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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架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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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海军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架构。方法 从海军航空装备防腐蚀实际需

求出发，通过分析美军装备腐蚀管理情况，根据装备全寿命过程各阶段特点和海军航空装备的管

理分工情况进行研究。结果 提出了一种将海军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进行

管理的体系架构设想，以及设立三个强化腐蚀管理机构的管理方案。结论 研究提出的管理架构

针对性更强、要求更加明确，有利于提高海军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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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management scheme on naval aeronautical equipment corro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The research was based on the anti-corrosion requirement of naval aeronautical equipment，the effective

practice of US on the corrosion management，the working feature of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on

the equipment corrosion management. Results One scheme of two-phase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on naval aeronautical

equipment corro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s achieved，one was the development phase，and the other one was the

operation phase. At the same time，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the establishment of thre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was also suggested. Conclusion The management scheme achieved is more targeted and more clear on the

naval aeronautical equipment corrosion management，which is favorable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benefit of na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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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问题遍及所有行业，武器装备的腐蚀会造

成装备安全性、完好性和作战性能的大幅降低，同

时，也会因装备维修甚至提前报废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海军航空装备的服役环境具有湿度大、紫外照

射强、盐雾侵蚀等特点，加之振动和疲劳等多种因素

影响，其腐蚀往往较为严重［1-2］。随着我国海军战略

的转型和航母的服役，海军航空装备使用环境将进

一步恶劣，面临着日趋严峻的腐蚀损伤威胁。

海军航空装备腐蚀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我海

军飞机随着服役年限的增长和海上活动范围及停留

时间的增加，陆续出现了结构腐蚀问题［3－5］。经过对

腐蚀故障调查的深入分析，航空装备腐蚀故障产生

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使用环境相对恶劣、设计或

设计更改不合理、制造工艺不恰当、使用维护不当或

不严格执行、部分飞机腐蚀防护技术相对落后等［6－9］，

另一方面还在于对腐蚀防护与控制工作的开展缺乏

有效的科学管理。

要真正做好装备的腐蚀防护与控制工作，不仅

要研究和发展一系列相应的腐蚀防护与控制技术，

更重要的还是要“顶层规划，强化管理”。充分发挥

管理效益，使装备腐蚀相关各方在科研、设计、制造、

使用和维护维修等装备全寿命期内各司其职，密切

协同，有效提升装备的腐蚀防护与控制水平。

1 美军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情况

介绍

20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就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腐蚀调查并开展了相应的腐蚀防护

