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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作业前检查   

a。检测发射机、接收机电池电压是否有足够的电量，以达

到需要的工作时间。 

b.检查起落架、支撑杆是否松动。 

c.检查喷洒系统、药泵、药箱、喷管是否有堵漏现象。 

d.主控检查陀螺仪是否工作正常。 

 

1。2 线路、电量检测   

无人飞行器作业线路检查，包括电路导线连接和飞控线路

接口连接两方面. 

 电路连接部分包括：电池、电调、电机、飞行控制系统、

喷洒系统之间的电源线路，检查电路接口是否有松懈。 

注意：一、电子调速器与无刷电机通过三根电源线连接，

三根电源线中任意两根反接将导致电机反转.凌云 HY-Z—17L

的主旋翼旋转方向必须为顺时针,一般情况下禁止对电机的线

路插口进行调整,如有调整应测试电机转向是否正确。 

 二、在飞行工作状态下动力锂电池需自身串联(两根串联

用的插头连接）提供更加强大的电压才能满足电机的驱动电

压，但是在非工作状态和充电时需解开电池自身的串联方能进

行充电（不然电池损毁,充电器也会损坏）。 

 飞行器飞行过程中消耗电能,在飞行器起飞前需检测电池

电量是否足以坚持本次作业时间。电显和电量报警器的使用如

下图，直接与电池的平衡充电头插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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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飞行器操作   

 

 

1.4 电池充电   

动力大锂电池组充电时，必须从工作状态（串联插头)断
开，非工作状态才可以充电操作.不然会烧毁电池及充电器. 

 

 

 

 

 

注意事项： 

1. 开启遥控器前需确定油门杆位于最低点,否则将报警。 

2. 必须先开启遥控器才能连接控制电路,否则将出现安全事

故。 

3. 必须等待飞行控制系统自检通过才能起飞,飞行起飞原则

是:在地面，红灯亮起时都不可起飞；红灯在空中亮起

时，应当紧急降落进行检查。 

4. 连接电源线路的原则：先负极（黑色）后正极（红色） 

5. 不建议手动模式起飞，否则将出现无法控制飞行姿态的情

况. 

6. GPS 信号不好时不能 GPS 姿稳模式起飞。 

7. 注意电量报警机制是否开启,如有报警应立即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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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结束后应先解除动力连接，再解除控制电路连接,最后关

闭遥控器，遵循先接后解的原则. 

 

 

2.1 作业结束检查   

 清理现场、清点工具，检查设备物品的返回情况，清洗

飞机，装车返回驻地，保证人员及设备安全. 

 结束任务返回基地，做入库交接程序.清点设备器材的

使用情况.如有损坏需要更换或修复的部件及时处理，

以备下次任务的顺利执行. 

2。2 维护保养   

 每架飞机建立飞行档案，详细记录飞行任务执行情况。 

 对各个部分机械、电子、元件做详细时间记录,以及时

检查更换. 

 

2.3 防水保护套清洁   

凌云外部的全包围保护套通过防水拉锁锁紧，作业过程中可以

防风、防水、防农药腐蚀。作业结束后应尽快拆下清洗，解开

保护套自身的防水拉链即可将尼龙材料制成的保护套与机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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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随后换上干净的保护套即可立即开始作业. 

 

2.4 电池管理   

 请确保使用专用锂电充电器进行充电，并且充电电流

不能超过18A。 

 锂电请勿满电长时间存放，容易产生气胀现象，影响

放电性能，最佳存放电压是单片3。8V 左右，使用前充满再使

用，可有效避免电池气胀现象。 

 锂电请勿超过其设计最大放电 C 数（过电流放电)，

过放电会严重影响电池的性能或直接导致电池损坏. 

 锂电一旦气胀请勿用尖锐金属物穿透放气，会造成电

池内部短路导致电池爆炸或燃烧。 

 锂电在寒冷的天气无法发挥应有的性能，若您在冬天

进行飞行，在未使用前可以将电池放在车内以保证锂电池发挥

应有的性能。 

 注意不要让锂电过热，使用时尽量保持电池温度在

40～50℃左右，不能超过 60℃，可以保证锂电使用寿命。 

 监控一电池组内的个别单颗锂电池的电压，保持同一

电池组内每颗锂电池的电压一致，这样可增加使用安全性,并

延长电池寿命. 

 在寒冷天气（—10～5℃）环境下，锂电池的放电效

率约为常温状态时的 80%，这会影响飞机的继航时间,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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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定要注意. 

 电池应在 10％～50％的电量状态下运输。若运输周期

超过一周，需将电池充电到 3。8V 以上，并将电源插头做朔膜

包覆的防水防短路保护。 

 禁止在热源旁，如火、加热器等使用或放置电池。 

 禁止将电池放入微波炉或高压容器内. 

