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 询 通 告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编 号：AC-25-AA-2022-01
下发日期：2022 年 6 月 6 日

运输类飞机持续结构完整性大纲



AC-25-AA-2022-01 中国民用航空局

运输类飞机持续结构完整性大纲

1总则
1.1目的
本咨询通告旨在向未按照损伤容限要求合格审定的运输类飞

机的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持有人以及适航审定人员提供一份
基于损伤容限评定进行持续结构完整性大纲编制和审定的指导材

料９以支持运输类飞机在其整个使用寿命内的安全运行。
本咨询通告并非强制要求９所描述的可接受的符合性方法并

非表明符合性的唯一方法。

1.2依据
本咨询通告依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CCAR-25-R4第25.571

条制定。

1.3废止
2000年03月27日生效的 《运输类飞机持续结构完整性大

纲》（AC-21.25）废止。

1.4相关文件
(1)CCAR-21-R4:21.50
(2)CCAR-25-R4:25.571、25.1529、附录 H
(3)CCAR-26:E分部 （26.41、26.43、26.45、26.47、

26.49）

1.5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未按照损伤容限要求合格审定的运输类飞

机为达到CCAR25.571要求的安全水平需要形成持续结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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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纲的工作。按CCAR-26部完成修理、改装的情况除外。

1.6背景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8 《航空器适航性》第4.2.1.1c章节

要求：航空器设计国必须确保对于最大审定起飞重量超过5700
千克的飞机有一个持续结构完整性大纲以确保飞机适航。该大纲
必须包括腐蚀预防和控制的具体资料。

按照CCAR-25 《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获得型号合格证/
补充型号合格证的运输类飞机９已按照25.571、25.1529和附录
H的要求９制定了结构适航限制项目、腐蚀预防与控制大纲、结
构修理手册等持续适航文件９包含了结构完整性大纲的全部要
素９已落实持续结构完整性大纲相关要求。对于老龄运输类飞机
的修理和改装９应按照CCAR-26 《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
全改进规定》第26.41、26.43、26.45、26.47、26.49条要求９
形成损伤容限资料、修理评估大纲９包含了结构完整性大纲的全
部要素９已符合持续结构完整性大纲相关要求。

本咨询通告对其他未满足结构完整性大纲要求的运输类飞机

给出了编制和更新持续结构完整性大纲的符合性指导。

2定义和缩略语
2.1定义
(1)主要结构件
对承受飞行、地面和增压载荷起重要作用的元件９其完整性

对保持飞机的整体完整性有着重要意义。
(2)损伤容限
在承受给定水平的疲劳、腐蚀、意外损伤或离散源损伤后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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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P SupplementalStructuralInspectionPro灢
gram

补充结构检查大
纲

WFD WidespreadFatigueDamage 广布疲劳损伤

FCS FatigueCriticalStructure 疲劳关键结构

CPCP CorrosionPreventionandControlPro灢
gram

腐蚀预防与控制
大纲

CCAR ChinaCivilAviationRegulations 中国民航航空规
章

PSE PrincipleStructuralElement 主要结构件

DSG DesignServiceGoal 设计服役目标

能够在一段使用时间内保持所要求剩余强度的结构属性。
(3)设计服役目标
在设计和/或取证时确定的一个时间段 （以飞行循环或飞行

小时计９或两者）９在此期间飞机结构不出现严重开裂。
(4)广布疲劳损伤
在多个结构位置同时出现裂纹９裂纹的尺寸和密度足够大以

致结构不再满足CCAR-25-R4第25.571条 (b)款中的剩余强
度要求。

(5)疲劳关键结构
对疲劳裂纹敏感并且可能导致灾难性破坏的飞机结构。
(6)改装
对航空产品的型号设计进行的改动。
(7)更改
本咨询通告中定义与 “(6)改装”一致。
2.2缩略语

3可接受的符合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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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类飞机的持续结构完整性大纲９至少应包括补充结构检

查大纲、腐蚀预防和控制大纲、广布疲劳损伤评估、结构改装和

相关检查、修理评估大纲等要素。该大纲可以是一份文件９也可

以包含在多份文件中。本章节为未按照损伤容限要求合格审定的

运输类飞机提供了补充结构检查大纲、腐蚀预防和控制大纲、广

布疲劳损伤评估的符合性方法指导９同时明确了结构改装和相关

检查、修理评估大纲应按照CCAR-26相关要求建立。

3.1补充结构检查大纲 （SSIP）

SSIP旨在为飞机持续安全运行所需的零件或部件提供推荐

的检查程序和更换/改装计划。

SSIP应包含以下信息：

(1) 识别大纲所涉及的原机型的衍生型号；

(2)以飞行小时和飞行循环为单位的机队运营统计综述９以

及对典型任务剖面或多个任务剖面的描述；

(3) 零件或部件现有检查或改装的参考文件；

(4) 检查大纲的有效运营类型；

(5) 为编制SSIP而进行的结构重新评估后修改的服务通告
（或其他服役信息出版物）清单９包括运营人必须考虑这些服务

通告的声明。

SSIP应对以下内容给出说明：

(1)这个零件或部件及任何相关邻近结构的描述９包括接近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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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虑的损伤类型 （例如疲劳、磨损、腐蚀以及意外损