与控制工作；90年代，美国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腐

蚀损失调查［10］。2002年美国国会议员团在例行检查

中发现军用装备及其基础设施存在严重的腐蚀问

题，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1］。为此，美国国会责成总

审计局对武器装备腐蚀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评估

结果令国会震惊。由美国总统签署的国会法案要求

国防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开展武器装备及其基础设

施的腐蚀控制工作。由此，美国国会制定了相关法

律条款并列入《美国法典》，提出了腐蚀防护与控制

的顶层要求，构建了从美国国会→国防部→各军种

的组织管理体系，明确了各级管理机构的职责，并提

出了相关措施。三军制定了相应的腐蚀控制措施，

如陆军制定的AR750-59《陆军腐蚀与防护控制大

纲》［12］等。国防部2003年12月向国会提交了长达79

页的《减少腐蚀及其对国防部军用装备和基础设施

影响长期战略报告》［13］，2004年11月，国防部发布了

《预防和减缓腐蚀战略计划》［14］。2005年5月又提交

了题为《减少腐蚀及其对国防部军用装备和基础设

施影响新进展》［15］的报告。美国高层的频繁互动充

分说明，其高度重视军用装备及其基础设施的腐蚀

控制问题。

1.1 顶层要求

顶层要求主要包括：1）要求国防部指定一名官

员或一个部门负责监管腐蚀防护与控制工作；2）要

求指定的官员或机构监督采办过程，保证在采办过

程中的研究和研制，以及在工程和设计阶段中充分

考虑和使用防腐蚀技术和工艺；3）要求国防部制定

一项降低腐蚀及其破坏作用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

必须在国防部内部统一应用。

1.2 管理架构

在国防部长办公厅一级建立动态有效的腐蚀防

护与控制机构，用于指挥协调三军、工业部门和学术

机构开展腐蚀控制与防护工作。国防部办公厅负责

制定政策、提供战略指导。国防部和各军种也要制

定和落实与国防部总计划和总目标相一致的战略规

划。腐蚀防护与控制是一项需要各部门、各军种联

手合作的系统性工作，美国国防部负责腐蚀防护与

控制工作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责如图1所示。

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材料腐蚀工程处是美

国海军航空兵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的顶层管理

部门，主要负责在装备采办过程中提供腐蚀工程管

理，确定并解决航空装备的腐蚀问题，参与“国防部

腐蚀防护与控制综合产品组”，并与“陆军航空兵寿

命周期管理司令部”协作解决航空装备腐蚀中的共

性问题。

aeronautical equipment corro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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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架构

设想

相比国外，国内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在管

理上还有一定差距，缺乏专职管理与技术咨询机构，

规划性、系统性和针对性有待提高。国外开始采用

的整机防护系统工程理论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

传统上注重后期腐蚀问题的处理，这样的惯性做法

比较普遍，设计制造阶段的腐蚀管理较为宽松。

根据装备全寿命过程各阶段特点，立足于国内

现有装备管理与腐蚀相关主体单位，首先厘清航空

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相关因素，积极借鉴国外

有效做法，并结合当前我国装备管理机制，通过划分

装备管理阶段，明晰各阶段涉及单位责权利，发挥其

积极性与主动性，形成“军方单位要求具体明确、承

研单位循规设计生产、监管机构按标严格监督、使用

部队精心维修保养”的机制。

2.1 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主要因素

提高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效益，需要

厘清航空装备腐蚀管理涉及的主要因素。从航空装

备全寿命期看，主要包括论证、设计、研制、试验、制

造、使用、维修保养和报废处置等过程，涉及的相关

单位主要有论证单位、承研承制单位和使用部门

等。在管理方面，主要涉及装备采办机关、质量管理

系统、技术保障机关、使用方各级装备主管部门等。

此外，在腐蚀科研方面，还涉及到科研院所、院校等

单位。

2.2 强化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机构

1）针对管理架构缺乏专门管理机构和装备设

计、制造腐蚀管理相对宽松的情况，建议设立海军航

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委员会，主要由机关、总

体论证单位、航空主机厂所、军代表、专业领域等方

面专家和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加强新研航空装备的

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工作。在具体型号研制时，由

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委员会抽调人员形成承研承制

方腐蚀防护与控制执行小组和军方腐蚀控制监督领

导小组。

承研承制单位腐蚀防护与控制执行小组用于强

化承研承制单位对腐蚀防护与控制的管理。小组应

由设计所高层管理级别的领导担任组长，承制厂高

层管理级别的领导担任副组长，由设计所和承制厂

型号总师、专业副总师、主管、有关车间技术领导参

加。其任务是：责成有关方面制定腐蚀防护与控制

图1 美国国防部负责腐蚀防护与控制工作的管理机构

Fig.1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of DOD on corro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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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全面审定上述文件，并呈交有关方面批

