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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民机小课堂

大飞机共同体

选择坐飞机出行，千万别卡点到机场，要不
然，“算准时间”冲进机场，很可能听到“距离起
飞还有40分钟，值机通道已关闭”的声音，最后
只能改签或者退票。

不过，每个机场的具体情况都不尽相同，这
个时间不见得一定是40分钟。目前，国内主要
机场的停止值机时间大都是在30分钟以上。
国际航班由于涉及海关申报、护照核验和额外
的安检等因素，截载时间更长，为45～60分钟。

一道特殊的“考题”

对于地勤和机组工作人员而言，这40分钟
内，他们需要完成一场关乎百人生命的“考
试”。在这场“考试”中，有一道比较特殊的“题
目”：配载平衡。配载平衡，是航空运输中确保
飞机安全与高效运行的核心技术，指通过科学
分配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的重量和位置，使飞
机的重心与重量始终处于安全范围内。

其中，配载主要是进行载量控制，指根据飞
机性能、燃油重量、航程等因素计算出飞机的最
大允许载量，避免超重。平衡则是在完成配载
工作的基础上，将飞机所载运的旅客、行李、货
物等在飞机内部进行合理分配位置，以确保飞
机符合重心要求。简单来说，就是在飞机飞行

前解决“装多少”和“怎么装”的问题。
具体来说，前期机组人员会根据后台的测

算系统，获取关于旅客人数、重量、行李件数等
大概的数据，比如，在值机时，配载的工作人员
会按照成年人70kg/人，儿童35kg/人，来预估旅
客的重量。在航班起飞前，会与值机或者控制
员交接、确认这些具体的数据信息，并处理特殊
情况的发生。然后，配载人员通过精确计算和
调整货物的重量与位置，最终有效控制飞机的
重心位置，如果旅客舱位分布不符合平衡要求，
需通知航班控制员调整，避免重心过于靠前或
过于靠后。

一旦飞机的载重格局出现变化，必须及时
处理。当布局变化较大时，就需要机组人员放
弃原来的配载方案，将最新的数据传递给配载
部门，由配载部门根据最新数据进行计算。

所以说，如果旅客在错过值机时间之后再
去办理手续，那么新登机旅客的体重和行李重
量等都会影响飞机的重心情况，工作人员需要
额外耗费更多的时间重新计算，进行载重再平
衡，耽误后续的工作流程。

配载平衡工作一旦失误，将有可能带来致
命的风险。

荷兰国家航空航天实验室对1970～2005
年全球和飞机载重平衡有关的不安全事件进行
了研究，发现35年里共有82起有完整记录的飞
行事故和配载平衡有关。

历史上，澳航一航班在起飞时几近失去平
衡，导致飞机出现“鼻子过重”的现象，原因是机
组人员将87名儿童按照成人标准计算重量，被
安排在飞机后面的座位上，导致舱位分布失衡，
飞机的重心前移。幸亏机长操作得当，才化险
为夷。

争分夺秒的40分钟

配载平衡本质上就是测算数据，而有
多少成人和儿童、卖了几张票、行李情
况如何等，这些数据工作人员基本会
在前期拿到，只是实操过程中会再
次进行确认，并不算特别耗时。

最占用时间的其实是组织
旅客登机，确认旅客和行李信
息，这决定了飞机能不能按时
关舱门起飞。机场一般会在航
班起飞前40分钟左右开始组织
登机，旅客排队值机和安检后
到达登机口，一般来说，这个过
程需要10～20分钟。

此外，还有其他工作需要在这
40分钟里完成，比如机组人员需要将
行李托运和装载到飞机上；乘务组和地
面服务工作人员需要进行备餐、清洁工作；
机务人员需要对飞机进行最后的检查，如发动

机、起落架、航电设备等，排除所有潜在的安全
隐患，确保飞机的各个系统正常运行等；机组人
员还要就航班计划与塔台沟通。

如果值机截止时间过晚，其中一环没衔接
上，就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飞机延
误。因此，无论何时，乘坐飞机还是早早出门比
较稳妥。

大飞机规模化华东区域团队扎根长三角

串起产业协同发展之链
□ 胡潇 林雨楠 文

本报讯 近日，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GAMECO）宣布其零部件制造中心成功攻克客
舱行李箱、侧壁板及舱间隔板三大部件的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试验验证等技术难关。该项目产品
采用国产复合材料板并通过验证，已获得局方批
准成功装机。

作为客机舱内承力与功能集成核心部件，行李
箱、隔板和侧壁板组件需同时满足轻量化、抗冲击、
耐疲劳等严苛性要求。项目组针对国产复合材料
和环氧树脂预浸料体特性，设计多层级变厚度铺层
方案，通过建立数字化仿真模型，精准控制固化过
程中的耦合效应，结合热压罐成型工艺，有效解决

了大型曲面构件易产生的分层、翘曲等缺陷。
项目组联合民航中南局，构建了涵盖材料

级—部件级—系统级的验证体系。对所用到的
国产复合材料进行了阻燃、烟密度、热释放、许用
值和静强度等试验验证，累计采样样本多达174
件，完成各类测试报告 45份。后续将编写
GAMECO客机内饰复合材料部件设计规范。

此次技术突破降低了三大部件成本，交付周
期缩短了3个月。GAMECO零部件制造中心计划
延伸应用该技术体系，充分结合国内资源、推动国
产航空部件的制造与发展，为行业供应链稳定提
供保障。