伤）；

(3) 所有相关的服役经验和服务通告；

(4) 可能出现损伤的位置；

(5) 推荐的检查方法和步骤９以及其他可选方法；

(6) 检查方法可检测到的最小可检损伤尺寸；

(7) 关于运营人应将哪些检查结果报告给型号合格证/型号

认可证持有人的指导；

(8) 推荐的初始检查门槛值；

(9) 推荐的重复检查间隔；

(10) 对于作为检查终止措施的零件或部件的任何可选改装

或替换；

(11) 如果在给定寿命期间检查显示破损安全不切实际９零

件或部件的强制改装或替换；

(12) 已申明 “安全寿命”设计的有用的任何变化信息。

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应协调运营人一起为每个机

型制定一个SSIP。必须在分析、试验和/或服役经验表明需要显

著增加检查频率和/或更改量才能保持飞机的结构完整性之前完

成该SSIP。在没有其他材料作为指导的情况下９该大纲应在机

队中的最高飞行时间或最高飞行次数飞机达到其设计服役目标的

一半之前制定９以确保运营人需要时可以得到可接受的SSIP。

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应持续根据当前服役经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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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SSIP。任何发生的意外缺陷都应作为结构完整性持续评估的

一部分进行评估９以确定是否需要对文件进行修订。未来的结构

服务通告应说明其对现行SSIP的影响。

制定和更新SSIP的具体建议见附录。

3.2腐蚀预防和控制大纲 (CPCP)

CPCP旨在为飞机主要结构提供系统性的防腐方法９以便将

腐蚀造成的材料损失限制在维持适航性所需的水平内。CPCP由

基本腐蚀检查任务、任务区域、确定腐蚀级别和完成时间组成。

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应制定CPCP。

CPCP应包含对腐蚀等级的定义、检查方式、保护措施的重

新实施以及记录和报告调查结果的建议等。CPCP编制应注意：

(1)应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定义腐蚀的严重程度９并明确规定

针对不同等级腐蚀采取的措施;

(2)应规定对航空器的各个区域而非特定部件实施检查９并

说明在检查前如何接近和清洁、清晰定义目视以外的检查方式对

环境的要求;

(3)应充分说明每个区域中主要和次要 （结构）的重新防护

细节;

(4)应明确记录和报告流程。在腐蚀控制情况下记录尤其重

要９以便在后续检查中能够证明对腐蚀的控制。腐蚀控制的方法

之一就是使用水驱防蚀流体;

(5)应明确需在服役寿命期内尽可能早地启动腐蚀预防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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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大纲。

3.3广布疲劳损伤 (WFD)评估

广布疲劳损伤评估９旨在通过评估对飞机施加限制或制定检

查或更改等措施９确保飞机在整个使用寿命期内不发生广布疲劳

损伤。

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应基于服役经验或其他途径

制定预防广布疲劳损伤的措施９并纳入持续结构完整性大纲９确

保飞机在整个使用寿命期内不发生广布疲劳损伤。

3.4结构改装和相关检查

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应按照CCAR-26部E分部

相关要求针对结构改装开展评估工作９按需给出相关的损伤容限

资料９并提供给相关运营人。

3.5修理评估大纲

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持有人应按照CCAR-26部E分部

相关要求为运营人制定修理评估大纲。该大纲确保现有修理不会

因意外、疲劳或环境损伤而恶化９导致在飞机剩余服役寿命内超

出局方批准的损伤水平。

4附则

本咨询通告自2022年6月6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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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制定和更新补充结构检查大纲的指导材料

