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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航材作为综合后勤保障(ILS)的物资基础,其科学的预测与合理的配置是有效保障民用飞机安全经济

运行的前提。为了使利益攸关方(制造商、运营商、维修商等)实现共赢,本文针对现有民用飞机航材预测与配

置管理技术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发展趋势。首先,介绍了民用飞机航材预测技术的研究现状;然后,论述了民用

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的研究现状;最后,在总结现有关于航材预测与配置理论和方法的优势与不足的基础

上,对民用飞机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的发展进行了趋势分析,为国产民用飞机航材综合管理提供参考,进

而提升民用飞机维修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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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thematerialbaseofintegratedlogisticsupport(ILS),scientificpredictionandreasonableconfigu灢
rationofsparepartscaneffectivelyensurethesafeandeconomicoperationofcivilaircraft.Toachieveall灢win

resultsforstakeholders(manufacturers,operators,repairers,etc.),thispaperconductsaninvestigationonthe

predictionandconfigurationmanagementtechnologiesforcivilaircraftspareparts,anddiscussesitsdevelop灢
menttrendinfuture.Firstly,theresearchstatusforthepredictiontechnologiesofcivilaircraftsparepartsisin灢
troduced.Secondly,theresearchstatusfortheconfigurationmanagementmethodsisexploredofcivilaircraft

spareparts.Finally,thedevelopmenttrendofcivilaircraftsparepartspredictionandconfigurationmanagement

technologyisstudiedbasedon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heexistingmethods.Theaimofthispaper

is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comprehensivemanagementofdomesticcivilaircraftspareparts,andtoimprove

themaintenancesupportsystemofcivil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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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航材作为综合后勤保障(IntegratedLogistic

Support,简称ILS)的关键物资资源,其预测的科

学性和配置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制造商、运营商、

维修商等攸关方的利益,同时也关乎民用飞机安全

经济地运营。目前全球民航业储存了500亿美元

的航材,约占航空公司75%的库存资金和25%的

流动资金,但实际上大部分航材的利用率和周转率

极低,只有25%的航材被使用,航材管理存在紧急

缺货或过度积压等问题,进而造成飞机停场(Air灢
craftonGround,简称 AOG)或资源浪费现象[1]。

如何有效解决现存的问题,取得利益攸关方共赢的

局面,是目前民用飞机航材综合管理研究的重点和

热点。

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航空业就已经认识到

因缺乏航材或航材囤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运营

能力降低的问题,深知开展航材综合管理研究的重

要意义,多年来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进行实际运

用。国内外对于民用飞机航材综合管理研究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航材预测管理,其目的是结合

