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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动 机 的 功 能 是 为 满 足 用

户、飞机等利益相关方的

期望而执行的动作或活动

的抽象描述。功能分析则是一个将

利益相关方需求转换为系统的功能

性特征和功能架构的过程。功能分

析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系统的功能

以及功能之间的关联。一般在具体

的型号 / 项目开发过程中，从顶层任

务分析和利益相关方需求的捕获开

始，针对其中的功能性需求开展产

品的顶层功能识别和定义，再将顶

层功能按一定的解构思路分解成子

功能，并定义功能运行的逻辑关系，

进而形成系统的功能架构。对于功

能分析方法的研究，可以为中国航

发运营管理体系（AEOS）中的架构

设计活动提供面向功能逻辑的分析

方法支撑，并与其他的流程活动的

开展构建广泛的关联。

功能分析的重要性
功能分析在提高需求完整性、生成

功能架构、拓展创新思路等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各企业结合技术领域

发展趋势分析和工程实践，相继推

出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方

法论和过程定义，但无论是基于文

本的还是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并

未降低功能分析的必要性。基于模

型化的需求，借助建模语言和工具

软件的引入，使得功能分析、功能

定义或者功能 / 逻辑架构的设计过程

的内容不断丰富，对系统功能的描

述更加规范统一，功能分析过程的

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功能架构的权

衡得以更系统地开展。

以 图 1 所 示 的 美 国 军 标 MIL-

STD-499B《系统工程草案》中定义

的椭圆形系统工程过程模型为例，

反映出功能分析是需求分析、设计

综合过程迭代循环的关键一环，即

功能分析通过与需求分析的循环迭

代不断提升需求的完整性，通过与

设计综合的迭代完成功能架构的定

义与确认。从系统工程过程演进来

看，功能分析始终是其中的关键环

节。 在 2015 年 最 新 发 布 的 ISO/IEC/

IEEE 15288 标准和国际系统工程协

会（INCOSE）发布的系统工程手册

（V4.0）中，更是把功能识别、功能

定义和架构定义等作为相关技术过

程的重要活动。

近年来，尤其是面对航空发动

机这种高度复杂的系统，由于用户

要求不断提升，产品的功能逻辑日

益复杂，在体系化、模型化趋势加

速发展的背下，对技术创新的需

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而

要实现需求牵引的研发创新，与功

能分析相关的技术能力的培养是必

备环节，图 2 反映了罗罗公司的系

统工程能力框架，可以看到功能分

Functional Analysis Method for Aero Engine

Ҫᑟ௧ֶ̗价ϙᄊॷʹဘἻࠫҪᑟᄊ定义֗设计ड़ड़Ի̿नֶ̗ᄊѹழ空ᫎἻˀՏᄊҪᑟ͘ᒱత

ጼֶ̗ᄊܳನভǍښ航空发动机研发ᮗ۫ἻҪᑟѬౢ௧ࠄஷՔ研发ᄊॷషሮἻ௧连ଌᭊරѬౢ֗

设计ᄊೄ್Ǎ

图1   美国军标中的系统工程过程椭圆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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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涉及的建模能力、系统架构能力、

