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商飞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的专家走进宁夏西吉县第五中学，与学校师生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
中国商飞公司科技委常委、C929型号首席专家陈迎春从研制国产大飞机的意义、世界航空史的发展、全球商用飞机的现状、中国大飞机

研制现状以及国产大飞机未来发展5个方面进行讲解，为同学们普及大飞机制造这项系统工程相关知识。霍尼韦尔工程师郑敬华结合航
电系统和初中阶段知识，为同学们讲解航电系统利用电磁波工作的原理和航空设备发展所需要的知识。 石延阳 文 邹积昀 摄

大飞机设计师走进西吉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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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家精神【【编者按编者按】】

如今，“大数据”“算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信息网
络如何构建人类社会，我们如何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一起来看看大飞机工程师和研究员阅读《智人之上：从石器
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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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成就离不开精
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
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中国
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
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
院办公厅2019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
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明确了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胸怀祖国、服务人
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
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
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
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
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科学家精神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
动力。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有助于激发科研人
员创新创造活力。

人的积极性能否得到有效发挥，除物质
激励之外，精神鼓舞至关重要。我国科技事
业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科学家矢志报国、
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怀和优秀品质。突破重重
阻力、不远万里回国的钱学森曾说：“我作为
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
人民服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
王永志曾表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前进的
方向，只有把自己的事业同祖国、同人民紧密
联系在一起才能大有作为。”无论是老一辈科
学家还是新一代科研人员，深怀爱国之心、报
国之志，由此增添了克服困难、战胜挑战的巨

大精神力量，取得了辉煌成就。科学家精神
的灵魂是爱国，新征程上，要进一步继承发扬
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继
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坚
持胸怀祖国、心系人民，广大科技工作者必能
充分迸发创造力，坚持“四个面向”，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主动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
命责任。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能够激励和引导科
研人员勇攀科技高峰。

追求真理、敢为人先、集智攻关等品质是
科学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南仁东为榜
样，FAST（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团队全
年无休、日夜坚守，“中国天眼”性能提升、成
果频出；赓续航天精神，确保零差错，中国航
天人团结协作，一棒接一棒跑好接力赛……多

年来，我国科研人员创新求实、接续奋斗，推
动科技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
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十四五”时期以及更
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
切的要求。进一步实现更多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必须坚持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创新精神
是科学家精神的核心要义，强调勇于探索、追
求卓越，将有效激励科研人员勇攀科技高峰，
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
贡献更多力量。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有助于培养高水平
创新人才队伍。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
靠高水平创新人才。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
育人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涵。地球

物理学家黄大年回国后，根据学生不同情况
采取个性化培养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
才；众多资深航天工作者甘当绿叶，支持年
轻人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如今北斗导
航、探月探火等重大战略科技任务的团队成
员平均年龄在 30多岁……科技事业需要代
代传承，唯有薪火相传才能接续发展。弘扬
科学家精神，有利于更多青年科技人才崭露
头角、施展才华，构建更加合理的科技创新
人才梯队。

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可为
的，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大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给予科学成就更多的精神支
持，广大科技工作者必将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人民日报》

以科学家精神激发创新活力
□ 刘诗瑶

飞机材料的变迁：

从木头麻布到复合材料
“一代飞机、一代材料”，材料与飞机一直

在相互推动下不断发展。那么，制造大飞机都
用哪些材料呢？

当前，飞机制造广泛采用铝合金、钛合金
和复合材料。铝合金因其强度高、密度低、易
加工等特性，常用于飞机机身、机翼等部位；钛
合金因其高强度、耐热和耐腐蚀性强，常用于
大飞机高温部件、发动机等处；复合材料因其
重量轻、承载强度高、耐腐蚀性强，常见于机
翼、尾翼、机身等部位。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材
料，如陶瓷材料等也常被采用，以适配不同性
能需求。

20世纪初，莱特兄弟制造了第一架有动
力的飞机——飞行者一号。飞机的主体材料
是木材，占比达 47%，其次是钢材和布，占比
分别是35%和18%。莱特兄弟采用云杉木作为
飞机骨架和大梁，用涂抹过清漆的亚麻布作
机翼翼面。

1906年，德国冶金学家AlfredWilm将Al、
Cu、Mg（铝、铜、镁）3种金属按一定配比通过
时效强化制备出了一种强度和硬度显著提升
的金属间化合物，又称为“杜拉铝”。1925年以
后，人们用铝合金替代了原先制作飞机骨架、

翼肋的木头条，并开始用铝板做蒙皮，制造出
了全金属结构飞机。1950年后，钛合金开始被
引入飞机制造，极大提升了飞机特殊部位的耐
用性和服役性能。

20世纪70年代，复合材料开始被引入飞
机制造，其低密度、高强度和高刚度、抗疲劳
性能、减震性能和工艺成型性能优良，但成
本较高。随着航空材料的不断进步，碳纤维
复合材料和钛合金等新型材料也开始广泛
应用。

进入 21世纪，航空材料的发展趋势主
要为高性能、低成本、复合化、功能化、智能
化。例如，镁合金虽为轻质、高强度航空材
料，但耐腐蚀性和可加工性较差，仍在不断
发展中。同时，新型航空材料，如定向凝
固、机械合金化、快速凝固、复合裁剪技术
等，以及复合材料和复合结构的应用日益
增多，材料研制逐渐走向高纯、高均匀性、
定量化发展。