航材消耗规律、历史数据、相关影响参数等预测未

来某一段时间的航材需求预测值,避免航材采购量

与实际需求产生偏差;二是航材配置管理,其目的

是依据机队当前的运营规模和需求,结合航材支援

网络站点的分布特征,将采购的航材进行合理分

配,以期能够在保障机队可用度的前提下,合理实

现航材库存管理,降低运营支持成本。众多航空公

司和主制造商基于航材需求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

的研究进行了工程运用,为客户提供周到快捷的航

材支援服务。例如,波音公司启动了全球飞机库存

网计划(GlobalAirlineInventoryNetwork,简称

GAIN)[2],空客公司建立了经ISO9000认证的华

欧航空支援中心[3],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建立了基于

SPEC2000的中央备件库和卫星库。

为了完善和发展国产民用飞机维修保障体系,

本文针对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进行研究,总结

现有理论和方法在航材综合管理方面的优势与不

足,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民用航

空行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支持。

1暋民用飞机航材预测技术研究现状

民用飞机航材预测作为航材支援体系工作的

重点内容之一,其相关技术的有效性是实现航材精

准预测的基础,同时也是合理指导航材计划采购和

供应的重要参考[4]。航材预测的意义在于不仅可

以提高民用飞机保障工作的预见性、决策科学性和

针对性,而且可以保障民用飞机运营过程中的安全

性和签派可靠性。随着民用航空业的稳步发展,关
于民用飞机航材预测的技术也得到快速发展,目前

主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如图1所示):基于时间序

列法的航材预测技术、基于回归分析法的航材预测

技术和基于机器学习的航材预测技术。此外,每类

航材预测技术还包含多种方法。

图1暋航材预测技术研究框架

Fig.1暋Researchframeworkofspareparts

predictiontechnology

1.1暋基于时间序列法的航材预测技术

时间序列是指依据时间数列对其进行发展趋

势预测的方法,并且具有趋势性、季节性、周期性、
不规则性等特征[5灢7]。对于航材预测的时间序列

法,本文将针对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灰色预测

法等研究现状进行论述。
基于移动平均法的航材预测是在考虑航材消

耗的趋势性和周期性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一定程

度的修正来消除不规则扰动对航材预测精度的影

响。左山等[8]利用移动平均预测法建立航材消耗

的预测模型,并探讨移动平均项数对预测误差的影

响;董健康等[9]运用中心移动平均法建立了航材备

件定量订货模型,用以提高航材采购数量的精确

性;F.R.Johnston等[10]采用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法

对航材消耗量进行了预测,并通过均方差对分析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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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进行了比较,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T.R.Wille灢
main等[11]在分析航材寿命特征分布的前提下,将
移动平均法用于航材消耗预测分析;张大鹏等[12]

将移动平均法应用于消耗性航材需求的预测,并通

过案例对方法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
基于指数平滑法的航材预测是基于移动平均

法发展而来的,结合前期的数据和预测值,经过加

权后获取目标的预测值,用以消除航材需求预测过

程中的不规则和随机扰动情况[13]。郭峰等[14]采

用指数平滑法进行航材消耗定额预测,通过对比分

析说明不同指数平滑法对于航材预测精度的影响。
指数平滑方法、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法等适用于连续

需求的预测方法,一度被用来进行需求预测,但其

结果精度不高,尤其在需求中有大量的零的情况

下,因此J.D.Croston综合考虑需求时间间隔与消

耗历史的影响,在指数平滑方法基础上提出了 Cr灢
oston方法用以实现航材预测[15];但实际中,很多

需求都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预测精度不是很高。
后来 A.A.Syntetos等对此作了改进,针对实际需

求预测中并非所有需求都满足正态分布的情况,通
过对 Croston方法的修正给出了需求间隔的近似

无偏需求[16灢17];刘晓春等[13]基于指数平滑方法针

对装备维修过程中所需备件进行了预测研究;杨杰

等[18]对需求与装置检修相关的备件进行了研究,
将指数平滑用于备件预测,并从分析精度的角度进

行了验证。
航材消耗数据呈现波动情况,无法得到有效统

计和计算,航材预测可用灰色系统理论进行实现。
并且,航材消耗是由飞机飞行任务、状态情况、保障

情况等多个因素共同影响,众多因素潜在而复杂的

影响使 得 航 材 消 耗 具 有 明 显 的 灰 色 性。郭 峰

等[19]、支乐等[20]结合历年航材消耗数据,利用灰

色系统理论中的 GM(1,1)模型对航材需求进行

了预测分析;刘杨等[21]针对装备贮存过程中备件

需求呈现间断性的情况,结合灰色理论建立了需求

备件预测模型;张扬等[22]在 GM(1,1)预测模型中

引入修正因子修正灰色预测结果,提高航材预测精

度,通过实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杨冰冰[23]在研

究 GM(1,1)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维 GM(1,

N)灰色预测模型,对飞机大修航材消耗量进行了

分析;万玉成[24]将 GM(1,1)模型和未确知聚类模

型应用于航材预测,并结合案例说明了其方法在航

材需求量确定方面的有效性。
此外,刘信斌等[25]充分考虑了季节性对航材

需求的影响,综合分析了航材需求的各种因素,利
用航材实际需求数据,通过逐期差分和季节性差分

转化为平稳的时间序列,采用自回归移动平均移动

模型-乘积季节模型对未来航材需求做短期预测;
毕钊等[26]考虑了时间序列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提出了基于 R 语言 SARIMA 的航材预测模

