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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民用航空已经成为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尽管如此，飞行带来的每一次灾难都是触目惊心的。
飞行事故催生了安全理念的发展，对安全的渴求带动了航空记录器的更新换代。
飞行事故调查时所需要的“人证”和“物证”很大部分来自于“黑匣子”，其中舱音记录器记录的舱
音信息作为异于飞行参数信息的重要机载证据源，同时记录了反映飞机和设备工作状态的客观声音以
及反映驾驶员操纵和情感特征的主观声音，为分析判断飞行人员的操纵、意识、生理、心理状况等提
供了手段，为重构飞行事故过程、调查飞行事故原因提供了“有声”的证据。
本书指导思想是立足民航、着眼国外、围绕技术、突出应用，针对国内外关于飞机舱音记录器及舱音
信息是什么、怎么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全书共分为6章：第1章主要讲述航空记录器及其标准的发展演化；第2章着重对舱音记录器的结构特点
、工作原理、性能指标、生产实体和装机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第3章介绍了舱音信息分析的相关理
论及方法，包括舱音信息的概念与定义、常用的几种数学分析方法；第4章从工程应用角度介绍了多
种舱音信息分析技术，包括舱音信息机理分析、舱音信息特征分析、端点检测、语音增强与识别、情
感分析等；第5章探讨了基于舱音信息和飞行数据的信息融合技术在故障诊断和故障预测方面的问题
；第6章研究了舱音信息在飞行事故调查中的应用问题，包括飞行事故发生机理分析、飞行事故调查
的一般流程、飞行事故调查时所用到的证据源，着重对舱音信息在飞行事故调查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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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专门介绍舱音系统和舱音信息的分析及应用，主要内容包括国内外航空记录器及其标准的发
展演化，着重对飞机舱音记录器进行详细介绍，并结合作者研究团队近年来的科研实践，对飞机舱音
信息进行了技术分析，探讨了利用飞机舱音信息和飞行数据融合技术进行故障诊断和故障预测的问题
，研究了飞机舱音信息在飞行事故调查方面的应用问题。
　　本书突出特点是在内容选取上注重国内外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在结构编排上侧重基本理论和
典型应用的有效结合，注意图文表并茂、深入浅出，力求便于读者理解；在描述角度上侧重从宏观入
手，以国外的角度看待国内问题，以民航的视点看待军用问题。
　　本书可作为飞行事故调查与分析人员、航空安全管理人员、装备管理人员、飞行人员、装备维修
人员、地勤保障人员及高等院校航空安全专业的培训参考书，同时对从事声音分析及处理的广大工程
技术人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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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摄像头的数量和覆盖范围，需要两三个摄像头分别记录前仪表板，1个记录头顶仪表板。
（6）合适的数据压缩技术。
为了充分利用数字记录介质的容量，使用若干视频压缩算法是必需的。
事故调查依赖的是选定算法记录的信息，每一张图片单独包含在自身的数据文件中，这些数据文件对
于图像的重构是必需的。
同时，选定算法必须能实时工作，即必须调整压缩率应付每秒数量众多的图片。
EUROCAE建议使用JEPG技术。
JPEG是合成成像专家组（Joint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提出的，它把每一张视频当成一张独立的图
片，利用可预测的预先设置的压缩率进行压缩，获得预期的文件大小。
整个压缩率是12：1，将获得与SV[{S视频记录器同等效果的视频质量，从而满足大部分要求。
这种合成记录技术能有效地把视频序列转化为一系列静止图像，能很好地刻画出场景细节。
各种军事和商业安全系统表明，采用每4s更新一帧的速度非常适合追踪事故过程。
（7）视频复用（Video Multiplexing）。
为了避免多记录器现象，在多摄像头视频系统中有必要把各种摄像头输入转化为单一的视频信号，这
种技术叫做“视频复用”。
它能把第一个摄像头的输入视场，第二个摄像头的输入视场等进行统一编码。
如果一个摄像头的输入比其他重要，则它的更多视场被采用，或该通道返回记录多次。
试验中，如果一个通道一次有多于4个视场被记录，可靠性将会更高。
（8）照明（Lighting）。
现代单色CCD摄像头利用自动电子快门（automatic electronic shut—tering）能在全月光（0．11ux）到
全日光（1000001ux）范围内正常工作。
它们对座舱宽泛条件变化时的适应能力使得它们成为座舱环境使用的理想选择。
但是，当它们的视场一部分是黑色的仪表板，另一部分是白色的挡风玻璃时，反映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精确巧妙的布局，视场内特定部分的伪装将是必不可少的。
（9）磨损（Wear）。
如果一个系统一天24h连续工作，更换磁带的维护要求相对较高，导致航空公司的代价较高，但是固
态数字系统不需要上述维护。
（10）质量（Quality）。
由于视频信号是高频率宽带信号，磁带记录器的质量会随着使用而损坏。
大部分专家建议一个VCR磁带一般不要使用超过10次。
使用闪存的数字系统拥有200000次擦写寿命，极大地减少了维护量。
（11）灵活性（Flexibility）。
相对于磁带记录系统，数字系统拥有的最大的优势在于能迅速进入特定的图像或图像序列。
一个磁带系统基本上是一个串行装置，使用者必须从头开始寻轨直到想要的图像序列。
对于数字记录系统，使用者能轻易地利用时间或警示进入到想要的图像序列。
这就意味着警示能够被数字系统标定，例如，火警、飞机高度掉至10000英尺以下警告以及飞行事故调
查要求的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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