起飞前40分钟，飞机都在“忙”什么
□ 敏敏 昂国梅

大飞机规模化华东区域涉及上海、江苏、
浙江、山东、安徽4省1市，立足于长三角这片
产业沃土，当前的目标很清晰：持续完成区域
内各级供应商产能提升，不断解决问题，确保
满足规模化发展目标。

跨区联动
绘就协同创新“同心圆”

以跨区联动为支点，华东区域团队正在推
动区域发展从“握手”到“携手”，打造协同创新
“生态圈”。

2024年9月到10月，华东区域团队召开
了镇江、南京两个区域供应商专题会议，联
动重点供应商拉开华东区域大飞机规模化
工作序幕，共同解决大飞机产能提升中的
关键问题。

2024年12月，在江苏南京，华东区域团队
与江宁开发区签署产业合作协议，推动区域内
潜在优质供应商投入大飞机产业链，促进江苏
民用航空制造业发展。

2025年1月，在浙江杭州，华东区域团队
与华瑞航空签署联合研制计划书，完成技术对
接、人员培训等各项工作……

通过这种深度合作模式，华东区域团队正
联合推动重点项目、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区域
内相关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创新机制
打好供应管理“组合拳”

区域内，40多家一级供应商分布在5省市，
有国企、民企，也有外资企业，涉及机体结构、机

载系统等多类产品。“就像面对一盘散落的珍
珠，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根线，把它们串成项
链。”华东区域团队长王飞表示。

在供应商管理上，华东区域团队采用分阶
段、分级管控模式，层层递进，合理分配管理资
源和精力，保障供应链稳定与高效的同时，实现

管理效益的最大化。
为此，团队形成了“三图、三单、三表”的管

理模式，借助数据可视化的管理手段，确保工作
顺畅开展。供应商地图清晰呈现地理位置分
布，组织机构图展示各供应商内部架构以及与
区域团队的协作关系，人员流向图记录关键岗

位人员的变动情况；供应商清单、团队成员名
单、团队责任清单明确各方主体，责任一目了
然；供应商产能匹配表、供应商问题表、一揽子
工作进度表实时反映工作进展，为及时调整策
略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一套“组合拳”下来反
响良好。

精准赋能
激活产能提升“新引擎”

华东区域是几大规模化区域中次级供
应商数量最多的区域，供应链复杂度程度
相对较高。团队借用联合计划开展过程控
制。通过一份联合计划日执行燃尽图，团队成
员能够快速把握项目状态和进度。目前，华东
区域团队已与一级供应商签订1000余项联合
提升计划，并设置了300余项措施及800多个过
程控制节点。

此外，华东区域团队协同相关单位持续进
行智能化、绿色化建设工作，将供应商及工作
包数据接入系统，实现相关数据实时呈现，并
发放评价问卷40余份，推动供应商完成环保
工艺改造。同时，团队对接中国商飞上航公司
进行模型工具的优化，赴系统、结构、材料等各
类供应商现场调研评估工具的适用性及问题，
完善评估模型。

正如华东区域团队副队长姜鹏所言：“一企
带一链，一链成一片，我们不是在单打独斗，而
是在编织一张连接产业上下游的网。”

空客与势必锐
达成资产收购协议

本报讯 日前，欧洲民机主制造商空客与美国
供应商势必锐航空系统公司（SpiritAeroSystems）
宣布达成部分资产收购最终协议。

根据协议，空客将获得涉及 A350、A321、
A220机身机翼等部件制造的多项关键资产。空
客将从势必锐获得4.39亿美元赔偿。同时，空客
同意向势必锐提供2亿美元无息信贷额度，用于
支持自身项目。此次交易及业务正式移交计划于
2025年第三季度完成。

通过此次收购，空客有望直接控制A350供应
链核心环节，加速A220产能爬坡，提升A320系列
利润率。值得关注的是，波音对势必锐剩余资产
的收购预计也将同期收官。

波音出售
部分数字航空业务

本报讯 波音已经达成最终协议，向软件投资
公司ThomaBravo出售其部分数字航空业务，交
易金额为105.5亿美元，预计在2025年底前完成。

波音将保留管理具体飞机和机队数据的核心
数字能力，从而向客户提供机队维护、诊断和维修服
务。波音的数字航空部门在全球拥有约3900名员
工，包括留在波音的业务和涉及此次交易的部分。

俄MC-21和SJ-100
进口替代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 近日，俄罗斯部分进口替代版原型机
MC-21-310（注册号73055）成功完成首飞。该机
为首架试飞机，几乎所有航空电子设备以及空调、
供电系统都替换为俄产设备。而首架完全进口替
代的MC-21-310rus（注册号73057）预计今年下
半年首飞。

此前，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宣布，第三架SJ-
100型客机进入飞行测试阶段，并完成首飞。该
飞机实现了约40个进口系统和部件的替代，其中
包括核心的发动机。

昂际航电加速布局
低空经济赛道

本报讯 4月30日，昂际航电（AVIAGESYS�
TEMS）宣布其成都全资子公司昂际智航正式入
驻位于成都高新区的新办公室，进一步强化对低
空经济及先进空中交通（AAM）市场的战略投入。

在低空经济领域，昂际航电已经与多家国内
eVTOL主制造商签约，向其提供航电飞控产品。

GAMECO取得国产客舱部件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