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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

西南分公司执管
第2架ARJ21投入运营

上接第1版

中午12点半，飞行表演正式开始，新加坡空军
F-15SG战机、印度空军萨朗直升机展示队HAL
Dhruv直升机、空客A350、印尼空军木星特技飞行
队KT-1飞机先后完成了精彩的飞行表演，令人大
开眼界。终于，当广播中报出“COMAC C919”的
时候，现场顿时响起一片“准备，准备”“要来了”的
声音，当蓝绿相间的熟悉身影跃上天空时，无数长
枪短炮都对准了这款国产大飞机。苦于不是专业
摄影，笔者也只能掏出手机，以视频的形式记录下
这令人激动和自豪的“空中芭蕾”。虽然只有短短
不到10分钟的飞行表演时间，但C919还是展现出
了良好的状态，飞行姿态十分平稳，在转弯、盘旋、
快速上升和下降等方面，都展示出良好操控性和
稳定性。“为国产大飞机点赞！”在C919完成飞行
表演之后，笔者身边不少飞友都忍不住赞叹，“能
亲眼见证C919的飞行英姿真是不虚此行了！”

除了C919的飞行表演，航展开幕当天，中国商
飞公司的展台人头攒动，尤其是ARJ21和C919等
系列化飞机模型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观众的关注，
频繁驻足、仔细观摩并纷纷在展台上合影打卡。有
些观众还会拉着公司展台的工作人员咨询，详细了
解每一架飞行模型的功能等有关情况。

“有机会，一定买票体验”

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一群航空航天专业的
小伙子，他们一行6个人是利用寒假时间自发组团
来到新加坡，专门来打卡C919和ARJ21这两款国
产飞机。

在中国商飞展台前，他们仔细看完了全部展
出的飞行模型后，便向工作人员询问能否登上静
态展示区的三架飞机参观。在得知需要提前一天
预约才能登机时，小伙子们也并未沮丧，他们纷纷
表示，虽然因为即将开学导致他们第二天就要离
开新加坡，即使今天无法登机参观，他们也不遗
憾，此次新加坡之行能够在天上和地面看到真实
的国产飞机已经让他们这群怀揣航空梦的年轻人
心满意足。

“有机会，我们一定会买票去体验航线运营中的
国产飞机，真正来一次我们梦想中的空中邂逅。”说
完这句话后，小伙子们又急匆匆地赶往静态展示区，
去亲眼看一看他们心中的大飞机。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笔者不禁感叹，没错，正
是有了这样一批又一批怀揣航空梦、飞机梦的年轻
人，中国的大飞机梦才能一步步得以实现。从模型
到真机，从首飞到运营，中国的蓝天上已有越来越多
的国产飞机翱翔。今年春运，已经交付东航的4架
C919集体上线，首度服务春运，执飞京沪、沪蓉两条
航线；而ARJ21也已累计交付127架，安全运送旅客
超1100万人次，其中，由印尼翎亚航空运营的2架
ARJ21飞机，以雅加达为基地开通了4条航线，通航
5座城市，安全载客超10万人次。相信随着国产飞
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更多地展现自己良好的性能和
状态，必将收获越来越多的信心和支持，为更多旅
客提供安全舒适的乘坐体验。

“COMACC919” 2024年，中国商飞试飞中心将在公司
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飞机事业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公司工作会议
决策部署，坚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稳中
求进、以进促稳”的工作基调，沿着“一个确
保、两个着力、三个狠抓”的工作思路，全力
以赴克服难、确保稳、实现进，奋力推动试
飞中心安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聚焦试飞任务集中统一管理，确保规
模试飞提质增效。试飞中心将持续加强
试飞机状态管理，强化试飞问题和构型的
实时跟踪和集中统一管理，完善监督与约
束机制，筑牢“第二道防线”；持续推动试
飞项目管理改革，抓项目群、试飞机群和
基地群的管理，统一试飞组织模式，选优
配强项目管理队伍，扎实推进“一本计划
管理”，夯实试飞组织实施与支持保障能
力，统筹资源攻坚试飞；持续强调“一任务
一策略”，积极推进精益试飞，科研与批产
抓统筹、稳节奏，提效率，新型号突出早参
与、多争取、亮价值，全力以赴确保试飞任
务高效高质完成。

聚焦双防能力建设，确保守牢质量安
全底线。试飞中心将紧盯体系建设，坚持
系统治理，完善制度程序、层层压实责任，
落实培训与演练，切实提升质量安全管理
水平；紧盯重点领域，抓高风险科目策划和
国产装机件的安全风控研究，突出早准备、
多评估，提升试验试飞链条的质量安全水
平；紧盯手段完善，抓试飞现场管理，防工
作冒进、防人员疲劳，发挥总师队伍把关作
用，科学运用叫停机制，落实科研飞机安全
兜底行动。