飞机材料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
过程，从最初的木料、钢和帆布，到铝合金、钛
合金和复合材料等，再到新型的航空材料，如
镁合金和定向凝固、机械合金化、快速凝固、复
合裁剪技术等，都在推动航空事业的发展。

飞机材料可大致区分为结构材料、结构-

功能材料、功能材料以及智能材料。
结构材料主要负责飞机主体结构，如机

身、机翼、尾翼等，需支撑飞机重量、承受应力
及冲击，并具备高强度、高韧性、低重量与良好
抗腐蚀性。常见的结构材料有铝合金、钛合
金、钢、复合材料等，在复合材料中，目前主承
力结构主要采用T800级碳纤维/增韧环氧材
料，次承力结构则多采用T300级碳纤维/非增
韧环氧材料。

结构-功能材料兼具结构与其他功能，如
陶瓷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等，陶瓷材料常用
于飞机高温部件、发动机、刹车片等，具有高强
度、高韧性、耐高温、耐腐蚀等优点。

功能材料主要服务于飞机各类功能部件，
如发动机、刹车片、传感器等，需具备特定功
能，如耐高温、耐腐蚀、导电、导热、磁性等。常
见的功能材料有陶瓷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
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等。

总的来说，没有先进的航空材料，就不会
有先进的飞机。

航空技术在高科技领域独树一帜，航空材
料则是材料世界的“天之骄子”。航空材料走
过了百年光辉历程，飞机发展需求推动着航空
材料的变革，相信未来我们会看到更新型、更
高性能材料制成的飞机翱翔蓝天。

□ 郭鹏飞

拥抱新技术 防范新风险
商飞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傅子洋

该书是一部深刻反思人类文明与信息技术发展的力作。书中，赫拉
利特别指出了人类通过构建虚构故事来维系社会秩序的现象。然而，随
着AI时代的来临，智能机器有可能取代人类成为故事的创造者，这无疑
对人类的自我认知和存在意义构成了挑战。这种观点让我深刻意识到，
我们在享受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必须警惕其潜在的负面
影响。

从效率与决策端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作中的引入是具有探索与
实践意义的。相关技术替代了许多传统重复性工作，将人释放出来转而
投身创造性工作。同时人工智能通过海量数据的处理分析，为决策提供
科学合理的支持。这也是中国商飞公司成立商飞智能公司的一部分意
义——去引领、开创、赋能工业智能时代。

在享受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红利的同时，赫拉利的观点也为我们敲响
了警钟，提醒我们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人工智能：当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到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时，我们是否真正将这项技术的控制权握在手中？在
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大飞机产业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和审慎。
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机制，严控输入、评估输出，确保工作的合
理性、正确性。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合作，探索人工智
能与人类智慧的深度融合之道。在拥抱新技术的同时尽可能规避其潜在
的负面影响是长久的课题。

利用信息技术推动航空制造发展

上飞公司安全环保部 郜银博

书中，赫拉利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浅出的笔触，将人类信息网络的
演变过程娓娓道来。从最初的石器时代，人们依靠简单的符号和口语传
递信息，到文字的诞生，使得信息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传播，再到印
刷术、电报、电话、互联网等技术的相继出现，人类信息网络经历了数次革
命性的变革。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AI将不仅改变我们的
工作和生活方式，更将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航空制造业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
程。从最初的木制飞机到现代的喷气式客机，从简单的机械控制到先进的
电子飞行控制系统，航空制造业的进步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和推动。特
别是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航空制造业的
生产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航空制造业中，信息网络的应用无处不在。从飞机的设计、制造
到测试、维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和信息支持。而这些数据
和信息，正是通过信息网络进行传输和处理的。可以说，没有信息网络
的支持，航空制造业就无法实现如此高效和精确的生产。同时，信息网
络的发展也扮演着确保生产流程安全、可靠的关键角色。通过实时监控
生产数据、预测潜在风险，信息网络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安全的水平。

适应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

上飞公司情报档案馆 黄奇翔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的问题：在未来，拥有超乎我们想
象智慧的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作者引领读者回顾了人类社会中
信息流通的演变历程，从语言发明、文字出现、印刷传播到互联网的普
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极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重塑了人类生活方式
和思考方式。历史每一个时代，信息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我
们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人工智能在处理数据与信息方面已展现出了
前所未有的能力，这不仅改变了信息流通方式，可能还会改变整个社会
的智慧主导。

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同时也伴随着对未来社
会形态、人类角色及道德伦理的深刻问题。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
们处理与理解大量复杂的数据信息，从而解决一些如气候变化、疾病治疗
等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但是，这种合作会带来新的风险挑战，人类也
很可能失去对自己创造的智能的掌控。

该书像一次思想的穿越，不仅对过去有了深刻的理解，对未来亦令人
充满好奇与思考。作者用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勾勒出一个波澜壮阔、暗藏
汹涌的未来图景，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于技术、信息、智慧的基
本认知，我们很有必要从现在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建立一套新的规则与标
准，来适应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毕竟历史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

航空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