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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飞机一线速写

进入雨季后，老挝的天气变得变幻莫
测。5月21日，由C909执行的一趟巴色—
万象航班刚刚抵达远机位。几乎就在舱门
开启的瞬间，一道闪电划破天际，倾盆大雨
伴着雷鸣轰然而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
乘务组不得不临时关闭舱门暂停下客。

雨越下越大，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舱
内的空气渐渐变得沉闷。尽管乘务员一再
安抚，不安和急躁的情绪仍然无法阻止地蔓
延开来。此时，机场地勤人员送来了雨伞，
但面对满舱77名旅客——特别是众多儿童
和步履蹒跚的老人，有限的人手让服务保障
工作陷入困境。

“机务兄弟们都过来！”就在这时，中国商
飞维修放行工程师董明当即振臂一呼，一群
身着反光背心的身影冲进雨帘。他们在指挥
下快速有序地排成两列，在舱门前筑起“人工
廊桥”，撑起雨伞将瓢泼大雨阻挡在外。当遇
到行动不便的老人时，他们迅速迎上前去，用
手搀扶着，护着旅客稳步前行。雨水浸透了
他们的工装，却浇不灭眼中的热忱；雨声掩盖
了他们的叮咛，却遮不住手心的温度。

当最后一位旅客安然登上摆渡车，这群
机务人员早已浑身湿透。看着逐渐远去的
摆渡车，大家擦去脸上的雨水和汗水，相视
一笑。在异国他乡，大飞机人同样用“以客
户为中心”的信念编织成风雨中最坚实的守
护长廊。

刘旭松 摄影报道

上飞院飞机架构集成工程技术所飞机集成部系统布置室探索智能化数字化发展

“保持前进，一定会离正确答案越来越近”

南航
将加密外高加索三国航线

本报讯 据相关媒体消息，南航将于近日起
加密乌鲁木齐至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
三国航班密度。

据报道，6月上旬，南航乌鲁木齐飞往第比
利斯、巴库、埃里温的航班将分别加密至每周7
班、5班和3班。这些航班的出发时间都在北京
时间的晚上，能够连接更多从北京、广州、上海、
郑州等航点在下午时段到达乌鲁木齐的航班，
有效提升乌鲁木齐航空枢纽面向外高加索地区
的通达性和辐射能力。上述航线飞行距离都在
3000至3500千米之间，均由波音737执飞。

越南

批准成立一家新航司

本报讯 据越通社消息，5月20日，越南政
府批准太阳富国航空公司（SunPhuQuocAir�
ways）项目投资主张和投资者。

该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家新航空公司，通
过商业航班运送旅客，并结合包机模式，为越南
富国岛观光作出贡献。预计2025年第四季度，太
阳富国航空将正式执飞首趟航班，连接富国岛与
越南国内外重点经济和旅游中心。据悉，预计到
2030年，太阳富国航空机队总数将达到31架。

新航
近期赴华航班需求量大增

本报讯 据路透社消息，新航首席商务官李
立兴（LeeLikHsin）在年度业绩发布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前往中国的客流量激增。

“过去6个月左右，我们确实看到了前往中
国的客流量显著增长。”李立兴指出，目前新航
飞中国航线的客座率已提升至80%区间，而去
年同期仅为70%。李立兴表示，新航在中国市
场的运力已经基本恢复至疫前水平。

英国

首个机场经济区启动

本报讯 据外媒消息，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日
前正式启动了英国首个“机场经济区”。该经济
区以盖特威克机场周边区域为核心，命名为“盖
特威克地区机场经济区”，其经济规模占英国整
体经济的7%。

该地区拥有众多高校及产业集群，涵盖航
空航天、清洁能源、生命科学、创意产业以及先
进制造等领域。机场经济区的边界将保持灵活
性，以便根据发展需要覆盖周边新兴经济区域，
拓展增长潜力。

本报讯 日前，东航四川分公司来到位于成都
的大飞机示范产业园与中国商飞四川公司开展
“同城同心 同向同行”座谈交流活动。

据了解，上海虹桥—成都天府航线是C919第
一条常态化商业运行航线。目前，东航旗下C919
机队在川渝地区执行每日5班上海虹桥—成都天
府往返航班，以及2班上海虹桥—重庆江北往返航
班，均是C919执飞密度最高的航线之一。东航四
川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与中国商飞进一步
加强交流协作，在理念、实践、党建、稳定排故等层

面创新共建机制，共同推动国产大飞机商业运营
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商飞四川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
中国商飞的区域平台公司，将着力统筹推进国
产商用飞机在西南区域的运营支持工作，持续
创新形式和机制，服务好东航在成渝地区的
C919保障需求，在“五个对接”培训、人员交流、
航材保障、党建共建等方面建立有效合作机制，
助力国产大飞机“飞出安全、飞出志气、飞出品
牌、飞出效益”。

中国商飞四川公司

服务好东航成渝地区C919保障需求

万象机场有一座“人工廊桥”

日前，上飞院飞机架构集成工程技术所飞
机集成部系统布置室荣获“上海市模范集体”
荣誉称号。在当下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浪潮
里，他们把时代发展的新成果、新理念有机融
入当下的工作，以我为主、守正创新，不断提高
专业建设能力，为更精准的“一布到位”贡献新
质力量。

智能智能布置布置
是应对繁忙型号工作的主动选择

系统布置室承担着全机各系统300多万个
零件组件的布置集成任务，让每个设备、管路、
线缆找到既安全、经济又舒适的位置是每个布
置人的追求。传统总体布置工作非常依赖于设
计师的工程经验，需要工程师反复迭代形成飞
机的布置方案。

