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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福特公司以生产率的飞跃开启了横扫工业界的一场革命。60年
后，丰田公司提出了生产的几大原则,即丰田主义。它成为质量与效率的代名词。特
斯拉（Tesla）创造了许多创新产品，将其营销、生产、销售和技术策略结合在一起，从而
颠覆了汽车行业。近日，上飞公司组织员工开展读书活动，引导员工学习当代工业全
新范式。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阅读《特斯拉模式：从丰田主义到特斯拉主义》的感受。

□ 林大楷

时刻保持创新，推动智能制造
打造一流航空制造业供应链体系

采供物流中心 叶明珺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
领会到了供应链管理在企业发展中
的巨大作用。书中详细阐述了丰田
和特斯拉两大企业如何通过独特的
供应链管理策略，实现了从成功到卓
越的跨越。

丰田主义以准时制和自动化为
两大支柱，其中准时制在供应链管
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之下，
特斯拉更加注重供应链的可持续性
和质量控制。

从丰田主义到特斯拉主义，我
们可以看出供应链管理的理念和策
略在不断地演变和升级。随着市场
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

化，企业需要更加高效的供应链管
理。作为亲身参与者，我深知商用
飞机制造的供应链及其复杂程度，
如何建设国际一流航空制造业供应
链体系，实现供应链的优化协同，保
障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提高生产
装配效率，提升飞机交付速率及交
付质量，一直是需要我们思考、攻克
的课题。

未来，我们要加快推进智能供应
链建设，借助先进的信息化系统及优
秀智能化企业的管理经验，打通业务
堵点，优化提效业务链，实现对供应商
的有效管理及过程跟踪，更好地保障
项目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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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飞院对“大飞机
文化沙龙”进行改造升级，整修
改造后的“大飞机文化沙龙”兼
具图书阅览、会议研讨、休闲交
流等功能，为员工提供学习阅
读、互动交流的文化空间。

陈宇辉 摄影报道

上飞院大飞机文化沙龙焕然一新上飞院大飞机文化沙龙焕然一新

顺应时代发展，致力技术创新
制工中心 赵永康

这本书通过对当代汽车制造业和
新能源行业发展历程、现状的分析评
估，全面阐述了在庞大的市场竞争中，
通过技术集成、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
链引领来赢得长久优势的重要性。特
斯拉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所推崇的先进
机器人化生产流水线理念，即追求极
致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提供了更高品质
的产品和服务，让我联想到航空制造
业也应该顺应时代发展，致力于技术
创新，最终形成“超级生产”。

书中讲述了特斯拉公司如何利用
技术创新、生产工艺改进和运营效率
提高等，在竞争高度激烈的汽车市场
上取得成功。其中，与传统汽车厂商

不同的是，特斯拉不断探索并开发具
有挑战性的科技和市场，比如自动驾
驶技术、蓝牙连接等。

特斯拉公司和马斯克对汽车制
造业的颠覆性贡献，无论是对汽车行
业还是对全球能源标准都产生了深
远影响，突出了科技进步、工业变革、
环境责任和未来发展的关键联系。
书中对数字化时代下传统汽车企业
如何适应和转型进行了探讨，提出了
一些有价值的思考，在许多方面，可
以拓展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
模式。对于航空制造业，也需要时刻
保持创新，推动智能制造，促进大飞
机事业蓬勃发展。

坚定不移发展新质生产力
C919事业部 侯继军

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
的工业组织模式——特斯拉主义。
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汽车制造业，
同样能为我们大飞机总装制造提供
宝贵借鉴意义，我深刻感受到“超级
生产”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
力点。

目前，C919产线已引入自动钻
铆、自动调姿等先进技术，但真正
的技术赋能之路仍在继续。通过
这次学习，我打开了视野，深知作
为型号研制一线技术人员，日后在
新技术、新场景运用上，还需提升
自我、不断深耕，有意识地主动学
习与提高。

“人机学习”为我们提供了人才
培养和管理的新思路，在快速变化的
工业环境中，飞机装配制造同样需要
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学习能力的人
才。作为航空制造业，我们要思考如
何提升员工的专业技能和学习能力，
从当前来看，由传统的班级式教育培
训转化为个性化教学，更加符合个体
需求。在管理制度上，激发员工的热
情与动力十分重要，要突破制度管理
的瓶颈，增强员工工作积极性。当前
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必
须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坚定不移发展
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大飞机事业高
质量发展。

未来的某一天，位于北京的张三先生接到了前往伦敦参加会议的通知，他立刻
准备材料，10点钟登上超声速客机出发，4小时后降落在伦敦，因为时差关系，此时的
伦敦还在清晨。经过一番商讨，会议顺利结束，他登上返程的航班，于晚上11点回到
北京，从而结束了一天行程。