接口管理能力等，是确保研发过程

得以实施的关键能力项，尤其是功

能工程主管这一角色的设置，从侧

面反映了功能分析和建模能力在航

空发动机研发过程和相应的职能角

色定位中存在重要意义。

航空发动机功能分析流程
通过系统工程领域关于功能分析过

程的通用定义和描述，结合发动机

研发过程，可将发动机功能分析流

程初步划分为发动机顶层功能识别、

功能分解及逻辑分析、功能分配 3 大

子过程。

顶层功能识别是基于收集到的

利益相关方需求或者设计输入，从

利益相关方视角，识别出军方、飞机、

法律法规（如项目需遵循的适航标

准、国家标准、军用标准等）对发

动机产品的顶层功能需求，初步定

义发动机与外部交互内容，定义利

益相关方指定的发动机运行状态或

功能模式。

功 能 分 解 过 程 是 基 于 已 定 义

的顶层功能项，从发动机的视角按

照一定的分解方法，完成顶层功能

的分解细化。在发动机整机层，功

能分解的主要结果是发动机功能清

单。逻辑分析过程是结合功能分解

过程，剖析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

开展功能流分析、功能时序分析，

并在外部功能接口定义的基础上，

细化定义内部功能接口等。同时，

基于前序阶段定义的发动机状态 /

模式，分析与功能项的关联以及是

否有必要对这些状态 / 模式做进一

步的分解细化。

功能分配是基于已定义的功能

子集，开展功能的群组划分及优化。

这里的功能群组优化是指基于功能

的可实现性和当前技术基础，将已

分解的子功能进行适当的群组优化

配置，为功能分配做好准备。功能

的分配过程，也是对功能分解结果

的一种权衡分析过程。如果所分解

的功能无法实现顺利的分配，则应

重新对其进行分解 ；如果存在多种

备选分配方式，则应进行相应的权

衡。在分析过程中往往需要构建一

些分配的准则，例如，基于功能间

接口的复杂程度的考虑等，往往趋

向于将交互关系密切，交互行为复

杂的功能项尽量封闭在一个功能群

组中，进而映射内聚到某一特定的

逻辑组件中，实现功能到逻辑组成

单元的分配。但功能的最终实现，

还是要依赖物理实体。因此，对于

功能分解和逻辑分配的结果，还需

要通过物理可实现性分析、技术先

进性分析等多维度的权衡。

发动机功能分析方法
从上述过程来看，发动机功能分析

是一个综合的技术过程，需要多样

的分析方法支撑。以下主要就具体

分析方法进行说明。

在发动机的功能识别方面，场

是捕获识别需求及功能的有效技

术手段，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所

有的功能都运行在特定的场之中，

因此，在开展功能识别时，需要考

虑定义场。在分析航空发动机全

生命周期主要功能运行场的基础

上，将概念维、程序维、任务维定

义为场集构建的基准维度，将环

境维和状态维定义为附加维度。基

准维度用于定义场集的主体框架，

确保其主干结构的完整性和相对稳

定，附加维度通常可以与基准维度

叠加，形成更为具体且限定条件更

明确的细化场，各维度具体说明

如下。

概念维 ：涵盖发动机全生命周

期概念的考虑，将发动机测试、发

动机制造 / 装配 / 分解、发动机运输、

图2   罗罗公司的系统工程能力框架

项
目
工
程
主
管

外
场
试
验
人
员

系
统
工
程
师

开
发
项
目
主
管

功
能
工
程
主
管

性
能
/

流
体
/

气
动

设
计
工
程
主
管

系
统
设
计
主
管

开
发
工
程
师
主
管

开
发
工
程
师

服
务
工
程
主
管

服
务
工
程
师

系统思维 3 4 4 3 3 3 3 3 3 3 3 2

系统运维和对顾客的理解 4 4 4 3 4 2 3 2 2 2 4 3

确定和管理需求 2 1 4 3 3 2 3 3 3 3 3 2

技术项目的项目领导力 2 1 3 4 2 2 3 2 3 3 2 2

系统架构 2 2 3 1 4 3 4 3 2 1 3 2

功能 / 属性分析和建模 2 1 2 2 4 3 3 2 1 1 3 2

对涌现特性的管理 3 1 3 3 4 2 4 3 2 2 4

系统定义和稳健性 2 2 2 1 4 3 4 3 2 1 3 2

接口管理 3 1 3 3 4 3 4 3 3 2 3 3

验证 2 2 2 2 3 3 3 2 4 4 2 2

系统移交和运行支持 3 3 3 2 3 2 2 2 3 3 4 3

1 知晓者

2 受指导者

3 实践者

1 专家



53菔瑟⸓⸂�*�"FSPTQBDF�1PXFS��������䎃�痦�劍

盗椚аManagement

图4   发动机功能分解的拼接原则示意

运行使用、维护保障、退役处置设

置为具体的概念场。

程序维 ：在每类概念维度之下，

必然存在相应的运行或者执行流程，

遵循相应的程序或者阶段划分，例

如，发动机制造 / 装配概念之下，必

然涉及发动机制造和装配的流程，

而每个流程又可以根据内容复杂程

度继续划分其子流程，如装配可以

依据其工艺规程进行细分。

任务维 ：是利益相关方明确提

出的任务要求内容，例如，基于发

动机的常规运行程序，或者飞机方

提出的飞行剖面要求（包含了滑行、

起飞、爬升、巡航等任务段），可以

细化出发动机的任务内容，用以支

撑上层飞机运行任务的实现。

环境维 ：包含了除发动机以外，

所有与发动机存在关联的外部环境

要素，涵盖了人员、自然环境、人

造环境、相关的系统设备等，这些

要素都处于发动机的外部，并通过

各种方式与发动机产生交互或者造

图3    一种基于维度概念的航空发动机典型场景集框架示意

机场集框架如图 3 所示。

发动机功能分解

基于上述识别的顶层功能，需

要按照一定的分解原则和方法，完

成发动机功能的分解细化。功能分

解的主要结果是功能清单或者功能

分解结构。

功能分解应遵循基本的流拼接

原则，如图 4 所示。即当一个总功能

或者顶层功能被分解成子功能的集

合时，必须保证上层功能的输入和

输出，能够被下层子功能完全承接，

并在子功能之间建立起相应的“流”

