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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手册是飞机制造用模线样板专业的工具书。
它包括概述、理论模线设计、结构模线设计、样板设计与
制造、模线晒相和附录。
本手册简明地给出了模线设计的各种计算方法和基本公式；具体介绍了应用计算机
建立飞机外形数学模型和数控绘制模线的基本方法；用大量图表总结了样板设计的方法和样板制造的
途径；
详细地给出了模线晒相的各种配方和操作程序；在附录中列出了模线样板用的材料、工量具和设备。

本手册可供飞机制造业从事模线样板工作的技术人员和模线样板钳工使用，也可供航空院校师生和有
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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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5 样板的加强
4．4．2．6 切面样板的外廓尺寸
4．4．3 样板外形的加工
4．4．3．1 样板外形加工的一般规定
4．4．3．2 样板外形加工的一般技术
要求
4．4．3．3 样板外形加工的几种方法
4．4．4 样板钻孔
4．4．4．1 钻制工艺孔的技术要求
4．4．4．2 样板扩孔直径
4．4．4．3 按尺寸排导孔
4．4．4．4 其他孔的制作
4．4．5 样板画标记线和打标记
4．4．5．1 样板画标记线的技术要求
4．4．5．2 样板画线
4．4．5．3 样板打标记的技术要求
4．4．6 样板的协调
4．4．6．1 样板协调的概念
4．4．6．2 样板协调的要求
4．4．7 相板和样板的喷漆
4．4．7．1 相板和样板喷漆的作用
4．4．7．2 相板和样板喷漆的颜色
4．4．7．3 相板和样板的喷漆工艺
4．5 国外某飞机公司所用样板简介
4．5．1 常用样板的名称和用途
4．5．2 样板工艺孔
4．5．2．1 工艺孔的名称、标记和用途
4．5．2．2 有关工艺孔的规定
4．5．3 样板标记
4．5．3．1 样板标记中常用的英语缩写词
4．5．3．2 表示零件几何形状的标记
4．5．3．3 样板标记的有关规定
4．5．4 常用样板的基本特征和结构形式
4．5．4．1 LT――展开（外）样板
4．5．4．2 LTU――展开（外）相板
4．5．4．3 RLT――铣切用展开（外）样板
4．5．4．4 DLT――试压展开（外）样板
4．5．4．5 IPLT――仪表板展开（外）样板
4．5．4．6 PLT――局部展开（外）样板
4．5．4．7 FBT――成形模样板
4．5．4．8 AT――应用样板
4．5．4．9 CT――外廓样板
4．5．4．10 PBT――冲孔下料样板
4．5．4．11 PT――仿形样板
4．5．4．12 CMT――化铣样板
4．5．4．13 SFDT――拉伸成形模样板
4．5．4．14 SST――毛料样板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航空制造工程手册--飞机模线样板>>

4．5．4．15 RST――粗锯下料样板
4．5．5 有关样板设计、制造的若干问题
4．5．5．1 样板上外形交线、弯曲线、弯曲
中心线的使用
4．5．5．2 成形后修切余量（TAF）
4．5．5．3 装配中修切余量（TOA）
4．5．5．4 制动弯边（Locking Flanges）
4．5．5．5 缩比样板
第5章 模线晒相
5．1 模线晒相的分类与应用
5．1．1 定义
5．1．2 分类
5．l．3 应用
5．1．3．1 模线晒相技术的应用
5．1．3．2 各种晒相方法的应用
5．2 重氮晒相法
5．2．1 基本原理
5．2．2 湿法工艺
5．2．2．1 工艺过程
5．2．2．2 感光液配制
5．2．2．3 板面除油
5．2．2．4 涂布
5．2．2．5 干燥
5．2．2．6 曝光
5．2．2．7 显影
5．2．2．8 水洗
5．2．2．9 干燥
5．2．2．10 修相
5．2．2．11 检验交付
5．2．3 干法工艺
5．2．3．1 工艺过程
5．2．3．2 感光液配制
5．2．3．3 涂布与干燥
5．2．3．4 曝光
5．2．3．5 显影
5．2．3．6 修相
5．2．3．7 检验交付
5．2．4 故障分析与处理方法
5．3 铬胶晒相法
5．3．1 基本原理
5．3．2 着色法工艺
5．3．2．1 工艺过程
5．3．2．2 感光液配制
5．3．2．3 除油
5．3．2．4 涂布
5．3．2．5 干燥
5．3．2．6 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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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7 显影
5．3．2．8 着色
5．3．2．9 水洗脱膜
5．3．2．10 干燥
5．3．2．11 修相
5．3．2．12 检验交付
5．3．3 故障分析与处理方法
5．3．4 染色法工艺
5．3．4．1 工艺过程
5．3．4．2 感光液配制
5．3．4．3 涂布
5．3．4．4 干燥
5．3．4．5 曝光
5．3．4．6 显影
5．3．4．7 染色
5．3．4．8 固色
5．3．4．9 干燥
5．3．4．10 检验交村
5．3．5 故障分析与处理方法
5．4 重氮树脂晒相法
5．4．1 阳晒阳基本原理
5．4．1．1 基本原理
5．4．1．2 成相原理
5．4．1．3 成相原理的化学反应式
5．4．2 阳晒阳工艺
5．4．2．1 工艺过程
5．4．2．2 感光液配制
5．4．2．3 涂布
5．4．2．4 干燥
5．4．2．5 曝光
5．4．2．6 显影
5．4．2．7 定影
5．4．2．8 干燥
5．4．2．9 修相
5．4．2．10 检验交付
5．4．3 故障分析与处理方法
5．4．4 阴晒阳基本原理
5．4．5 阴晒阳工艺
5．4．5．1 工艺过程
5．4．5．2 感光液配制
5．4．5．3 涂布
5．4．5．4 干燥
5．4．5．5 曝光
5．4．5．6 显影
5．4．5．7 定影
5．4．5．8 干燥
5．4．5．9 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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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10 检验交付
5．4．6 故障分析与处理方法
5．5 几种晒相方法的分析与对比
附录A 模线设计、样板制造用材料、
工量具和设备
附录B 模线晒相用材料和设备
附录C 模线设计和晒相的
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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