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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AT 737 技术问题说明
 

提示单编号 撰写 改编 批准/日期 

TIP737-2021-36-003  李政卫 曾晶 张大伟/2021.1.28 

标题 引气排故的辅助手段 

一、适用性 

737NG 

二、背景描述 

737NG 引气系统因其部件的不可靠性，在日常故障处置中占据了较多的位置，这些年随实时

监控的扩展，尤其是在 2018 年做了较大逻辑调整后，故障趋于稳定，冷路和部分热路的趋势性故

障得到了提前捕获，跳开了故障得到了较好的缓解。但对于 BAR、0311 线束、信号管和部分 PRSOV

的故障尚无有效手段监控。从排故而言，能拿到跳开前的引气温度和压力数据，加上飞行高度和

推力情况，基本上引气故障排故的精准性能得到相对好的提升。没有的话，就需要从冷路和热路

的配合，结合报文的温度压力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这一判断在报文标准操作中有相关说明。 

三、解释说明 

   辅助手段的主要讲机上读取和译码结合两种。 

一），机上读取温度 

1，方法 

737NG 机队的 DFDAU 两种构型，一种为 HONEYWELL，另一种为 TELEDYNE，约三份之

二是霍尼韦尔构型的 DFDAU，下图为 HONEYWELL 的界面，可以直接去读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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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压 MCDU 上的 MENU 键进入 MCDU 主菜单   

(2) 在 MCDU 主菜单下，按压 ACMS 左行选择键进入 ACMS 主菜单。   

(3) 在 ACMS 菜单下，按压 ALPHA 右行选择键进入 ACMS:ALPHA CALL-UP CTRL 页。 

(4) 在 ACMS:ALPHA CALL-UP CTRL 页面,按压 ALPHA MENU DISPLAY 右行选择键进入

ALPHA CALL-UP 页面。 

(5) 在 ALPHA CALL-UP 页面下，将“N1”输入便笺行,然后然后按下第一行“*□□□□”

左行选择键，这时就可以看到左右发的 N1 值。同理，将“DP”输入便笺行,然后然后按下第二行

“*□□□□”左行选择键，这时就可以看到左右发的引气压力值。将“POT”输入便笺行,然后

然后按下第三行“*□□□□”左行选择键，这时就可以看到左右发的预冷器出口温度。 

2，案例 

   有了实时监控，可以更详细的知道不同发动机转速下的引气温度和压力，同时还可以通过开

关空调，开关发动机进气道防冰，大翼防冰（注意时间限制，不能在地面长时间开大翼防冰，最

好不要超过 30s），脱开 PCCV 信号管、锁高压级活门试车等方式改变引气系统的工作状态，进行

故障隔离。 

    以下为该机的监控报文，可以看出双发高功率情况下引气压力正常，左发温度高。通过系统

原理分析可以知道，在 390F 以后 PCCV 开，在 450F 以后 450 传感器放气减少 PRSOV 的开度。

如果此时压力还没有减少的话，表明要不就是 PRSOV 存在卡滞，无法全关；要不就是 450 未放

气；或者是指示问题导致的漂移。（指示漂移在自行改装的飞机上确有出现，原装则很少发现） 

      

    为了验证是否为指示问题，做了试车和温度压力读取，相关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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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数据，其实可以看出引气的温度和压力随发动机功率变动波动是正常的。说明不是

指示问题，后通过更换 450 解决。 

二），译码 

对于有完整数据的软件和 DFDAU，引气的温度和压力是可以直接译码获取的，

对于此，基本上在排故上就没有大的障碍，因为很容易通过飞行高度，推力大小，引

气跳开前的温度压力，就知道是哪一级出的问题，是冷路气不足吗，还是 PRSOV 活

门该关未关，或是 450 出现了调节问题。下图是波音在培训时提供的译码案例。 

 

     自己译码软件 AGS，包括此前的 AIRFASE，其实有一部分飞机是可以获取到飞机的引气压

力情况的，实测只有极少的几架，不知道是不是软件库的问题，没有办法读取，其他飞机是可以

通过译码软件获取到飞机的引气压力变化的情况。其实结合报文数据大概就能有一个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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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图是使用 AGS 译码所得到的引气压力在同一高度层，随推力大小变化，所产生压力波动。 

 

    其实即使没有引气压力的值，参考报文给出的温度和压力值，结合译码可以得到的在该时间

点下发动机功率、飞行高度。还以可以理清排故的思路。 

    还有一种方式，大家基本上没有用过，是用 ACMS 译码软件。对于 HONEYWELL 的构型，

在当时设置引气报文的时候，附加了一个功能，就是记录在报文触发前和后各 5 分钟的引气压力

和温度。这个数据是用附加文件的方式存储在 PC 卡里的，通过 ACMS 解译软件可以读出来。但

运用情况不好，在 PC 存的过程中，常常发生数据丢失，且记录的间隔时间较长，并不连续，因

而后面没有再使用。 



5/6 

 

 

四、小结  

     引气排故中，结合基础报文和译码，可以一定情况下缩小排故的范围。结合有译码的这部

分飞机，则可以进一步得到跳开和引气变化的整个过程。而再没办法，还可以通过试车的方式来

得到数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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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发动机 5 级和 9 级在不同功率下的引气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