动，这样才能确保功能分解过程是

完整的和可执行的。

由于发动机具有复杂的组成单

元和结构层级，在自顶向下的开发

过程中，要实现功能域到物理域的

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即无法完全

独立于物理方案的考虑而完成自顶

向下完整的功能分解过程，所谓功

能独立于技术实现也只是在本层级

而言。因此，对于发动机来说，其

功能的分解需要一个“之”字形的

逐层分解过程（见图 5），即在整机、

系统 / 部件、零组件不同的层级，分

成影响，并且与发动机之间存在接

口和约束。

状态维 ：包括发动机运行的状

态 / 模式，如慢车状态、全加力状态、

防喘模式、防冰模式、故障模式等，

这些状态和模式可以是复合的，也

可以是单一的，取决于具体项目的

定义。

依据上述基准维度构建的发动

发动机场景

S4.2 非预期场景 S4.1 预期运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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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展功能分解，并确定可实现的

物理架构或解决方案，当功能分解

或解决方案的颗粒度不满足要求时，

则需要在下一层级递归开展这一分

析和映射过程，直至分解的功能能

够由具体可实现的机械结构、电子

电气和软件等承接实施。

发动机的功能逻辑分析

发动机的功能逻辑主要应用功

能流框图、功能时序、状态 / 模式定

义及功能关联等方法开展分析。

其中，功能流框图法是经典的

功能流分析方法，其目的是显示系

统所有功能的逻辑顺序关系，引导

功能逻辑分析过程。功能流框图自

顶向下开发，将高层的单一功能分

解为低层功能。在每个层次展示所

有功能的逻辑和顺序关系，并且可

以实现自下而上的追溯，图 6 给出了

航空发动机转速控制功能的分析示

例。功能流框图显示了功能的逻辑

顺序，是功能架构的主要表达视图。

当采用模型视图表达时，通常可用

活动图的方式呈现。 

功能时序分析法增加了对功能

持续时间的考虑，特别适用于功能

执行过程有严格的时序逻辑的情况，

发动机的时序分析多用于控制指令

时序、响应时间、执行间隔等存在

严格要求的功能活动分析过程，此

类过程基本都有控制器参与，或者

从功能映射的角度说，在航空发动

机上需要精确地执行时序或响应特

性的控制功能，一般都是由控制器

这个物理实体完成的。通常情况下，

分析功能的逻辑时序可以有多种方

式，例如文字描述、图表、模型语

言（序列图）等。

状态 / 模式的定义以及功能的

关联分析是依据飞机的要求和发动

机研发需求，通常会定义一些状态 /

模式，并与功能构建起相应的关联。

在发动机研发过程，该状态 / 模式的

定义和关联分析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先进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和模式

复杂多变，功能逻辑复杂度显著增

加，如果没有清ఀ而严格的状态 / 模

式定义，很容易在复杂的运行条件

和工况下出现功能性问题，甚至有

可能导致严重的功能失效故障。因

此，通过早期的状态 / 模式与功能的

关联分析，明确指定状态 / 模式下应

该或者禁止执行的功能等，有助于

在设计早期阶段发现问题。

结束语
综上所述，功能分析工作在航空发动

机研发过程中意义重大，是实现基

于系统工程的正向研发的关键一环。

近年来，功能分析在发动机需求迭

代和架构生成方面的作用越发凸显，

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层面，功能组合

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发动机物理

架构的选择。可以预见，随着系统工

程技术领域基于文档向基于模型的技

术变革推进过程，功能分析将会在发

动机功能逻辑建模和架构设计方面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王常亮，中国航发动力所，工

程师，主要从事系统工程、研发体

系建设、航空发动机总体性能设计

研究）图6   发动机“控制N2转速”功能流分析示例

图5   发动机功能分解的“之”字分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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