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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几场局部战争表明，脱胎于20世纪工业文明的机械化战争正在被迅猛发展的信息文
明催生的信息化战争所取代。
信息化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知识和技术密集，战争的成败越来越取决于各类高技术、高层次人
才的质量和数量，以及人与武器的最佳配合。
因此，作为人才培养基础工作的教材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十分紧迫。
为了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贯彻执行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培养造就高素质新型航空机务人
才，空军从2003年开始实施了航空机务系统教材体系工程。
实施航空机务系统教材体系工程是空军航空装备事业继往开来的大事，它是空军装备建设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是航空装备保障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体现空军航空装备技术保障水平的一个重
要标志。
两年来，空军航空机务系统近千名专家、教授和广大干部、教员积极参与教材编修工作，付出了艰辛
的劳动，部分教材已经印发使用，效果显著。
实践证明，实施教材体系工程，对于提高空军航空机务人才的现代科学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进而提
升航空机务保障力和战斗力，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和产生深远影响，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程。
空军航空机务系统教材体系工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新时期军事战
备方针为依据，以培养高素质新型航空机务人才为目标，着眼空军向攻防兼备型转变和航空装备发展
需要，按照整体对应、系统配套、紧贴实际、适应发展，突出重点，解决急需的思路构建了一个较为
完整的教材体系。
教材体系的结构由部队、院校、训练机构教育训练教材三部分组成，分为航空机务军官教育训练教材
和航空机务士兵教育训练教材两个系列十六个类别的教材组成。
规划教材按照新编、修编、再版等不同方式组织编修。
新编和修编的教材，充实了新技术、新装备的内容，吸收了近年来航空维修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对高
技术战争条件下航空机务保障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有益探索，院校的专业训练教材与国家人才培养规
格接轨并具有鲜明的军事特色，部队训练教材与总参颁布的《空军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配套，能够
适应不同层次、不同专业航空机务人员的教育训练需要，教材的系统性、先进性、科学性、针对性和
实践性与原有教材相比有了明显提高。
此次大规模教材编修工作，系统整理总结了空军航空机务事业创业50多年来的宝贵经验，将诸多专家
、教授、骨干的学识见解和实践经验总结继承下来，优化了航空机务保障教材体系，为装备保障人员
提供了一套系统、全面的教科书，满足了人才培养对教材的急需。
全航空机务系统一定要认真学习新教材，使其真正发挥对航空机务工作的指导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飞机供电系统>>

内容概要

　　飞机供电系统的构成方式、功能特性、运行原理、分析手段及测试方法。
内容包括飞机应急、辅助和二次电源，低压直流电源系统，恒速恒频交流电源系统，变速恒频交流电
源系统，高压直流供电系统，配电系统，典型飞机供电系统举例，供电系统计算机仿真及供电系统状
态检测与故障诊断等。
　　《飞机供电系统》为高等院校航空电气工程类本科教材，也可供从事航空电气工程科学研究、生
产监造和使用维护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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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概论1.1 飞机供电系统与发展概况现代飞机战术技术水平在飞速发展和提高，为了完成复
杂的飞行任务并保证飞行安全，需要大量先进机载设备的支持。
在飞机上，航空发动机是机械能源，称为一次能源；向机载设备提供的能源称为二次能源。
二次能源主要有液压能、气压能和电能。
由于电能易于输送、分配，变换和控制，绝大部分机载设备采用电能工作。
随着电气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外正在研制多电／全电飞机，它将用电能部分或全部取代液压能和气压
能。
全电飞机是一种用电力供电系统取代原来的液压、气压和机械系统的飞机，即所有的次级功率均用电
的形式分配。
而多电飞机是全电飞机发展的一个过渡过程，是用电力系统部分取代次级功率系统的飞机。
供电系统是飞机上电能产生、变换、输送与分配部分的总称，包含从电源到用电设备输入端的全部环
节，通常分为电源系统和配电系统两部分。
其中，电源到电源汇流条之间的部分是电源（发电）系统，电源系统包含二次电源。
电源汇流条到用电设备输入端的部分是配电系统。
为保证在各种情况下，需要工作的各种机载用电设备都能获得电能，飞机电源系统由主电源、辅助电
源、应急电源、二次电源及外部（地面）电源供电插座等系统与设备组成。
飞机主电源是飞机正常工作状态时，为各种机载用电设备提供电能的系统，一般都是由航空发动机直
接或间接传动的发电系统，通常一台发动机传动一台或两台发电机。
在多发动机飞机上，各发动机传动的发电机是相同的。
由多发电机构成的飞机主电源，其工作可靠性较高。
飞机在机场进行地面检查或航空发动机不工作时，飞机主电源不工作，需要工作的机载用电设备则由
辅助电源或机场外部（地面）电源通过外部电源插座来提供电能。
辅助电源有航空蓄电池和辅助动力装置两种类型，小型飞机大多采用航空蓄电池，大型飞机采用辅助
动力装置的居多。
辅助动力装置由小型机载发动机、发电机、液压泵或空气压缩机等设备组成，工作时，启动小型机载
发动机，使发电机发电或使液压泵提供增压油，给用电设备、液压气压设备供电、供油或供气。
小型机载发动机通常由电动机启动，辅助动力装置一般在地面工作，但也有在空中工作的情况。
飞机航空发动机启动阶段，机载用电设备所需的电能由机场外部（地面）电源提供。
应急电源是当飞机飞行中主电源发生故障时，为机载用电设备提供电能的供电电源。
常用的应急电源有航空蓄电池和冲压空气涡轮发电机。
冲压空气涡轮发电机不工作时，收放于飞机机体或机翼内；工作时，则打开放出，靠迎面气流吹动涡
轮，带动发电机或应急液压泵。
应急电源容量均较小，仅能保证提供飞机紧急返回机场或紧急着陆时重要机载用电设备工作所需的电
能。
二次电源是将飞机主电源的电能转变为另一种或多种形式电能的装置，以满足机载用电设备对电能形
式的不同需求。
二次电源有集中供电和分散供电两种供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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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飞机供电系统》：空军航空机务系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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