型,对后期航材需求进行了分析;A.A.Ghobbar
等[27灢29]探究了温特斯方法、季节回归方法等在航

材预测方面的应用,并通过英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之

一的组件检修车间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验证;R.H.
Teunter等[30灢31]使用英国皇家空军的大型数据集,
将Bootstrap法用以预测间断型航材的需求。

虽然上述研究工作可为航材预测提供支持,但
是当航材历史消耗数据波动较大时,基于时间序列

法的航材预测值与工程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偏

差,进而导致不能有效指导航材采购及后期供应。

1.2暋基于回归分析法的航材预测技术

航材预测值实质上会受到单因素或多因素的

影响,一般通过回归分析法建立目标输出与输入变

量之间的关系,确定航材消耗与影响变量的关系方

程,将其作为航材需求预测模型,依据输入变量的

变化实现航材需求预测。
近年来,许多研究人员对基于回归分析法的航

材预测技术进行了研究。汪娅等[32]考虑航材消耗

因素的影响,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开展了消耗性航材

的需求预测研究;陈振林等[33]提出了一种非参数

回归的航材消耗预测模型,探究了该方法在航材预

测方面的应用;杨仕美等[34]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小

二乘支持向量机和信息熵组合的航材需求预测方

法;GuoF等[35]提出了一种回归分析组合方法,基
于周转数据实现飞机航材的需求预测。

关于回归分析法在航材预测方面的应用主要

存在的问题为:当涉及影响因素过多时,回归分析

法预测分析的精度会降低,不能有效实现航材需求

预测。此外,当变量参数维度较高时,需要足够的

样本支撑来实现回归分析模型的建立。

1.3暋基于机器学习的航材预测技术

支持向量机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是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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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典型方法,这两种方法不仅适用于研究航材

预测值与影响参数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适用于通过

历史消耗数据来实现航材预测的情况。
目前,基于支持向量机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

航材预测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牛余宝等[36]

考虑飞行时间、起降次数等因素,建立了支持向量

机回归模型,对飞机的航材消耗预测进行了研究;