聚焦自主可控和数字化转型，确保核
心能力取得新突破。试飞中心将持续抓
科目攻关，全面提质提速，力争基本掌握
全科目试飞能力；持续抓课题全过程管
控，提升申报与过程管理能力，确保结题
节点全面可控；持续抓科技创新，探索他
机试飞等试飞新技术，加快试飞预研能力
布局；持续抓数字化转型，全面开展试飞
业务过程数字化，搭建试飞机群管控平
台，落实祝桥多地试飞监控常态化，完成
业务数字化转型建设。

聚焦深化改革和管理提升，确保治理
水平再上新台阶。深化合规经营变革，落
实业财融合，探索模拟经济附加值考核；深
化组织机构与组织绩效的联动改革，调动
全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深入推进管
理提升，持续推进采购集中统一、规范高效
管理；加强督办与会议管控，提升行政办公
效率；持续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试飞领
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培养；聚焦巡视审计
问题整改，化解管理症结、避免出现问题反
弹，巩固整改成效。

聚焦职责定位和试飞产品谋划，打造试飞持续竞争力。进一
步理清国产装机件和航空新技术验证的试验试飞服务、试飞预研
等职能定位，持续发挥数据采集分析的优势，紧跟数据最终用户的
需求，加强数据治理，提高试飞数据的利用效率；进一步推动试飞
数据价值挖掘、气象服务产品化，明晰成本与定价原则，打通试飞
产品推介路径，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提高试飞技术服务的市场
竞争力和商业价值。

聚焦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党建引领保障中心高质量发
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干成干好大飞机事业的
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落实公司党委和纪委要求，加强党的建
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党建与业务深
度融合，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保障作用，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
实际行动推动试飞中心和大飞机事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使命在肩必须担当，重任在身不容懈怠。试飞中心将以更加坚定
的决心、更加有效的举措，以“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奋进姿
态，以更高站位谋划发展、寻求突破，以更优作风真抓实干、推动落实，
全力以赴推动试飞中心安全高质高效发展取得更大突破，为大飞机事
业贡献更强试飞力量，以实干实绩迎接伟大祖国75周年华诞。

作者系中国商飞试飞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

国际民航组织将海拔在8000英尺（2438米）及以上的
机场定义为高海拔机场。在中国民航局发布的《高原机
场运行》咨询通告中，把海拔高度在1524米及以上、2438
米以下的机场称为一般高原机场；把海拔高度在2438米
及以上的机场称为高高原机场；一般高原机场和高高原
机场统称高原机场。

全球的高高原机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区域和南美
洲西北部的安第斯山脉区域，涉及中国、尼泊尔、秘鲁、玻
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家。据统计，全球跑道长度2000米
以上的高高原机场共有47个。

我国拥有高原机场44个（其中一般高原机场20个，高
高原机场24个），是世界上拥有高原机场最多的国家。同
时，世界海拔前7高的高原机场均在中国，稻城亚丁机场海
拔4411米居榜首。

在这些机场运行，对飞机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国
际民航组织及相关国家民航局针对高原机场运行都下发
了专门的指导文件，细化对高原机场、高原航线及高原民
机的运营要求。航空主制造商们也会开展专门的高原型

飞机研制及验证工作。
目前，国内运营的高原机型主要为波音737-700，空客

A319CEO、A319NEO、A330-200和A330-300等。资料显
示，由A319和737-700运营的国内高原航线航班占比超过
95%，这类机型座位数在130个左右。A330高原型的标准客
舱布局在300人左右，主要执飞拉萨航线，是拥有RNPAR
运行能力、唯一一种在国内高高原机场运营的宽体机型。

高原机型需要对飞机包线和机上系统进行设计和
验证，以适应高原运行环境。如具备更高的起降环境包
线，以覆盖所有的高高原机场；配备满足高原起降性能
的发动机，弥补高海拔高温条件下的推力大幅衰减；提
供更长时间的旅客应急氧气系统，满足更长时间的应急
下降剖面要求；安装高速轮胎和刹车风扇，以适应更高
的刹车能量；具备RNPAR 0.3的能力以适应机场周边
复杂环境等。

高高原机场和航线复杂的环境也对执飞高高原航线
的飞行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航空公司一般会从机长教
员等技术等级较高的飞行员中选拔参与高高原航线运行
的机长和副驾驶。所有执飞高高原机场的飞行员都要具
备风切变、客舱释压、单发飘降、襟缝翼卡阻等各种高高原
特情处置的能力。

