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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低气压环境对军工产品的影响。针对目前主要适用于考核军工产品对低气压环境适应能

力的我国现行有效标准GJB 150.2A—2009与HB 5830.14—1996进行探讨，简要分析了两个标准的性质、试验

目的、应用范围、试验程序与条件、试验过程控制以及试验中断处理要求等方面的差别，对两个标准的分析理

解内容可为相关技术人员在制定军工产品的低气压（高度）环境试验方案和实施大纲时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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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Low Pressure (Altitude) Test Standard for Military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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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low pressure environment on military product were introduced. Aiming at leading active
environmental test standards for assessing the worthiness to low pressure environment capability of military product at present time,
GJB 150.2A—2009 and HB 5830.14—1996 wer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JB 150.2A—2009 and HB 5830.14—1996,
including the standard property, test purpose and application limitation, test procedure and conditions, test process control, and
processing interrupt requirements, were discussed. The contents about understanding two test standards is helpful to compile
practical test scheme and implemental test outline for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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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军工产品在万米左右、空气极为稀薄的高

空工作，因此需承受较为严酷的低气压作用。低气

压对高空工作的设备影响很大，如造成密封产品结

构损坏或密封失灵，导致潮气或液体进入产品内腔

而使设备失效；散热设备散热困难，温度升高，产生

过热现象；低气压条件下挥发性物质挥发损耗造成

产品故障；降低电工电子产品的电性能等。由于大

气压的降低，航空设备的机械和电气性能会受到很

大影响，有时会导致设备的失效。因此，对航空设备

应有耐低气压的要求。低气压对设备的影响在正常

大气条件下是无法模拟的，应选用相关环境试验标

准进行低气压试验。

标准有“现行有效”、“ 被代替”、“作废”等不同

状态，一般应优先选用现行有效的标准。目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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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考核军工产品对低气压环境适应能力的国内现行

有效标准主要有GJB 150.2A—2009《军用装备实验

室环境试验方法 低气压（高度）试验》[1] 与 HB

5830.14—1996《机载设备环境条件与试验方法 低气

压（高度）》[2]。文中就这两个标准的性质、主要内容

及其异同做一简单介绍和分析，以便相关工程技术

人员在实践中能够正确理解标准的性质和作用，而

不是完全无条件执行，做到正确、合理地结合对象特

定需求与条件选用和剪裁标准。

1 标准性质的区别

GJB 150A是GJB 150的修订版。GJB 150是我

国军工产品研制生产中最为重要、应用最为广泛的

试验标准，其制订原则是以MIL-STD-810C《空间及

陆 用 设 备 环 境 试 验 方 法》为 蓝 本 ，适 当 参 考

MIL-STD-810D《环境试验方法和工程导则》。由于

MIL-STD-810C 基本上是一个可以引用的菜单标

准，GJB 150继承了它的性质，其内容编排和格式具

有引用标准的特色。等效采用MIL-STD-810F中相

应部分的GJB 150A是一个剪裁标准[3]，其内容编排

和格式具有剪裁标准的特色，例如不再设置“试验

条件”来明确规定试验条件，而安排有“剪裁指南”