准；负责组织实施上述文件；制定腐蚀控制质量保证

体系以及各岗位职责和检验标准；复核所有设计考

虑点、材料选择和工艺措施，就腐蚀防护与控制相关

问题向总设计师提出意见与建议，负责协调型号设

计、制造中所出现的有关腐蚀方面的问题等。

军方腐蚀控制监督领导小组用于强化军方对腐

蚀防护与控制工作的监督。小组由总军代表、副总

军代表或型号主管军代表担任组长，型号论证人员

担任副组长，由机关主管参谋、使用部队装备技术人

员、军方技术人员和军方邀请的技术人员参加。主

要负责审定、批准承制方有关腐蚀防护与控制文件，

并对型号腐蚀防护与控制工作开展全方位、全过程

的质量控制与监督。

2）为确保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技术得到科

学合理的执行，建议设立以领域内军方知名专家为主

任的，由设计、制造、使用各阶段防腐蚀方面相关技术

负责人，以及国内腐蚀防护与控制技术有关专家组成

的“腐蚀防护与控制咨询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给

出海军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技术咨询意见，具体

主要包括：统一总体的腐蚀控制要求；给出预研和军

内科研有关腐蚀防护与控制技术的规划和发展的意

见与建议；接受航空装备全寿命周期过程内所出现的

腐蚀防护与控制问题咨询，提出咨询意见等。

3）为强化现役航空装备腐蚀技术指导及其与

设计制造的联动，设立现役航空装备腐蚀监控与防

护中心，主要负责为各级各单位开展现役飞机腐蚀

监控与防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具体主要履行以下

职责：建立现役飞机腐蚀信息数据库，收集部队和航

空修理工厂监控信息，综合分析监控结果，评估飞机

和发动机总体腐蚀状况，定期上报机关并通报有关

部队和航空修理工厂，提出使用维修建议；解决现役

飞机腐蚀防护工作中的技术难题，为机关处理重大

技术问题提供决策依据；指导部队开展飞机腐蚀监

控与防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2.3 管理架构

根据海军航空装备研制和服役两大阶段分开管

理的实际情况，将海军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工

作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进行管理。

在装备研制阶段的管理设想是：由海军装备采

办机关主抓装备研制阶段腐蚀防护与控制工作管

理，装备腐蚀论证由总体论证单位牵头，并负责腐蚀

性能要求、技术发展需求、技术发展规划、技术评估

和军方下达项目研究的技术成果管理工作；装备设

计、生产与试验中的腐蚀工作由承研单位牵头，负责

按照军方装备腐蚀要求开展设计、生产与试验，同时

承担腐蚀相关技术开发、新技术应用工作，并根据实

际需求参与腐蚀技术规划工作；装备研制阶段的腐

蚀工作监督与管理由设立的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

制管理委员会负责，其下属的军方腐蚀控制监督领

导小组主要负责监督工作，下属的承研单位腐蚀防

护与控制执行小组主要用于强化承研单位对腐蚀防

护与控制的管理。研制阶段有关腐蚀技术主要向腐

蚀防护与控制咨询委员会进行咨询。具体管理架构

如图2所示。

图2 装备研制阶段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架构设想

Fig.2 Scheme of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on corro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development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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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备服役阶段的管理设想是：由装备技术保

障机关主抓装备服役阶段腐蚀防护与控制技术管

理；使用方各级装备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现役装备的

腐蚀工作；维护与维修工作按照保障级别分别由使

用方机务中队、修理厂、大修厂等完成；服役中腐蚀

情况监控、技术支援和技术咨询主要由设立的现役

飞机腐蚀监控与防护中心、腐蚀防护与控制咨询委

员会、院校与科研院所、承制单位负责。具体管理架

构如图3所示。

图3 装备服役阶段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架构设想

Fig.3 Scheme of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on corro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operation phase

3 结语

从海军航空装备面临愈发严峻的腐蚀环境和防

腐蚀实际需求出发，积极吸收国外有益做法，根据装

备全寿命过程各阶段特点，结合海军航空装备管理

分工情况，研究提出了一种将航空装备腐蚀防护与

控制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进行管理的体系架构设想和

三个强化腐蚀管理的针对性机构，可为提高海军航

空装备腐蚀防护与控制管理效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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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某温湿高度试验箱试验过程中，压力和温度

的控制是否满足试验条件大纲的要求，这对产品

的机械和电气性能能否符合要求至关重要。通过

对某机载B类端机在某国产温湿高度试验箱进行

低温－高度试验时，出现温度向上漂移的原因进行

分析，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通过设备控制参

数重置，特别是通过一种拟合编程摸底试验，成功

地解决了低温-高度试验时的温度漂移问题。试

验结果满足试验技术条件要求，并且节约了人力

物力，为产品的交付使用赢得了时间。在此后的

类似试验中，采取这一拟合编程方法试验，均达到

了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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