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障标准处置流程（SOP） 
流程编号 发布日期 评估人 审核人 

SOP-737-16-05-001 2016.1.8 张桃 曾晶 

 

故障名称 飞机被泡沫灭火剂污染后的处置流程 

机型 737NG 故障类别 □常见故障  □重要故障  ■重大故障   

ATA 章节 00 系统 □一般系统  ■重要系统 

风险评估 

可能性 1 严重性 5 

风险值 2 风险等级 3 

控制要求 N/A 

处置流程内容 

一 案例 

 2015年 12月 10 日，国航 CA1822 在跑道口发动机起火，福航 B-1906 执行 FU6577排

在国航后跑道头等待出港时被消防车误喷灭火剂（灭火剂成分清水膜泡沫又叫水成膜泡沫

比例 94（水）比 6（泡沫）），导致灭火剂污染飞机表面并进入双发内外涵道以及核心区，

根据双发孔探结果、GE 和波音厂家答复，并综合考虑裂纹以及腐蚀风险后，停场完成双发

更换。 

1 二 损伤图片 

  

 

 

 



 

 

 

LPT叶片被泡沫灭火剂污染 

 

             右发孔探结果                         左发孔探结果 

三 厂家答复参考 

3.1 
GE答复如下： 

 

 

3.2 
波音答复如下： 

 



 

 

四   检查方法 

4.1 清水膜泡沫又叫水成膜泡沫比例 94（水）比 6（泡沫）,环保型 6%水成膜泡沫灭火剂

是一种高质量水成膜泡沫灭火剂，6%的配比浓度与水混合后扑灭非极性或碳氢燃料的火灾。 

如泡沫灭火剂误喷入发动机，高温部件接触低温液体可能导致热应变裂纹，同时泡沫灭火

剂对钛合金金属具备腐蚀性，可能造成发动机核心机叶片腐蚀。机身外表泡沫灭火剂如未

及时清理干净可能对机身结构有腐蚀，导致飞机空调系统出现异味，静压孔堵塞等现象，

因此针对灭火剂污染后制定如下检查处理措施： 

4.2 1.完成机身外表检查，参考 TASK 12-40-00-100-801 Clean (Wet Wash) the External 

Surfaces of the Airplane 检查飞机外表是否有损伤，并清洁飞机外表残留灭火剂； 

2.参考 AMM手册操作放下前缘襟翼和缝翼，后缘襟翼，检查内部结构和线路等是否有污染，

检查飞机各舵面无损伤，清洁残留灭火剂；操作检查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3.目视检查起落架和轮舱内部所有部件有无损伤，参考 FZ-H05-51-07-001 清洁残留灭火

剂，视情更换刹车毂及轮胎； 

4.检查皮托管和静压孔内无灭火剂堆积或堵塞，参考 AMM30-31-00/501 完成系统操作测

试； 

5.检查左右冲压进气道和排气口是否灭火剂污染，完成清洁。 

6.视情完成左右空调组件散热器反向冲洗或更换。 

7.确认 APU当时的状态，确认泡沫灭火剂有无进入 APU进气道；根据检查结果视情完成 APU

孔探工作。 

8.打开发动机风扇包皮检查发动机各电气原件，部件和管路等有无损伤，有无灭火剂残留

物，完成清洁； 

9.参考 TASK 71-00-00-800-802-F00 Foreign Object Damage Inspection 目视检查可视部



 

分发动机内涵和外涵道无残留物，检查发动机风扇叶片无损伤； 

10.依据 AMM72-00-00-100-803-FOO 用清水完成发动机涵道清洗； 

11.依据 AMM71-00-00-700-821-FOO 完成干冷转，长时间开空调，检查驾驶舱客舱有无异味； 

12.根据 AMM 72-00-00-200-803-F00 孔探检查 LPC ； 

13.根据 AMM 72-00-00-200-804-F00 孔探检查 HPC； 

14. 根 据 AMM  72-00-00-200-808-F00 ， AMM 72-00-00-200-809-F00 ， AMM 

72-00-00-200-811-F00 和 AMM72-00-00-200-812-F00孔探检查 LPT； 

15.检查核心机各叶片根部是否有白色异物； 

16.检查静子叶片和转子叶片的间隙中是否有白色异物； 

17.参考 TASK 12-13-11-100-801 完成双发滑油系统冲洗； 

18.综合检查结果及时通报 GE和波音，获取最终建议。 

五 信息通报要求 

 N/A 

六 特别控制要求 

 N/A 

七 修订历史 

 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