1概要
(1)本附录适用于所有未按照损伤容限要求取证的飞机。要

评估的结构、所考虑的损伤类型 （疲劳、腐蚀、服役和制造损

伤）以及检查和/或改装准则９应与CCAR-25-R4第25.571
的损伤容限要求一致。

(2) 识别对承受飞行、地面、增压、操纵载荷有重要贡献的

结构零件和组件是至关重要的９它们的失效可能会影响飞机持续

安全运行所必须的结构完整性。必须建立或者确定这些零件和组

件的损伤容限或安全寿命特性。

(3)关于结构完整性持续评估的分析应基于包括试验和服役

数据在内的支持证据。这些支持证据应考虑运行载荷谱、结构载

荷分布和材料特性。在确定检查门槛值、检查频率以及退役寿命

（适用时）时９应考虑由于裂纹萌生和裂纹扩展在寿命中的分散

性产生的寿命折减。在能表明可提供相同可靠度情况下９检查门

槛值也可以仅基于对机队经验的统计评估制定。

(4)评估老龄飞机结构状态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大量使用无损

技术进行选择性检查和对单架飞机进行检查９包括对相关结构进

行部分或完全拆卸。

(5) 应考虑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持有人批准的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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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和更改的影响。此外９对单架飞机也必须考虑进行大修和经运

营人批准的改装和更改的影响。

2损伤容限结构
(1)飞机结构的损伤容限评估应基于可获得的最佳信息。评

估应包括分析、试验数据、运营经验以及任何与型号设计相关的

特殊检查。应确定每个结构零件或组件中认为可能开裂的一个或

多个位置９以及可能发生开裂的时间或飞行次数。

(2)应确定损伤的增长特性和相邻零件间在提高损伤速率或

损伤扩展程度方面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应包括那些可能因疲

劳、腐蚀、应力腐蚀、脱胶、意外损坏或制造缺陷而导致裂纹萌

生的位置９以上位置根据服役经验或由设计判断认为是易损伤

区域。

(3) 需确定实际可检测的最小损伤尺寸和建议的检查方法。

在确定时９应考虑裂纹从可检测到临界允许损伤的飞行次数。临

界允许损伤即结构满足第25.571条规定的剩余强度要求的最大

损伤。

注意:在确定建议的检查方法时９应考虑目视检查、无损检

测和内置载荷和缺陷监测设备的数据分析。

3评估中应包括的信息
(1) 对特定机型结构完整性的持续评估应基于本附录第2

章节中概述的原则。评估中应包括以下信息且型号合格证/型号

认可证持有人应保存这些信息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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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飞行小时或飞行循环统计的现有机队的统计信息；

(b) 典型的任务剖面９或评估中假设的任务剖面；

(c) 所选任务剖面的结构载荷情况；和
(d) 试验证据及相关服役经验。

(2) 除了本附录第3 (1)段中规定的信息外９每个关键零

件或组件还应包括以下信息:

(a) 用于评估零件或组件的损伤容限特性的依据；

(b) 损坏会影响飞机结构完整性的零件或组件的一个或多

个位置；

(c) 该区域的建议检查方法；

(d)对于损伤容限设计结构９可以保持剩余强度能力的最大

损伤尺寸和临界设计载荷情况；和

(e) 对于损伤容限结构９在每个损伤部位的检查门槛值和可

检尺寸到临界尺寸之间的损伤扩展寿命９包括来自其他损伤部位

的任何可能的相互作用效应。

注意:如果检查步骤不可靠或不可实现９需要定义更换或者

改装方案。

4检查大纲

持续适航评估的目的在于根据需要调整当前维修检查大纲以

保证飞机的持续运营安全。

(1) 根据本附录第1段和第2段９应确定每个部位的临界

损伤尺寸值９以使结构在本附录第2 (3)段中定义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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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71条规定的）载荷条件下具有足够的剩余强度。应确定建议

的检查方法下可检裂纹尺寸９以及裂纹从可检测扩展到允许临界

尺寸的飞行次数。

(2) 建议的检查大纲应根据上文第4 (1)段所述的数据确

定９并适当考虑以下因素：

(a) 机队经验９包括所有的定期维护检查;

(b) 推荐检查技术的可靠性；和
(c) 概率方法具有可接受的置信度时达到上述载荷水平和达

到临界损伤尺寸的联合概率。

(3)应建立附加检查的检查门槛值。应将这些附加检查及其

详细内部检查补充到常规检查中去:

(a) 对于报告有裂纹的结构９应基于服役数据和可用试验数

据的分析分别制定检查门槛值；

(b) 对于无裂纹报告的结构９如果可得到充足的机队经验

数据９仅基于对已有机队数据的分析来决定检查门槛值是可接受

的。该门槛值的设置应包括对足够数量的已长时间服役飞机的检

查９以增加结构完整性的可靠性 （见本附录第1 (3)段）。如果

没有发现裂纹９则可以通过连续的检查间隔逐步增加检查门槛

值９直到发现裂纹为止。对于后一种情况９适用第4 (3)(a)段

的标准。

5补充结构检查大纲

补充结构检查大纲的要求详见本咨询通告正文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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