一节，该节中对是否采用该试验方法、如何选用该

试验方法中的各个试验程序、如何选择试验顺序、

如何确定试验条件，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指导和剪裁

的基本资料。

HB 5830.14—1996与GJB 150 的性质相同，是一

个可引用的标准，其中明确设置了“试验条件”和“引

用本标准时应规定的项目”。该标准中贮运试验条

件和快速减压试验条件[4]是参照MIL-STD- 810C 的

试验条件要求制定的，爆炸性减压试验的运输机部

分参照MIL - STD- 810C 的试验条件，而其他飞机则

是按照HB 6774—1993《机载设备座舱控制板通用规

范》的“压力突降试验”制定的。

2 低气压试验的目的与应用限制

GJB 150.2A—2009与HB 5830.14—1996这两个

标准的试验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用于确定装备对低

气压（高度）环境的适应能力，即考察装备能否耐受

低气压环境，能否在低气压环境下正常工作，能否耐

受空气压力的快速变化。

二者的适用范围略有区别，相同之处是都适用

于在高海拔地区贮存以及在运输机增压舱内运输的

设备、暴露于快速减压或爆炸性减压环境中的设备，

不同之处在于GJB 150.2A—2009明确指出该标准还

适用于飞机外部挂飞的装备以及在飞机非增压舱中

运输或工作的装备，具有更广的通用性。

两个标准的应用范围一致，都是为航空设备服

务，不适用于飞行高度超过30 km的航天器、特种飞

机和导弹上安装或工作的设备，因为30 km以上的

空中空气很少，不存在气压问题。

3 低气压试验程序与条件及其应用对象

低气压试验的主要试验参数是试验高度、压力

变化速率和保压时间。GJB 150.2A—2009中包括4

个低气压试验程序：Ⅰ贮存/空运、Ⅱ工作/机外挂飞、

Ⅲ快速减压、Ⅳ爆炸减压，可单独或组合使用；HB

5830.14—1996只包括贮运、快速减压和爆炸性减压

3项试验，这3项试验也可根据需要单独或组合使

用。两个标准中包括的低气压试验程序（方法）的名

称、试验条件以及相对应的应用对象见表1。

在低气压试验过程控制中，两个标准对压力容

差的要求是一致的，只是表述方式略有不同，GJB

150.1A—2009 中要求压力允差为规定值的±5%

或±0.2 kPa，取其大者；HB 5830.14—1996中规定在

22 000 m以下高度时压力允差为规定值的±5%，在

22 000 m以上高度时为±0.2 kPa。两个标准对试验

仪表的要求有所不同，GJB 150.2A—2009要求数据

读出装置的分辨率不低于其满量程的2%，而HB

5830.14—1996要求测量仪表的分辨率不低于其满

量程的1%。

4 低气压试验中关于试验中断处理的

要求

关于低气压试验中试验中断处理的要求，HB

5830.14—1996与 GJB 150.2A—2009都强调为了获

得预期效果，试验件须连续承受规定时间的低气压

环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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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超允差而中断的情形，HB 5830.14—1996

比GJB 150.1A—2009规定得更详细，明确了欠试验

条件中断是指试验箱压力出现任何偏离正常试验大

气条件方向、偏差值大于规定压力值10％，此时应重

新做整个试验；过试验条件中断是指试验箱压力下

降到低于规定压力值的10％，此时应立即对试验样

品进行外观检查和性能检测，若未发现损坏则重新

做整个试验，若发现有任何损坏迹象，则允许用新的

试验样品重新进行试验。GJB 150.1A—2009中对于

低气压试验超允差中断的情形则未进行明确说明，

仅要求重新试验，即强调试验件须不间断地经受规

定时间的低气压环境作用。两个标准都规定用同一

个试验样品重新做整个试验时，若再发生失效，则应

确定中断试验或延长试验时间对其造成的影响。

5 结语

在低气压环境的作用下，产品的机械和电气性

能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有时会导致产品的损坏。低

（下转第 97 页）

表1低气压试验程序与条件及其应用对象

Table 1 Low pressure environmental test procedure and conditions and application object

