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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尼纶丝替代网的金属化处理实验  

对尼纶丝替代网，也在金属化织物的研制厂家进

行了镀镍金属化处理方面的初步实验，其镀镍后网孔

明显变大，基本失去弹性，在高频段和较高频段测试

的反射系数都低于 80%。因此对其直接进行金属化处

理，实现电波反射的方案行不通。 

 

4  结束语 

 

a. 最终小批量试制生产的高频段（Ka）尼纶丝替

代网产品的厚度为 0.22mm，表面密度为 61g∙m
-2；其

铺设预紧力为 25～35g/cm。经过工程实际使用，研制

的尼纶丝替代网性能基本达到了研制目标要求。  

b. 当丝的材料性能相近时，编织结构对网面的拉

伸性能曲线起决定作用，本次编织实验所使用的两种

化纤丝都可作为替代网的选择方案。但尼纶丝网最接

近镀金钨丝网的色彩，其外观效果更好。 

c. 使用尼纶丝替代网尽管成本很低，但它毕竟与

金属丝网产品在综合性能方面有许多明显的差距。对

于空间大型可展开天线网面材料的研究，还是应把主

要精力放在镀金钨丝网的研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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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 

加强吊具管理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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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具是航天产品研制和试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工装设备。吊具的质量和安全使用，是确保型号研制

安全和试验成功的基础之一。 

若吊具管理不善，将会引起安全事故，直接影响

航天产品的生产。分析以往由于吊具管理问题发生的

事故，发现在吊具管理上存在以下类型问题： 

a. 吊具没有载荷标识，易造成吊具的误用； 

b. 吊具的检测手段仅限于外观检查和目测，可能

发生漏检、误检； 

c. 存在帐物不符现象，易造成重复购置或资产流

失。 

针对上述问题，采取如下措施： 

a. 控制采购质量，把好入口关，由质量、设备、

研发、工艺等各部门共同参与，建立合格供方目录和

质量问题退出机制；吊具入厂验收合格后，进行上帐

编号、制作标识，然后提供使用部门使用。 

b. 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把好管理关，建立吊具

管理体系，明确设备工装部门、使用部门、质量部门

和安全部门等相关部门和人员在设备管理中的责任

和义务，加强各个部门的协调，保证吊具管理工作运

转流畅；制定严格的检查考核制度，对吊具的管理工

作进行巡检和监督检查，填写“设备工装检查记录

单”。 

c. 严格过程控制，把好使用关。预防为主，过程

控制，结合管理和技术的每一项工作，对每一个因素、

每一个环节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对吊具使用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风险进行预想和预测，制定预防

计划及措施，确保不发生意外安全问题。 

吊具管理虽然是管理各环节中很小的一个环节，

但细节决定成败。只有真正改变过去传统的管理模式

和思维定式，树立主动策划、务实有效、提前预防、

持续改进的工作作风，充分提高管理信息资源的利用

率和效率，努力实现无差错、无反复、无质量和安全

问题，一次把事情做对的目标；努力适应航天产品研

制飞速发展的新形势，科学有效，重点突破，通过主

动思维、主动预防、主动落实、主动创新的方式，在

吊具等工装设备管理过程中实施多角度、全方位的质

量和安全问题预防，提高型号研制管理和技术等综合

水平，提升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真正实现航天产品

“零缺陷质量管理”的宏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