞机性

能。另一方面，根据试验结果对现有的计算方法及模型进行

评估，以提高计算方法的准确性。

5.3 试飞结果

依据制定的高原各项保障措施开展试飞，历时近 1 个

月，进行了十数架次的飞行，获得了可观有效的数据结果，通

过对数据的分析，得出试飞初步结论：飞机的高原起降性能

试飞结果与设计计算结果吻合良好，飞机高原起飞能够达到

起飞限重设计值。表明各项技术保障措施可以有效支持大

型运输机的高原试飞。

6 结束语
依据高原试飞目标需求，分析了高原环境对飞机影响

及高原机场实际运行情况，依此制定试飞任务，充分开展试

飞准备，并结合型号进行了高原试飞，结果表明，一方面该型

飞机具有良好的高原试飞能力；另一方面对大型运输机高

原试飞技术保障方式进行了验证，证明保障方法行之有效，

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极大提高试飞效率。该技术保障

方式可为其他科目异地试飞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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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完全停止。

4.2.2 科目准备

充分考虑飞机实际使用中的情况，并以此为标准合理

地安排试飞科目，这样有助于试飞工作展开，并提高效率，充

分挖掘飞机性能。

首先，要保证飞机使用中的飞行安全。运输类飞机必

须保证：在巡航过程中的任意一点出现发动机失效的情况

下，飞机不能低于航路最低安全高度或性能计算分析确定的

最低高度，仍能有足够的安全性。对于四发飞机需考虑一发

失效及两发同时失效的情况下，飞机仍能够具有一定的平飞

及越障能力，并保证飞机的安全着陆。

其次，要根据飞机使用目的安排试飞任务。大型运输

机进行高原飞行的目的是进行物资运输，这不仅包括从其

他地区运送物资到高原，还包括将高原上的物资运离，所以

试飞工作需要从飞机的功能性方面考虑，关注的内容应该包

含飞机在高原的最大起飞重量、最小离地速度、最短起飞距 

离等。

因此，需要在高原试飞前进行最大起落重量、最大爬升

梯度、最小操纵速度、大侧风、失速等科目试飞，以获得充足

有效的参考数据，对飞机性能有充分的认识，使飞行员面对

各种情况有足够的信心并及时做出反应。

4.3 参试人员准备

在高原试飞前，需要对参试人员进行一定的心理训练，

使其充分认识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并对参试人员进行体

检，对特殊疾病患者限制其上高原，减低急性高原病的发病

率；同时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人体对高原特殊环境的

适应能力；携带足够的衣物、饮水、药品，以应对突发情况。

进入高原时，地面人员遵循阶梯适应原则，合理安排工

作强度，重视饮食营养摄取。

5 某型飞机高原试飞实施
2015 年，飞机在各个高度的机场进行了高原试飞及相

关地面试验。在地面进行了高原环境下 APU 起动、APU 引

气起动发动机、地面气源车起动发动机等多项试验；空中飞

行验证了飞机的高原起降能力与基本飞行性能。

5.1 试飞组织

异地试飞实施受天气环境制约较大，能够及时开展相

关工作有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如稻城 -亚丁机场，其日

均气温较低，每年仅在 6-8 月期间最低温度高于 0℃，所以

可以开展试飞的有效时间仅有 2 个月，保证飞机在此之前状

态良好才能及时进行试飞转场。同样，考虑到当地气象条

件，每日进场时间选择为当日气温最高的时段，同时要避免

干扰民航机场正常航班运行，这都需要及时快速地开展飞行

前准备工作。

飞行后需按维护手册对发动机及 APU 进行检查，保证

其状态良好。

5.2 试飞数据处理

飞行结束后，各专业通过试飞数据分析系统平台提取

相关数据，对其进行分析。一方面用以对各系统进行评估，

在下个试飞项目开展前对系统进行升级改进，提升飞机性

能。另一方面，根据试验结果对现有的计算方法及模型进行

评估，以提高计算方法的准确性。

5.3 试飞结果

依据制定的高原各项保障措施开展试飞，历时近 1 个

月，进行了十数架次的飞行，获得了可观有效的数据结果，通

过对数据的分析，得出试飞初步结论：飞机的高原起降性能

试飞结果与设计计算结果吻合良好，飞机高原起飞能够达到

起飞限重设计值。表明各项技术保障措施可以有效支持大

型运输机的高原试飞。

6 结束语
依据高原试飞目标需求，分析了高原环境对飞机影响

及高原机场实际运行情况，依此制定试飞任务，充分开展试

飞准备，并结合型号进行了高原试飞，结果表明，一方面该型

飞机具有良好的高原试飞能力；另一方面对大型运输机高

原试飞技术保障方式进行了验证，证明保障方法行之有效，

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极大提高试飞效率。该技术保障

方式可为其他科目异地试飞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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