标准号

GJB

150.2A—

2009

HB

5830.14

—1996

程序号

Ⅰ

Ⅱ

Ⅲ

Ⅳ

1

2

3

应用对象

高海拔地区运输或贮存结构

状态的设备，运输或贮存结

构状态空运的设备

飞行高度低于 4570 m 的飞

机、直升飞机、机载设备及其

外挂（包括挂架），高海拔地

区工作的设备

飞机增压舱内的设备

飞机增压舱内的设备

在高海拔地区贮存及以运输

和贮存配置状态运输的设备

运输机增压货舱内的设备

装在运输机内的设备

装在其他飞机座舱内的设备

程序名称

贮存和（或）

空运

工作和（或）

机外挂飞

快速减压

爆炸减压

贮运

快速减压

爆炸性减压

试验条件

推荐4570 m（57 kPa）；保持时间至少1 h；高度变化速率不

超过10 m/s

推荐4570 m（57 kPa）；至少要进行到各项性能检测完为

止；高度变化速率不超过10 m/s

初始高度（压力）：2438 m（75.2 kPa）；最终高度（压力）：

12 192 m（18.8 kPa）；减压时间小于15 s；高度变化速率不

超过10 m/s；在18.8 kPa下稳定保持至少10 min

初始高度（压力）：2438 m（75.2 kPa）；最终高度（压力）：

12 192 m（18.8 kPa）；减压时间不超过0.1 s；高度变化速率

不超过10 m/s；在18.8 kPa下稳定保持至少10 min

4550 m（57.3 kPa）；保持时间不小于1 h；压力变化速率不

大于7 kPa/min（10 m/s）

初始高度（压力）：4550 m（57.3 kPa）；最终高度（压力）：

12 200 m（18.8 kPa）；减压时间小于60 s；压力恢复速率不

大于7 kPa/min（10 m/s）；在18.8 kPa下稳定保持时间不小

于10 min

初始高度（压力）4550 m（57.3 kPa）；最终高度（压力）

12 200 m（18.8 kPa）；减压时间小于0.1 s；压力恢复速率不

大于7 kPa/min（10 m/s）；在18.8 kPa下稳定保持时间不小

于10 min

第一阶段在 0.1 s 内从 9150 m（30.1 kPa）变为 15 250 m

（11.6 kPa），压力变化速率不大于7 kPa/min（10 m/s），在

11.6 kPa下稳定保持时间不小于10 min；第二阶段在0.5 s

内从2450 m（75.2 kPa）变为10 700 m（23.9 kPa），压力变化

速率不大于7 kPa/min（10 m/s），在23.9 kPa下稳定保持时

间不小于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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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先机。因此，要着力加强高原信息战能力，特别是

移动通信能力[7]，如图2所示，主要包括：1）动中直通

——按既定的作战预案，在部队实施机动的过程中，

直接达成各指挥机构之间、指挥机构与作战单元、作

战单元之间的通信联络；2）动中插入——在上级作

战预案的允许范围内和本级作战预案的明确条件

下，实施机动的部队使用野战通信装备，在机动过程

中插入预定的通信网，达成各作战单元之间的通信

联络；3）短停联络——在既定的通信作战预案下，在

固定时间段、固定休息或集结地域、固定频段利用网

络和专向达成对上、对下的通信联络；4）运动联络

——以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部队行军过程中一般

采用通信越野车，在作战地域内可采用摩托车）传递

文字信息或口头命令[8]。

高原物资保障环境较其他地区呈现极端责任

性，这要求保障部门必须深入了解其保障环境，研究

对策，最终形成精干、高效的保障体系。

3 结语

尽管高原高寒地区物资保障困难重重，但是经

过长期的坚持努力，克服恶劣自然、地理环境，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促进民族团结，

物资保障环境大为改善。系统分析了高原高寒地区

物资保障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为高原高

寒地区边境反击作战奠定坚实的物资保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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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通信手段

Fig. 2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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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环境条件对产品的影响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是无

法模拟的，必须按相关标准进行试验。因此，为提高

产品质量，考核军工产品对低气压环境的适应能力，

在编制军工产品的低气压（高度）试验方案和试验大

纲时，如何选用与剪裁相关标准，而不是简单盲目地

套用、误用或滥用，就要求产品设计人员和试验实施

人员对低气压环境的作用机理，标准的性质、目的和

适用范围以及试验条件与技术等内容有清楚的认识

与理解。希望对我国主要现行标准（GJB 150.2A—

2009和HB 5830.14—1996）的分析理解能为相关技

术人员在制定军工产品低气压（高度）环境试验技术

文件时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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