Z.S.Hua等[37]基于逻辑回归方法与支持向量机

提出了一种用于实现间断性航材需求预测方法;薛
彦轶等[38]考虑保障任务、航材性能、环境及人事等

影响因素,建立了航材预测模型,用以实现系统航

材的需求分析;孙伟奇等[39]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

机应用于新机备件需求的预测;韩玉等[40]结合粗

糙集的理论知识分析航材消耗的影响因素并去除

冗余,利用神经网络找出消耗数量和影响因素之间

的非线性关系,建立航材消耗的预测模型;钟颖

等[41]针对备件需求预测的非线性及时间序列的特

点,采用BP神经网络对备件实现了较高的精度预

测;A.S.Vander等[42]结合备件消耗信息,探究人

工神经网络模型在备件需求预测中的应用;孙

蕾[43]运用人工神经网络对民用飞机航材进行了预

测,并验证该方法在工程领域的适用性;E.Levner
等[44]基于神经网络模型对具有缺货订单和区间需

求的民用飞机多级备件库存进行了分析;J.E.
Boylan等[45]将近年来备件需求预测方法和技术进

行了总结,其中大多数方法集中在支持向量机和人

工神经网络方面;李连等[46]采用附加动量项和变

步长思想对 BP神经网络进行改进,提出了改进

BP神经网络算法,并将其用于航材需求量的预测。
尽管机器学习理论相对于传统方法在航材预

测方面表现出了相对优势,但是其相关理论发展目

前仍在探究阶段,在工程实际应用方面的可行性还

需进一步验证。此外,机器学习的航材预测技术是

建立在大量有效数据的基础上,因此仍需结合工程

实际数据进一步探讨其可行性。
以上三类航材预测方法各有特点,在航材需求

预测的工程应用中,应当根据航材本身的特征和预

测问题的实际情况,分析并选择合理的方法。民用

飞机航材预测技术三类方法的对比分析如表1
所示。

表1暋民用飞机航材预测技术研究现有方法比较

Table1暋Comparisonofexistingmethodsforcivilaircraftsparepartspredictionmanagement

方法 数据源 理论基础 优点 不足 应用

时间序列法 历史航材消耗数据

移动平均法

指数平滑法

灰色系统理论

季节性差分自回归

滑动平均模型

可 进 行 短 中 长 期

预测

当数据具有波动性

时,预测精准度低

航 材 消 耗 量 波 动

不大

回归分析法

航材成本、机队规模、
运营小时、保障率、拆
换量等

非线性回归

线性回归

准确表达预测因素

与预测值的关系

因素过多时预测精

准度下降,变量多维

时样本需求量大

预测量受多因素影

的航材

机器学习

航材成本、机队规模、
运营小时、保障率、拆
换量等

支持向量机

人工神经网络

具有自学习能力,可
高 速 寻 找 预 测 最

优解

工程可行性需验证

理论和算法需要完

善优化

非线性系统

2暋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研究
现状

航材配置管理是航材支援体系另一工作重点,
其目的是实现航材的合理分配,使航材库存保持在

一个安全有效的水平,避免库存紧缺或资源浪费的

现象,保障飞机在运营过程中发生故障时能够及时

获取所需航材,提高维修效率和日利用率、保障签

派可靠性、降低运营支持成本等。目前,国内外已

对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主要包括基于解析方法的航材库存配置管理技术

和基于优化算法的航材 配 置 管 理 技 术,如 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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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研究框架

Fig.2暋Researchframeworkofspareparts

configurationmanagementtechnology

2.1暋基于解析方法的航材配置管理

民用飞机航材库存管理源于美国兰德公司为

美国 空 军 研 制 的 多 级 库 存 管 理 (Multi灢Echelon
Techniquefor RecoverableItem Control,简 称

METRIC)理论[47],该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两个基

本假设基础上的两级(基地级和基层级)维修保障

系统评估与优化模型,其假设条件为:两级修理车

间具有无限修理能力(修理设备数量是无限的),故
障件到达后无需等待立即进入修理状态;故障件失

效率与工作件的数量无关。METRIC理论被广泛

应用于复杂装备的备件配置管理,例如欧洲的海军

及空军广泛应用 OPUS商业软件来进行航材配置

管理,而该软件普遍采用 METRIC模型。
当前工程领域所采用的航材库存管理方法都

是基于 METRIC理论发展而来,且受到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并开展了大量研究。C.C.Sherbrooke
等[48]在静态Palm 定理的基础上,对所有库存数量

可能的排列组合计算分析相应的期望缺货值,寻找

在总费用约束下使备件使用效能最大的 METRIC
模型;郑超[49]结合 METRIC模型,引入虚拟库存

管理理论,建立了以保障备件供应率为约束、以备

件库存网络总体成本最小为目标的改进 METRIC
模型;M.Z.Ruan等[50]基于 METRIC理论和系统

分析方法,通过引入拉格朗日因子,建立了基于多

约束的备件动态配置模型,用以解决受备件成本、
备件数量、质量及规模所影响的备件配置问题。随

后,在深入研究 METRIC理论的基础上,演化出了

DYNA灢METRIC模型、VARI灢METRIC模型以及

MOD灢METRIC模型[51灢53],且这些方法均得以应

用,其发展历程如图3所示。

图3暋METRIC模型发展历程

Fig.3暋DevelopmentofMETRICmodel

J.F.Burns等[54]提出了 DYNA灢METRIC 模

型,该模型考虑多级库存且以系统可用度为目标,
在动态战时环境下后勤支持过程影响飞行部件的

性能,它使用非稳态的复合泊松分布过程来得到实

际的初始航材供应环境的动态特征,所要求的限制

条件很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许多工程实际问

题,从而树立了 METRIC模型族在航材预测领域

里的地位;J.A.Muckstadt[55]结合 MOD灢METRIC
模型探讨了备件配置数量,可在总成本约束下最小

化整体系统的缺货数量来得到各维修层级备件数

量,并在 F灢15 武器系统上 得 以 应 用;T.Graves
等[56]针对 METRIC模型中期望缺货值的误差进

行分析,采用负二项分布代替泊松分布,将 VARI灢
METRIC模型应用于备件配置管理;孙蕾等[57]基

于 VARI灢METRIC理论,建立了以平均等待备件

时间为目标,以费用为约束的多层次库存模型,应
用边际分析法进行寻优,解决了航材多级库存优化

配置问题。
此外,国内一些科研机构也从不同角度开展了

基于解析方法的航材配置管理研究,如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康锐教授课题组通过对备件特征参数和备

