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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C919首次飞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江西航空ARJ21“载客秘籍”探寻记
上接第1版 由于雷雨的原因，原本18时50

分起飞的航班出发的RY8917航班时刻调整到
20时整，记者在上午就收到了江西航空发来的短
信，于是笃定地吃完晚饭才来到机场。

登机牌显示，登机口为212。过安检步行大
约十来分钟抵达登机口，没有下楼意味着飞机停
靠廊桥。

“航班停靠廊桥可以给旅客更好的服务体
验，特别是在下雨或者比较极端的寒冷、暴热天，
让旅客坐摆渡车都会影响我们的服务品质。”江
西航空副总经理徐伟荣表示，江西航空是较早推
动ARJ21飞机对接廊桥的航司之一，在中国商飞
及各航点所在机场的共同努力下，如今的靠廊桥
率有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在其主基地所在的南
昌昌北机场，ARJ21靠廊桥已比较普遍。

登机口前，已有数十名旅客在此静静等候。
当天执飞航班的是江西航空接收的第二架
ARJ21飞机“景德镇”号，客舱座位布局为“超级
经济舱5座+经济舱85座”。此前，这架飞机刚刚
执飞了南昌至泸州往返航线，待稍晚抵达厦门
后，飞机还将继续执飞航班返回南昌。

“我们南昌-厦门、郑州-厦门航线抵达厦门
的时刻都在20时左右，返程起飞时刻都在21时
左右。抵达航班刚好可以衔接深夜到凌晨出发
的厦航国际航线波，也可以使用厦门中转免费住
宿服务衔接次日一早出发的东南亚、日韩等中短
程国际航线；回程航班则可以衔接绝大多数厦航
当天抵达的国际航班。”介绍起自家的中转产品
来，徐伟荣如数家珍。

他告诉记者，除了比较固定的目的地客流，
南昌-厦门航线目前已经培育了一定数量的中转

旅客，衔接厦航马尼拉、金边、吉隆坡、东京、大
阪、悉尼以及欧美等众多航点。客座信息显示，
当天的RY8917航班上，有十几名旅客是购买了
联程机票，后一段将衔接厦门航空厦门出港的国
际及地区航班。

“国际线转国内线的比例高于国内线转国际
线。根据我们的客运数据，最近这段时间厦门到
南昌每个航班都在二三十位从厦航国际线中转
过来的旅客。”徐伟荣介绍说。

旅客评价“划算”“方便”

彭先生是当天南昌出发的中转联程旅客之
一，他的目的地是马尼拉。“我们公司有业务在菲
律宾，厦航飞马尼拉很方便，以前也会飞宿务或者
达沃。看目的地去哪，有直飞优先选直飞，没有直
飞我会在马尼拉转机，厦航在那边转菲律宾航空
挺方便的。”彭先生告诉记者，前不久有朋友告诉
他从南昌出发可以买这样的联程机票，“现在这样
更方便了，以前我会先坐高铁，或者让朋友、同事
开车送我到厦门。我是明天晚上的航班飞马尼
拉，厦航还提供一晚免费住宿，非常划算。”

刘女士下一程是搭厦航的航班飞往墨尔本
与家人团聚。“今天这个航班延误了，时间有点
紧，不过值机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应该可以赶
上，赶不上会在厦门给我改签。”在与记者对话期
间，刘女士不时低头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她表
示，由于南昌没有直飞航班，中转联程航班还是
挺方便的，“最主要是延误不用担心赶不上后面
的飞机，就是现在行李不能直挂到澳洲，稍许有
点不足。”

江西航空旅客服务部总经理张玮透露，中转
前后程都是厦航的航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实
现行李直挂，但如果第一程是江西航空，暂时还
需要旅客自行在中转地提取行李后重新值机。
“我们也在积极沟通，希望尽快实现行李直挂，让
旅客转机更加丝滑。”

19时30分开始登机，20时飞机准时推出。
当天，90座的飞机实际搭载旅客83人。南昌至
厦门飞行距离约542千米，实际飞行时间1小时6
分钟。据悉，两地间高铁最快通达时间约为4小
时30分钟。

包括刘女士在内的几名当晚衔接后续航班
的旅客抓紧时间前往航站楼2楼的厦航中转柜
台，而另外几名衔接次日白天航班的旅客则在1
楼到达大厅服务台登记当晚住宿。

运用大数据精准编排执飞机型

南昌-厦门航线由ARJ21与737混飞。据
悉，为了更加灵活地使用客座不同的机型应对客
流变化，江西航空为厘清网络中所有可由ARJ21
执飞航线，在向民航局申请时申报双机型执飞。

