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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总 局 

 咨询通告 
 编    号：AC-145-14 

颁发日期：2011 年 11 月 7 日 

批 准 人： 

标题： 维修工时管理 

 

1. 依据和目的 

本咨询通告依据 CCAR-145部关于生产控制系统和维修工作准则

的相关要求制定，对维修单位如何合理安排维修人员的工作时间和

进行科学的维修工时管理提供具体要求和指导，以减少维修差错和

保证维修工作质量。 

2．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所有按照 CCAR-145部批准的维修单位。 

3. 撤销 

    （备用） 

4．说明 

在民用航空器维修中，特别是航线维修工作中，维修单位希望

以最少的工作时间完成最多的维修工作，或者在同样的工作时间下

减少停场时间。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和保障航空运行安全的矛盾使

维修管理和维修人员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也是导致发

生维修差错的诱因之一。过去 20年的事故调查数据显示，维修差错

导致的事故增加了 4 个百分点，而大部分维修差错都与维修工作时

间不足和维修人员疲劳作业有关，这一点引起了局方的高度重视。



 3 

因此维修工时管理和控制就成为了维修生产运行和控制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维修单位维修工时管理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的前提下，还需要

满足民航主管部门的有关法规要求。本咨询通告就航空器和航空器

部附件维修单位如何建立科学的维修工时管理制度以满足局方要求

提供指导性意见。 

5．关于值勤期的解释 

值勤期，是指维修人员在接受维修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后，从为了

完成该次任务而到指定地点报到时刻开始（不包括从居住地或驻地

到报到地点所用的时间），到工作任务完成或解除时刻为止的连续时

间段。值勤期最多不超过13小时。 

6．维修人员的工作时间限制 

6.1 工作时间限制 

6.1.1 所有维修单位都应当按照本段的限制合理安排维修人员的工

作时间。对于航空器机体维修项目，维修单位应当按照本文件第 7、

8 段的要求建立维修工时管理制度。 

6.1.2 一般情况下，直接从事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维修工作的维

修人员工作时间每天不应当超过 8 小时，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累计

最多不应当超过 40 小时。不论以何种方式加班，维修人员的每月累

计加班时间不得超过 36小时。对于获得劳动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的维修单位，经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同意，维修人

员每月平均累计加班时间不得超过 36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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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维修单位直接从事航空器或航空器零部件维修工作人员的工

作时间可以不受每天 8 小时的限制，但每天累计工作时间不应超过

11 小时。 

6.1.4 对于从事航线跟机维修的人员，跟机维修时间（包括为完成

维修工作任务的往返乘机时间）可以不受值勤期限的限制，超出值

勤期时限的，在跟机维修任务完成后不得安排工作任务，并应满足

6.1.6 条规定。跟机维修时间计入每月工作时间。跟机维修过程中

在外停留的非工作时间可以不计入每月的工作时间。 

6.1.5 如果维修人员正在实施的连续维修工作步骤在值勤期内不能

完成，但由其继续实施对维修质量和安全有利，值勤期可以延长 2

个小时，值勤期最长不得超过 15小时，同时实际加班时间应累计算

入每周和每月的工作时间。 

6.1.6值勤期后应当安排维修人员至少 12个连续小时的休息期，这

个休息期应当安排在该值勤期结束时刻与下一个值勤期开始时刻之

间。 

6.1.7每七个连续日历日应保证维修人员至少休息一日。 

6.2 工作时间限制对象 

6.2.1  受本文件中工作时间限制的人员为直接从事航空器或者航空

器零部件维修工作的维修人员，包括： 

    （1）因实施维修工作的目的直接接触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零部件

的人员； 

    （2）在维修工作实施的文件上直接签署工作和维修放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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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6.2.2 当维修管理人员、支援人员部分时间履行上述涉及的维修人