件满足率的研究,建立了以保障率为约束的备件配

置模型,分析了影响备件需求的主要因素、装备维

修需求和备件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且给出了备件配

置的计算方法[58灢59]。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左洪福教

授课题组对 METRIC模型进行了研究,以最小化

系统的总成本为目标,保障率为约束,建立多级库

存配置模型,并通过与仿真试验结果进行比较,验
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60]。西北工业大学冯蕴雯教

授课题组对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进行了系统地

研究,首先对备件库存优化进行了研究,分别基于

修理级别和冗余系统对备件库存配置的影响,考虑

部件的故障过程、维修周转以及订购补给情况提出

了修理级别与备件库存进行联合优化的非线性模

型[61灢62]和基于马尔科夫的冗余系统备件与冗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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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优化模型[63],并采用 PSO 算法进行求解,
以到达节省维修费用的作用[64];然后针对现有的

备件库存优化模型无法准确描述民用飞机可修件

由于不能修复如新导致其性能逐次劣化及一定维

修次数后报废的实际情况,结合准更新理论、排队

论和VARI灢METRIC 模型提出了考虑不完全维修

的民用飞机可修件多级库存规划方法[65];在实际工

程中会产生某一航站发生备件短缺直接从相邻航站

进行备件补给的横向供应情况,并且横向供应模式

会比传统保障模式节约更多的时间与成本,因此,将
工程实际因素中的维修比例、横向供应和重要度分

别引入 METRIC模型,构建了以可用度或保障率为

约束、以航材成本或维修成本为优化目标的航材单

级和多级配置模型,结合边际分析法、改进边际分析

法等实现模型求解,实现航材配置管理,将所提算法

通过B737NG、B787、A330等运营数据进行了验证,
为ARJ21飞机航材库存管理提供参照[66灢68];最后,
在此基础上特别对民用飞机LRU的备件库存配置

进行了详尽的研究[69]。海军工程大学李庆民教授

课题组放宽了 METRIC模型中无限维修总体的假

设条件,对故障件的平均维修周转时间及备件供应

渠道进行了修正,分析了在多级修理模式下串件拼

修的特点,建立了非串件系统、串件系统以及不完全

串件系统的可用度评估模型[70灢71]。
上述工作为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提供了理

论支撑,可为工程实际应用提供参考。然而,当航

材配置过程中涉及大量研究项目时,解析方法在求

解过程中相对繁琐,进而导致计算时间很长甚至无

法完成问题的求解。

2.2暋基于优化算法的航材配置管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优化算法也

随之涌现,且在各个领域得以应用。对于民用飞机

航材配置管理,该类方法也同样适用。
针对航材配置管理的优化算法,国内外已开展

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P.Batchoun
等[72]为了最小化意外故障造成的延误成本,使用

遗传算法确定种群规模、迭代次数等参数并进行测

试,以优化备件配置,并通过算例数值结果说明了

该方法的有效性;李圆芳[73]建立了考虑总体保障

率和航材总体占用资金较少的航材配置优化模型,
并采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P.P.Luis等[74]

将粒子群优化算法与局部搜索相结合,以解决航材

备件的多级库存配置优化问题;田静等[75]以系统

保障率为目标函数,引入成本变量,利用对收缩扩

张系数和进化因子改进后的量子粒子群算法,用以

求解单位成本系统保障率最大的航材配置模型;张
斯嘉等[76]建立了存储保障费用与战备完好性相结

合的多目标决策模型,结合基于蝙蝠算法进行优化

计算得到的存储方案可以在战备完好性尽可能高

的前提下保证费用最低;E.S.Ali等[77]通过蚁狮

算法实现了复杂装备机械的多级别多层次的备件

库存优化配置;张家维等[78]建立了航材配置的多

目标优化数学模型,基于帕累托支配概念和蚁狮算

法提出了多目标蚁狮算法实现航材配置优化模型

的求解。
基于优化算法的航材配置管理在计算效率上

具有一定的优势,且对于维度较高的问题不敏感,
但是,由于求解过程中初值的选取具有随机性,导
致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离散性。此外,关于航材配