 禁止在高温下（如强阳光或很热的汽车中）使用或放

置电池,否则会引起电池过热、起火或者功能衰退、寿命减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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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组配置人员 3 名，各尽其责，团结一致，确保作业

安全顺利的进行。 

2。全机组人员必须精神饱满，无疲劳，无思想情绪的状

态进行安全飞行作业。 

3。机组人员必须认真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设备无损

失，人员无伤亡。 

4。机组人员要熟练使用飞行设备的性能，判断出能否正

常作业。 

5。按照启动位置距离进行安全操作。 

6.机组人员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工作，佩戴安全帽、工作

服，劝导围观人群保持安全距离。 

7.起飞后观察飞机动力，机体是否出现、抖动、共振，判

断能否完成安全飞行。飞机起飞后随爬升高度的增加而增加控

制人员距离的位置，确保机组人员的安全。如：飞机高度 1

米，飞机距离要有3米;高度2米,飞机距离要有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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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机组人员在执行作业任务时,做到每个架次认真检查机

体每个部件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9.每个架次必须做一次电池供电检测,按需要及时更换。 

10。记录好飞行时间、喷洒面积、认真填写飞行记录。 

11.补充药剂时必须确保在无农药接触的安全条件下进行,

谨防农药中毒现象发生。作业喷洒控制飞行位置，尽量选择在

上风或侧风的位置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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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防组织架构 

1、 飞控手 

2、 飞控手助理 

3、  安全师 

无人机农业飞防流程 

一、接任务 

1. 确定出发时间 

2. 确定到达时间 

3. 核对派遣人员数量 

4. 查看目的地位置 

5. 预计执行任务时间（天） 

6. 预估需要使用的设备与工具 

二、任务前准备 

预定出发时间，行车路线，了解当地天气情况，确保飞控

手不用面对太阳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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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经出库登记清点，检查测试无任何故障。检查工具是

否齐全以及是否有损坏(如有损坏及时更换）。 

检查电池电量是否充足，测试飞机性能，如果飞机异常要

及时进行分析,查找原因排除和解决故障。 

装车时合理运用车内空间摆放、固定飞机、设备和工具，

在运输途中认真做好防护工作，避免设备挤压、碰撞，造成损

坏. 

清点参与任务的人员是否到齐，并待命准备出发。 

三、现场勘察 

到达场地后观察地形,察看四周是否有起飞降落场地、行

进路线、障碍物以及信号磁场干扰的可能，进行拉距测试检

查，确保飞行环境无干扰。 

测量场地面积，观察农作物的高度与密度。 

视农作物的具体情况，选择是否需要起飞降落平台一类的

辅助工具。 

观察风向、风力，场地形状，大面积农作物应以从内到外

的方式喷洒（以避免人员中毒）。 

对收集到的场地情况制定出有利于作业的飞行喷洒计划，

并确定好一个紧急降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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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飞行前检查 

1。检测发射机、接收机电池电压是否有足够的电量，以

达到需要的工作时间. 

2.检查整机的螺丝松紧度. 

五、分工与责任 

飞控手： 

熟悉场地，观察地形与农作物，与主控助理制定出适合于

作业喷洒的方案（飞行速度、飞行方式、飞行线路、飞行高

度）. 

飞控手助理： 

配合并协助主控手的工作，飞行前的拉距测试以及飞行性

能测试，(飞行过程中帮主控手观察周围的情况）填写飞行日

志.记录飞行架次、飞行时间、实时电量检测以及作业面积。 

安全师: 

飞行前检查飞机各机械部件是否正常。（若发现异常，及

时向组长报告，详细说明并记录异常情况）填写检查日志。 

六、作业中的注意事项 

做好飞行前的准备工作.避开周围障碍物、撤离围观人

群，设定安全警界线。工作人员以插旗的方式做出喷洒飞行范

围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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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中: 

主控手:应保证飞行安全，以及飞机姿态的平稳，高度一

致、直线飞行,速度保持均匀。在飞行过程中随时注意飞机性

能，若发现异常，及时通知清场降落。 

机械师:在飞行中随时观察飞机的性能 （若发现有或感觉

飞机工作异常，马上通知主控手,及时清场降落)。 

七、作业完毕 

1.清理现场、清点工具，检查设备物品的返回情况，清洗

飞机，装车返回驻地，保证人员及设备安全. 

2。结束任务返回基地，做入库交接程序.清点设备器材的

使用情况。如有损坏需要更换或修复的部件及时处理，以备下

次任务的顺利执行。 

八、维护保养 

每架飞机建立飞行档案，详细记录飞行任务执行情况。 

对各个部分机械、电子、元件做详细时间记录，以及时检

查更换。 

九、操作规章 

1.机组配置人员 3 名,各尽其责,团结一致,确保作业安全

顺利的进行. 

2.全机组人员必须精神饱满，无疲劳，无思想情绪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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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安全飞行作业。 

3。机组人员必须认真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设备无损

失，人员无伤亡. 

4。机组人员要熟熟悉飞行设备的性能，判断出能否正常

作业。 

5。按照起飞位置距离进行安全操作。 

6.机组人员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工作，佩戴安全帽、工作服,

劝导围观人群保持安全距离。 

7.起飞后观察农用四旋翼飞行器动力，机体是否出现、抖

动、共振，判断能否完成安全飞行。农用四旋翼飞行器起飞后

随爬升高度的增加而增加控制人员距离的位置，确保机组人员

的安全.如:飞机高度 1 米……飞机距离要有 3 米；高度 2

米……飞机距离要有10米. 

8.机组人员在执行作业任务时,做到每个架次认真检查机

体每个部件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9.每个架次必须做一次电池供电检测，按需要及时更换。 

10.记录好飞行时间、喷洒面积、认真填写飞行记录。 

11.补充药剂时必须确保在无农药接触的安全条件下进行,

谨防农药中毒现象发生。作业喷洒控制飞行位置，尽量选择在

上风或侧风的位置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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