员职能时，其全部的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也适用于本文件中的工作

时间限制。 

6.3 特别规定：在值勤期内，当任何维修人员感觉身体状况不适应

其所从事的维修或者维修相关的工作时，应向维修单位提出终止工

作，维修单位不应强迫其继续工作。 

7．维修工时管理 

7.1 标准工时的确定 

7.1.1 影响标准工时的因素 

维修单位确定维修标准工时应至少考虑但不限于以下因素的影

响： 

    (1) 实施维修任务的方法； 

    (2) 维修人员的资质、技能及熟练程度； 

    (3) 维修工作需要的工具设备； 

    (4) 维修工作依据文件，包括维修工作单卡； 

    (5) 生产计划 

  (6)维修工作实施环境及相关厂房设施 

7.1.2标准工时的确定方法 

    对于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推荐了维修工作的标准工时

的情况，维修单位的初始标准工时可以参考厂家推荐的工时标准，

并结合维修单位实际情况，通过统计分析不断的调整标准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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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未推荐维修工作的标准工时

的情况，维修单位可采用但不限于下述方法确定初始工时，并通过

统计分析后确定标准工时： 

    (1) 分析估算法：将工作分解成小的单元体，以熟练人员的标

准估算完成每一单元体工作所需的工时； 

(2) 实际估算法：按熟练人员的标准估算完成工作示范卡所需

的工时； 

    (3) 时间和进程分析：即测量一项工作的每一步骤所用的时间； 

    (4) 合成法：将每一项工作分解成小的单元体，用时间和进程

分析法确定完成每一单元体所需的时间； 

    (5) 工作抽样：记录完成同一工作数次所用的时间，然后建立

一个平均值； 

(6) 历史数据计算法：使用以往实际时间并将这些时间平均后

获得的数据。 

（7）经验数据法：使用同类维修单位相同维修工作的经验数据。 

7.2 生产计划 

7.2.1 生产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将具体的维修任务分配到一个或一组

维修人员，并给定完成的时间。 

7.2.2 生产计划的基本原则是维修单位的可用人工时资源应与计划

维修人工时相匹配。 

7.2.3维修单位编制生产计划前应考虑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1) 包括具体工作项目的维修工作单卡包已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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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实施工作所需的停机位、工具设备和器材已具备； 

(3) 实施维修工作所需的工作条件。 

7.2.4例行工作和非例行工作的工时比例 

  维修单位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应根据统计的例行维修工作和非例

行维修工作时间的比例把可能产生的非例行工作的工时估算在内。 

 例行维修工作中出现的非例行维修工作所需的工时，维修单位可

通过本单位历史数据或者其他维修单位的经验数据来确定一个例行

维修工作和非例行维修工作时间的比例。 

7.3 维修过程控制 

7.3.1维修过程控制是对按照生产计划对实际维修的过程进行监控，

使其发生偏离或出现计划之外的情况时，能及时恢复原计划或对原

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保证维修工作的完整性和充分性。 

7.3.2 当维修过程中发现不能按照生产计划完成维修工作时，可以

在维修人员的资格和工作时间限制符合 CCAR-145 部要求的情况下

采用增加人员或者延长维修人员工作时间的方法恢复生产计划；如

不能则应当延长航空器的停场时间，以保证维修工作能按照经批准

的标准完成和工作质量。维修过程中对维修工时的记录，也是维修

单位在将来准确计算标准工时和确定维修人工时资源的重要来源。 

7.4 维修工时记录和偏差分析 

 维修单位应如实记录每项工作的实际工时。 

 维修单位应建立对实际工时与标准工时的偏差进行分析的标准

和程序，必要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调整（如标准工时修订、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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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培训、改进工具设备、调整器材供应流程等）。 

8．维修工时资源的评估 

    维修单位应建立有关程序，并以年度为单位定期评估维修人员

数量和提供总的人工时是否能满足本单位的人工时需求，并根据情

况采取增加人员或减少工作量的改正措施。 

9. 生效日期 

本咨询通告自 2012 年 3 月 1日起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