“多申报一个机型，需要在向局方提交申请
材料时多准备一种机型的材料，会对业务部门的
工作带来多一份压力，但这是切实能够为公司降
本增效的有力举措。”江西航空党委工作部部长
杜鹏表示。

记者查询近期航线机型编排发现，南昌-厦
门的执飞机型并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规律，显得
有些“随意”。“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每周固定哪几
天用哪个机型。”江西航空市场销售部总经理丁

春令向记者透露，对于执飞机型的选择，江西航
空会根据多年积累下的客流大数据，精确编排每
一天的机型。如果某一天或者一段时间遇到特
殊情况发生客流变化，江西航空会根据实际情况
对机型进行调整，确保机型与客流的精准匹配。

2020年，江西航空首架ARJ21飞机“井冈山”
号首航。4年多来，江西航空ARJ21机队数量增
至5架。在高度重视飞机日利用率的基础上，江
西航空始终积极探索如何用好ARJ21这款支线
客机，初步建立ARJ21飞机运行规范和服务标
准，并结合江西省各地市文化和旅游资源，创新
性地提出“一机一城一文化”理念。

此前，记者体验了江西航空南昌至徐州航
线，实地采访了ARJ21在南昌至华东几座非枢纽
机场的“村村通”运营，切身体会了国产支线飞机
在提升非大型枢纽机场通达性方面的积极作用。

这一次，再次体验南昌至厦门航线，ARJ21
飞机在机型调整便利性，以及拓展航空公司中转
网络，特别是枢纽至非枢纽航线上还是有其独特
的价值。

对于ARJ21未来的运营，徐伟荣充满信心，
表示将继续与中国商飞一道，在进一步提升飞机
运营经济性、提高靠接廊桥率、优化机务维护便
利性等方面共同努力，积极融入“干支通、全网
联”，让国产飞机越飞越好。

针对南昌至厦门航线，徐伟荣表示，厦门翔
安机场正在加紧建设，新机场有望缓解厦门时刻
紧张的局面。未来，江西航空将积极争取时刻，
根据运营实际情况，努力实现南昌与厦门之间航
班公交化，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多选择，为厦门航
空枢纽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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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国企业的表现十
分亮眼。“开展仅3小时，公司
即获法国100架工业级无人机
意向订单，涵盖镭影Q20无人
机和机库平台。”联合飞机集
团副总裁孙立业向记者介
绍。在此次航展上，联合飞机
不仅展示了在无人机技术领
域的最新成果，还发布了针对
低空物流等方面的创新解决
方案。该公司正在研发的航
空级倾转旋翼无人机R6000，
能够实现无人驾驶且有人乘
坐，格外引人关注。

业内人士在展会上指出，
发展低空经济仍面临空域管
理、监管政策和公众接受度等
挑战。首先，低空飞行器的广
泛应用需要建立有效的空域管
理系统，以确保飞行安全和高
效运行；第二，需要制定统一标
准和规范，才能解决低空飞行
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差
异问题；第三，普及低空飞行器
需要打消公众对安全和隐私的
担忧。

开始融合人工智能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是近年来航空业发展中
的一大焦点。本届航展上有多
个探索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案
例，如总部位于美国的Altair公
司展示了人工智能驱动的工程
模拟解决方案，可以帮助航空
工程师解决复杂设计问题，提
高制造和维护效率。欧洲导弹
集团则展示了基于人工智能技
术工具的协同打击武器系列。

新兴技术在带来机遇的
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等多方
面挑战。如人工智能技术的
应用需要处理大量敏感数据，
如何确保数据不被泄露和滥
用是一个重大挑战。人工智
能算法的复杂性使得其决策
过程不易被理解和解释，可能

会导致信任危机。
西门子数字化工业软件公司负责航空航

天等业务的副总裁托德?塔特希尔认为，采用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机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
能获得监管机构的认证。

此外，开发和维护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
需要高额投入，对许多企业而言或是不小的
负担。业内专家就此指出，行业内的各方需
要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技术进步。

新华社英国法恩伯勒7月27日电

本报讯 7月25日，一架ARJ21飞机安全降
落在新疆和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标志着ARJ21
飞机完成新疆第26座机场的验证飞行任务。此
次飞行验证了ARJ21飞机在新疆地区运行良好
的适应性，为加快建设国产民机新疆“根据地”
筑牢基础。