置管理的优化算法研究,目前仍停留在理论研究方

面,考虑的工程因素尚不全面。以上两类航材配置

管理技术各有特点,在航材配置管理的工程应用

中,应当根据航材配置问题的特征和数据基础,分
析并选择合理的方法。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技

术两类方法的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

表2暋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研究现有方法比较

Table2暋Comparisonofexistingmethodsforcivilaircraftsparepartsconfigurationmanagement

方法 数据源 理论基础 优点 不足 应用

解析方法

维修级别、飞行小时、
机队规模、重要度、飞
机停机时间等

METIRC模型

充分考虑航材保障

等级、产品层级和全

寿命周期

精确性较低
具有多级库存的航

材配置问题

优化算法

各航 材 仓 库 供 应 量、
供应 时 间、系 统 保 障

率、维修周期、航材成

本等

遗传算法

粒子群算法

量子粒子群算法

启发式算法

求解较快可适用于

高维问题

初值选取具有主观

性和随机性

工程可行性需验证

多目标优化的航材

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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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民用飞机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
术发展趋势分析

随着全球民航事业的发展,民用飞机机队规模

不断扩张,其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成为综合后勤保

障的重要关注点。为了有效实现民用飞机航材的

精准预测和合理配置管理,在前期研究和对国内外

相关文献追踪的基础上,梳理出民用飞机航材预测

与配置管理技术发展趋势愿景,如图4所示。

图4暋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发展趋势愿景

Fig.4暋Developmenttrendofsparepartspredictionand
configurationmanagementtechnology

从图4可以看出:民用飞机航材支援体系工作

主要包括航材预测和航材配置管理,其相关技术发

展趋势具体可描述为:
(1)航材预测技术。随着民用飞机运营实际

增长,以及相关的航材历史消耗数据积累,尽管机

器学习模型在航材预测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但
是结合实际数据的机器学习模型的航材预测适用

性仍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随着近年来大数据理论

的快速发展,将深度学习模型应用于航材预测以及

其可行性研究,有望成为下一步实现航材科学预测

的可行途径;当前国产民用飞机已陆续投入运营,
借鉴国外成熟机型航材预测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大

数据理论,实现航材精准预测、合理采购和供应将

是未来国内民航业的工作重点之一。
(2)航材配置管理技术。虽然民用飞机航材

配置管理已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大多数研究仅从

理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因此,为了有效指导工程

实际,避免航材紧缺和资源浪费的现象,在满足持

续适航要求的条件下,提高维修效率和日利用率,
降低运营支持成本,下一步仍需从工程需求的角度

开展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的研究,如考虑维修工程人

员、地面支持设备(GroundSupportEquipment,简
称GSE)和航材一体化的配置管理技术,针对现有

的优化算法,仍需进一步探究其在工程方面的有效

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适用于民用飞机航材配置

管理的优化技术。当前各大制造商和运营商正趋

于将维修资源进行整合,因此考虑共享模式的航材

配置管理技术研究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研究热点。

4暋结束语

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一直是民用飞机航

材综合管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方向,其合

理的预测航材需求量以及高效的航材配置管理极

大地影响了利益攸关方(制造商、运营商、维修商

等)的运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本文通过研究民用

飞机航材预测技术和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的发展现

状,分别将航材预测技术分为基于时间序列法、基
于回归分析法和基于机器学习模型三大类,将航材

配置管理技术分为基于解析方法和基于优化算法

两大类,并对上述方法的研究现状进行逐一论述,
梳理出现有理论方法的优势和不足,为民用飞机航

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的工程应用提供了参考。
在此基础上,结合深度学习和共享模式在该领域的

发展潜力分析了民用飞机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

术的发展趋势,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行的建议和思

路,以增强民用飞机维修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有
助于增强国产民用飞机的市场竞争力,提升民用飞

机运行维护支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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