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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针对当前我国航空制造业飞机大部件数字化对接技术需求，在中国机电一体化协会航

空航天智能工厂分会的指导下，由上海上飞飞机装备有限公司牵头，沈飞公司、北京 625

所等单位共同参与，编制了《飞机大部件数字化对接工艺装备通用技术要求》。 

2 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上飞飞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中科宝航（上海）智能技术研究

有限公司、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灵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大学。 

上海上飞飞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由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第六分厂

改制而立。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专注致力于飞机部件及零组件的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生产

线整体解决方案和航空工艺装备研发与制造及航空相关产品的设计、制造和维修服务等。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飞机零部件的生产制造、航空类产品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和维修服

务、飞机零部件的生产制造、航空新型标准件的研发，智能制造生产线（智能制造车间）

的研发、建设和咨询服务等。在资质方面，公司目前持有AS9100C航空航天质量体系认证

证书、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等。2016年，上飞装备在

自主研发基础上，建立柔性制造新工艺平台及数字化车间，具有多品种小批量高精度航空

零件的柔性制造能力，且实现了24小时无人值守的持续生产能力。 2017年9月29日，公司

一期智能制造生产线项目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2018年，上飞装

备二期生产车间建成，实现了更高标准化的、一体化、自动化的智能生产线。 

 

3 编制背景 

大部件对接是飞机制造过程中形成机体结构最具决定性的一环。 

目前，我国航空制造业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无论是早已服役的军机如 J10、J20

和 Y20，还是刚刚起步的民机 C919、ARJ21 或是水上飞机 AG600，都有各自的大部件对接工

艺装备。这些型号的工艺装备，有的是从国外引进，有的是通过跟踪国外先进技术并在产

学研合作的模式下自主研发的。其中自主研发的大部件对接工艺装备，由于使用的主机厂

和研发的单位不同，基本是一个型号一个样。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规范作为指导，大家各自为阵，这样的情况如果一直持续下去，

将会严重阻碍我国航空制造业的发展，使航空制造越来越偏离智能制造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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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大部件数字化对接工艺装备研制的通用技术规范迫在眉睫。 

4 主要工作过程 

作为本标准的牵头单位，上飞装备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主动向中国机电一体化协会航

空航天智能工厂分会提交了项目建议书，并在分会的指导下，积极联系了相关单位，成立

了编写小组，共同参与标准的起草和编写。 

1）调研上飞公司、沈飞公司、西飞公司等主机厂和大连四达、浙大、拓璞科技公司等

的对接工艺装备自主研发以及使用情况，并对比相关公司引进的国外对接工艺装备。 

2）在调研的基础上，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及期刊文献，了解飞机大部件数字化对接工

艺装备的关键技术，分析相关技术如数字化测量对大部件对接通用性。 

3）明确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使用范围，提炼总结飞机大部件数字化对接工艺装备主要

系统、研发过程要求控制和使用维护等要求。 

4）组织主机厂和相关科技公司的工艺技术人员结合当前实际使用经验对本标准内容进

行讨论并提出修改建议，保证本标准具备通用性和指导性。 

受疫情影响，本标准的全部编写工作目前均采用线上编写的模式。首先元旦过后成立

了由上飞装备、中科宝航、沈飞、625 所、灵工数据和苏州大学共 6 家单位的技术人员组

成的编写小组，在 1月 15 日提交了初稿。然后由分会秘书处发给 16 位专家进行线上初审。

2月 10日复工后，编写小组根据分会秘书处反馈的专家组初审意见进行了线上的三轮修改，

并在 4 月初通过立项评审。 

5 编写规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

规则起草。 

6 标准的主要内容 

《飞机大部件数字化对接工艺装备通用技术要求》立足于飞机大部件对接装配制造工

艺过程，以数字化和柔性化工艺装备技术为主线，规定了大部件数字化对接装配工艺装备

的通用技术要求，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对人员、环境和工艺装备以及安全防护等一般性要求； 

第二部分为技术要求，包含数字化测量规划、定位机械系统设计要求及准则、运动控

制系统设计选型、对接装配仿真、工艺装备的设计评审、验收和使用； 

第三部分着重强调了工艺装备的维护和保养，分别包含测量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定位



3 
 

机械系统的维护和保养、运动控制系统的维护和保养。 

7 标准制定的目的 

本标准以支持和促进大部件数字化对接工艺装备发展为目标，提高飞机大部件装配效

率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为准则，对大部件数字化对接工艺装备研制进行规范，提升航空

制造企业的飞机大部件对接装配技术水平，为建立智能化制造车间奠定技术基础。本标准

包含航空行业对应的航标和企业标准内容，拓展了对设备研制的要求。 

8 有关专利的说明 

本标准没有涉及相关专利问题。 

9 关于标准的性质 

依据标准化法和有关规定，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