据介绍，ARJ21飞机于当日8时47分从库尔
勒起飞，9时38分顺利落地和静巴音布鲁克机
场，全程用时51分钟。

7月正值航班运输旺季，新疆空管局空管中
心区域管制中心在接到和静机场验证飞行相关
计划任务后，根据验证飞行科目提前进行部署，
将验证飞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行梳理分
析，制定了细致周密的验证飞行保障措施，并要
求保障验证飞行任务的各班组提前学习相关工
作程序做好管制预案，避免因验证飞行任务对
空中交通秩序造成影响，确保验证飞行期间的
航空运行安全。

和静巴音布鲁克机场位于新疆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占地1.747平方千米，机场标
高 2506.85米，属于高高原机场，年平均气
温-3.7℃，具有显著的风雨云雾等高高原气
候特点。机场跑道长3000米、宽45米，可供
A320、737及以下机型起降，可满足年旅客吞吐
量2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500吨、飞机起降2300
架次使用需求。机场于7月19日取得使用许可
证。新疆地区另一座高高原机场为塔什库尔干
红其拉甫机场。

据悉，巴音布鲁克机场是国家、自治区“十
四五”期间的重点项目，是新疆第二座高高原机
场。和静县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融入自治区“八大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和自
治州“中轴隆起、两翼齐飞、多点联动”发展格
局，依托和静区位交通资源优势，全力以赴做好

机场服务保障，促进航线稳定运行，推动航空产
业高质量发展，为和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
定基础。 张甜甜 文 郝玉 摄

ARJ21完成巴音布鲁克机场验证飞行
展示在新疆地区运营良好适应性

本报讯 7月31日上午，C919大型客机首
次飞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据杭州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运行
主要是为了验证C919飞机停靠后包括人员和
设施在内所有的地面勤务保障工作，具体包
括飞机勤务、装卸、加油、配餐等环节是否匹
配，设备设施运作是否顺畅。为圆满完成航
班保障工作，杭州机场提前召开C919机型保
障准备会，进行机位评估、设备检查、现场演
练及专题培训，确保保障人员熟练掌握C919
机型性能特点、操作规范及应急处理流程。

在该航班过站的一小时内，杭州机场高
效完成地面保障工作，验证包括引导入位、廊
桥靠接、货物装卸、地面加油等各类保障环
节，测量操作安全数据，做好该机型全流程保
障准备工作。 杭州机场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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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

今年上半年

交付323架商用飞机
本报讯 日前，空客公司发布公司上半年的

综合财务业绩。
报告显示，空客上半年共交付323架商用

飞机，营收288.3亿欧元，同比增长4.2%，调整后
息税前利润13.9亿欧元，同比减少47%，净利润
8.25亿欧元，同比减少46%，每股收益1.04欧
元，上年同期1.94欧元。尽管业绩不如预期，空
客仍然预测全年调整后息税前利润大约55亿
欧元。另外，2024年上半年，空中客车民用飞
机共获得327架订单，其中净订单310架。截至
2024年6月底，储备订单总数达到8585架。

“上半年的财务业绩主要反映了航天业务
的主要支出，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原
因。民用飞机方面，我们专注于飞机的交付并为
接下来的产能提升做好准备，同时解决特定的供
应链挑战，并保护关键工作包的采购。”空中客车
首席执行官傅里（GuillaumeFaury）表示。

波音

奥特伯格

出任公司新总裁
本报讯 波音公司日前宣布，公司董事会选

举罗伯特?K?奥特伯格（RobertK.Ortberg）为
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该任命自2024年8月
8日起生效。奥特伯格还将担任波音公司董
事。他将接替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将从公司退休
的大卫?卡尔霍恩（DavidCalhoun），后者自
2020年1月起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并自
2009年起担任波音公司董事。

波音董事长史蒂文?莫伦科普夫（Steven
Mollenkopf）表示：“奥特伯格是一位经验丰富
的领导者，在航空航天行业中深受尊敬，以打造
强大团队和运营复杂的工程和制造公司而享有
盛誉。我们期待与他合作，引领波音公司度过
其悠久历史中的这个关键时期。”

奥特伯格现年64岁，将超过35年的航空航
天领导经验带到了新岗位。奥特伯格拥有爱荷
华大学的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他于1983年开
始在德州仪器公司担任工程师，然后于1987年
加入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并在
该公司担任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职务，最终于
2013年成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掌舵罗克
韦尔?柯林斯五年后，他领导该公司与联合技术
公司和RTX公司进行了整合，直至2021年从
RTX退休。他在行业中担任过许多重要的领
导职务，包括RTX公司董事等。此外，他还担
任作为车辆系统架构行业领导者的全球性技术
公司AptivPLC的董事。他曾担任美国航空工
业协会（AIA）理事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