未来，超声速客机能够极大缩短国际城市之间的飞行时长，因此张三先生能够
从北京出发，世界各地都能当日可达，甚至绝大部分的航线可以实现当日往返。畅
想一下，早晨欣赏朝霞中的埃菲尔铁塔，品尝咖啡，中午在夏威夷的蔚蓝海洋里游
泳，晚上在长安街欣赏夜景，一切皆有可能。

第一代超声速客机：
高声爆、高油耗、高噪声、高排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法联合研制协和客机，前苏联也曾研制出图-144客机。
协和客机运营了27年，既有定点航班，也有包机业务。它采用了一系列在当时来说
非常先进的技术，包括电传飞控、燃油重心调节、无尾布局、下垂机头涡升力、放宽静
安定度以及发动机数字控制等技术。

第一代超声速客机集纳了当时欧洲航空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协和客机最终还是
在2003年退出市场。协和客机退出市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4个方面，也就是“四
高”：高声爆、高油耗、高噪声、高排放。这使其在经济性、环保性上丧失竞争力。以
高声爆为例，协和客机在高空超声速飞行时，地面所能听到的声爆水平达到
107分贝，相当于在耳边听到打雷的声音。此外，受到政策法规的约束，各国不允许
民机在领空进行超声速飞行，限制了协和客机的很多航线，影响了飞机的订单。

那么，声爆是如何产生的？
以声速为标准，飞行马赫数是用飞行速度除以声速，飞机在高速飞行过程中会

产生压缩波，压缩波传播速度是以声速向四面八方进行传播，当飞行速度逐渐提升
时，压缩波逐渐聚集，尤其在飞机的前方聚集。当飞行速度超过声速时，压缩波将汇
聚成激波，在飞机的机体周围形成一个激波锥，在整个超声速飞行过程中，激波锥扫
过的空间或者地面都会产生一种特有的声音，就像雷声扫过地面，这就是超声速飞
行所特有的声音——“声爆”。

新一代超声速客机：
在地面上听起来相当于拍手声或者轻关车门的声音

随着航空技术进步和人们对于快速出行的追求，新一代超声速客机的研制也逐
步提上日程。

虽然协和客机已经退役，但对于超声速客机的技术研究从未间断过，美国的博
姆公司和斯派克公司对此表现得最为积极。博姆公司正在研制的产品是Overture
序曲号超声速客机，在海洋上空进行超声速飞行时的速度为1.7马赫，在陆地上空则
进行亚声速飞行，以此规避现行的在陆地上空不允许超声速飞行的禁令。斯派克公
司正在研制的S-512公务机，采用的低声爆设计希望能将飞机的声爆值降低到75分
贝，这样在地面上听起来就相当于拍手声或者轻关车门的声音。

采用更多的前沿技术

气动、结构、系统等技术的提升，对新一代超声速客机的设计研制也提出更高的
要求。

亚声速涡桨民机、高亚声速涡扇民机以及超声速客机在布局上有着较大差别。
超声速客机整体造型偏细长体，机翼的后掠角更大，采用的展弦比更小，在高速飞行
中具有更好的气动特性。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超声速飞行阶段中的起降阶
段、跨声速阶段以及巡航阶段，不同阶段的设计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些反而是相互矛
盾的。例如，在巡航阶段需要尽量减少机翼面积，以提高巡航效率，而在起降阶段则
需要增加机翼面积，提升起降的升力系数。因此，在高低速匹配过程中需要进行权
衡分析，综合评判总体布局是否最佳。第二个挑战是飞发一体化。飞发一体化主要
是协调飞机与发动机之间的关系，权衡后实现飞机整体收益的最大化。超声速客机
的进气道喷口与亚声速民机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总的来说，对于超声速客机

进气道而言，需要满足在宽速域的情况下，发动机对进气量的要求，通常要求进气道的进口是可调
的，满足对不同流量的需求。喷管的设计也是如此，要求出口全面可调，能够满足不同高度、速度对
于发动机流量的需求。

为了进一步提升新一代超声速客机的经济性、环保性，需要采用更多前沿技术，比如等效目视
驾驶舱技术，可以来替代传统的机头下垂机构，降低机构复制性；也可以采用高精度仿真或“物理+
AI”技术进一步挖潜气动潜力；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替代传统燃料，实现减排；也可以采用耐高温的
轻质复合材料，实现减重。

两千多年前，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到19世纪初实现了第一次动力飞行，1955年钱学森归国
旅途共历时21天，2008年中国高铁首次通车运营，2023年C919投入市场运营……未来，超声速客
机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让人们在比声速更快的旅行中体会到飞行的奇迹和无尽可能。

作者系中国商飞北研中心未来技术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