在“工业智能化”已然成为“显学”的当下，
系统布置室也在不断寻求自身专业的创新突
破，希望以智能化建模的新方法，把已有的布置
经验，转换为可量化的算法模型。

“要采用怎样的算法，可以有效评估布置
方案的好坏？”“如何让已有布置经验实现从

‘定性’到‘定量’的转变？”“评价方案的目标函

数该如何确定？”……面对这些创新路上的新挑
战，系统布置室副主任张利娟异常坚定：“大家
不要怕，万事开头难，我们扎根下去研究，边学
边干，一定能‘干成拿下’。”

作为科室负责人之一，专业工作的性质让
张利娟非常擅长开展团队协作，每当工作陷入
瓶颈，她往往就是那个能够带领大家重新奔跑
起来的人。

张利娟会给队员们分配思考任务，鼓励大
家在“头脑风暴”时踊跃碰撞彼此的想法。上飞
院内也有不少团队在进行智能化的尝试，张利
娟积极联络这些志同道合的战友，听取他们的
经验建议。听说创新谷有开展智能化工作的相
关资源，她立刻就去了解情况，希望为团队顺利
开展工作寻求更多助力。

确定基本思路后，智能布置小队迅速依据
任务分为场景组、算法组及代码开发组，场景组
负责定义案例、整理数据，算法组负责确定权衡
算法及目标函数，代码开发组负责将算法的数
学语言转化为计算机语言。

历经3个月的努力，小组最终实现了设备
架的智能布置，上百个设备只要输入相关参
数，就能实现一键布置，再也不用因为个别设
备的变动导致整体的推倒重来。“以前要花好
几个月做的方案，现在整理好数据输入布置要
求后一下子就生成方案了，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成本。”飞机总体设计技术三级专业总师王勤
超表示。

比起被动地等待“救援”，张利娟和队
员们更习惯主动出击寻求“生路”，在她看
来，“主动出击”的态度是布置专业在日常工
作中养成的习惯。“布置专业作为飞机研制牵
头抓总的专业，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去组织、协
调别的专业开展工作，积极主动推进工作的
意识是我们专业的基本素养。当我们尝试用
新的方法改善工作时，一定会遇到新困难、
新挑战，但我相信只要积极行动起来，保持
前进的状态，就一定会离正确答案越来越
近。”她说。

数字化工作数字化工作
是精益求精追求下的守正笃实

数字样机是系统布置室日常工作的“秘密
武器”，是在虚拟环境中采用三维仿真技术，从
外观、物理特性上高度模拟真机，让不同专业的
设计师们在协作过程中，对飞机内部结构、产品
架构、布置方案等有更直观的了解。

作为科室数字化、自动化创新的成果，数字
样机在型号上的运用提高了飞机系统的一次安
装成功率，有效减少研发设计成本。面对已经
取得的成绩，系统布置室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

不断思考让这项创新成果精益求精的可能性。
“数字样机的优化升级工作既是公司交办

的任务，也是我们科室自身能力建设的内在需
求。”团队骨干田瑞娜说道，“我们希望通过这次
专项任务补齐以往数字样机在运用中暴露的短
板和不足，同时进一步拓展数字样机使用场景
的深度及广度，使其成为研制、批产、运营等各
个环节都能受益的工具。”

科室在飞机集成部副部长陈裕的带领下，
做足了前期规划，总结出了6大优化要求，并设
定了“覆盖过程、拓展应用、实现协同、开发平
台”的4大目标。

科室副主任刘贺拥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
验，他对新一轮的数字样机升级提出了“紧固件
实体化”的建议。紧固件作为飞机上线与线连
接的细小部件，在之前的数字样机上一般仅用
线条作示意。在设计阶段，这种简化的标记并
不会引起歧义，但到了生产制造阶段，这细小的
差别却依旧能造成干涉间隙，导致设计重复更
迭，因此刘贺提出在新一轮的优化中要把紧固
件的形状准确标注出来，避免后期的返工。

“飞机的质量安全基因源头在设计。科室
所负责的系统布置和间隙控制直接影响着飞机
制造和运营的安全。完整走过一个型号的研制
历程，既是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积累
正向设计经验的过程，我们希望这些经验能融

入数字样机的优化工作，提升正向设计能力。”
刘贺说道。

除了自身过硬的专业素养，数字样机的升
级优化工作还考验着团队的牵头抓总能力。数
字样机建设作为一项多专业、多部门、多单位共
同协作的项目，是对牵头方行动力、组织力、专
业判断力的综合考验，即使是老将田瑞娜也感
到压力：“在工作的一开始，大家对数字样机的
认识和理解都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我们设立的
目标又很高，相应的工作量非常大，要保证所有
人都迈着整齐的步伐往前走，这非常考验我们
的牵头能力。”

团队总结了前期的攻关经验，探索形成和
各专业对接的通用规划路径，通过“应用场
景—数据流—协同设计—基础库建设—开发
需求”的5步法，让所有参与团队心中有“谱”，
形成共识。

在具体对接环节，为了高效推进项目，田
瑞娜的心得是要学会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
“在牵头任务的时候我们是分配任务的人，同
时也是在大家遇到困难时帮助解决问题的
人。科室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是一个被
需要的专业’。都说总体专业承担着‘兜底’责
任，所谓‘兜底’，就是关键时刻总要有人站出
来，去统筹复杂难题，成为项目上大家可以信
赖、可以依靠的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