高高原航线要求配备三名驾驶员，其中除机长外需要
有至少一名资深副驾驶，担任机长的人员需要在一般高原
机场飞行300小时以上并且有在该机型500小时以上的机
长经历。高高原航线执飞的机长会额外增加专项训练和
周期性的复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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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科普

大飞机设计师详解“高高原”
□许婧王力

本报讯 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情况。发布会上传
出信息，民航局正在编制《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
意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切实提升我国航空枢纽的国际竞
争力。

据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钧介绍，航空枢纽是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的核心节点，建设交通强国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际
航空枢纽，旅客吞吐量千万级机场从2012年的21个增长到疫
情前的39个，北京首都、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

排名分列全球第2、第9和第11位，北京、上海跻身全球10个年
旅客吞吐量过亿的城市。北京首都、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机场
的国际通航点分别达到133个、142个和92个，疫情前每周有
近2万个定期客货航班往返于我国的枢纽机场与全球217个城
市之间，三大枢纽机场的主基地公司国航、东航和南航势力雄
厚，旅客运输量在全球的航空公司中位列前列。

针对我国航空枢纽中转效率偏低、国际通达性不高和出
入境便利化亟待提升等一些问题，民航局将多措并举、综合施
策，切实提升我国航空枢纽的国际竞争力。

韩钧指出，一是要提升枢纽发展的能级。强化北京、上
海、广州三大枢纽机场的洲际连接能力和全球辐射能力，打
造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加快成都、深圳、昆明、
西安、重庆、乌鲁木齐、哈尔滨等区域复合型门户航空枢纽建
设，强化一批区域航空枢纽面向特定区域的国际功能，稳步
推进鄂州等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和郑州等综合性航空货运
枢纽建设。

二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政策。支持有基础、有能力、有
意愿的大型航空公司发挥枢纽建设的主体作用，在航权、时刻

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枢纽导向型资源配置政策。
三是提升枢纽机场的运行效率。持续提升枢纽机场与空

管、航空公司等多方的协同运行水平。加强与其他交通方式
的衔接联动，提升航空枢纽的综合交通集疏运能力。

四是积极营造便利化的政策环境。推动优化签证和出入
境政策，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切实提升中转效率和服务品
质。力争到2050年，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航空企业和世界一
流的航空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进一步完善，支撑我国
建设保障有力、人民满意、竞争一流的交通强国。

提升枢纽能级 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运行效率
民航局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切实提升我国航空枢纽的国际竞争力

本报讯 近日，空客选择A330、A320襟翼导轨结构
件供应商、印度公司DynamicTechnologies为A220制
造客舱门、翼上紧急出口门以及货舱门。

据悉，该合同是空客一年内与印度供应商签订的
第2份舱门制造合同。2023年3月，空客与塔塔先进
系统公司签订制造A320neo货舱门的合同。

目前，空客每年从印度采购的零部件和服务总价值
约为7.5亿美元，未来几年计划增至1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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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22日，国航西南分公司第2架ARJ21-
700客机从成都天府机场起飞，执行CA2619航班飞往
衢州，这是国航西南分公司ARJ21飞机继成都天府-石
家庄之后运营的第2条航线。据悉，到2024年末国航西
南分公司执管的ARJ21飞机预计将达到10架。

据介绍，目前国航在衢州执行北京首都、北京大兴
和成都天府3个航点，4个航班，通过国航北京和成都
两个基地，可实现衢州和全国各地的中转通程。

本报讯 2月27日12时，随着9D5670次航班平稳
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天骄航空圆满完成了
“十四冬”航线保障任务。此次执行“十四冬”航线保障
任务的全部机型均为ARJ21飞机，这也是国产民机首
次参与国家大型赛事的保障。

2月16日至27日，天骄航空在原有航线基础上开通了
海拉尔-扎兰屯-呼和浩特“十四冬”保障航线，承运大赛
组委会、各省市代表团、裁判员、观众等旅客近2300人次。

天骄航空

圆满完成“十四冬”
航线保障任务

空中客车

选择印度供应商
制造A220舱门

新加坡航展观众排队进入翎亚航空新加坡航展观众排队进入翎亚航空ARJARJ2121飞机参观飞机参观 徐炳南徐炳南 摄摄

在刚刚结束的新加坡航展上，西藏航空与中国
商飞签署40架C919高原型和10架ARJ21高原型飞
机订单。“高原型”究竟是何概念，与普通飞机有哪些
不同？让我们一探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