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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导弹院总体所预先研究专业室

创新，我们永远在路上

|| 郭正玉

在航空工业导弹院，有一支“与
众不同”的团队，他们行走在充满
未知的创新之路上，披荆斩棘，不
断探索 ；他们站在无数先辈们的肩
膀上，眼神坚毅，遥看远方。怀揣
航空报国的初心，他们勇往直前 ；
肩负航空强国的使命，他们义无反
顾。这，就是总体所预先研究专业室，
一个不一样的创新班组！

走进专业室，扑面而来的是一
股年轻的气息——班组成员平均年
龄 30 岁，近半数人员为“90 后”。
与导弹院内的型号研制团队相比，他
们更年轻，更有青春活力，也更敢
于创新。他们作为技术到产品的“转
换员”，虽不搞产品，却更懂需要什
么样的产品 ；他们作为创新到型号
的“孵化师”，虽玩的是颠覆，却更
贴近产品实际需求。他们从事的预
先研究工作，不仅为型号立项奠定
坚实的技术基础，更为先进前沿技
术在空空导弹上的应用开辟快速通
道。“协作、发展、创新、超越”是
他们工作理念，看似平淡无奇的八
个字，却成为他们工作的宝典。

协作——
“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创新强、难度大、任务重、时
间紧”是专业室承担工作的共有特
点，踏足新领域更是“家常便饭”，
课题的研究远不是单靠几个技术人
员就能够完成的。

在某创新项目的研究中，他们
就遇到了多学科跨界的技术难题，完
全未知的技术领域是对论证团队的
高难度挑战。面对未知，他们并不“闭
门造车、故步自封”，而是通过从内
到外的强强联合，构建了一个不一
样的“跨域”合作团队，在短短数
月的时间内，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
解决了耦合技术难题，形成了多学
科研究体系雏形，其研究成果受到
了评审组专家的高度好评，并被广
泛应用于后续多个项目研究中。

发展——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新手段建设一直是专业室高度
重视的一项工作，不搞“纸上谈兵”，
不建“空中楼阁”，坚持实践出真理，
手段支撑未来发展。

2018 年，专业室构建了面向战
场的体系对抗仿真环境，从作战使
用、实战对抗角度有力支撑未来武
器装备的需求牵引 ；2019 年，专业
室注重顶层需求落地，着力推动基
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论证方
法研究，力求用更加科学规范的方
法开展创新工作。

专 业 室“ 发 展 ” 的 工 作 理 念，
正是以新知识、新技术、新手段的

引进与学习为基础，以项目论证为
牵引，以专业室成员自身发展为支
撑，最终促进专业室整体水平的发
展，而“发展”理念的树立与坚持，
也是专业室永葆青春与活力的秘诀
之一。

创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创新是专业室的灵魂，也是贯
穿于所有工作的主线。他们基于各
项目和课题研究，牵引出多项新技
术和新理念。在某新项目中，他们
颠覆现有模式和理念，提出了原始
创新概念，同时不断加入新技术 ,
着力牵引新材料、新结构和新工艺
等创新技术的突破，打通从原理到
技术实现的研究方案，丰富了创新
研究领域和技术储备。

然而，开拓创新并非一蹴而就，
创新之路充满坎坷和艰辛。每一个
创新项目的立项论证的背后是成员
们那不为人所知的辛劳和汗水。为
了争取某课题立项，短短一年内，
二百余人次的出差记录，近百个版
本的论证报告与汇报材料，更多的
是数不清的会议讨论、方案迭代和
技术调研，一次次的推翻重来，一
次次的绞尽脑汁。论证工作的开展
并不顺利。但是，他们始终坚持并
践行“创新”理念，咬紧牙关，并
没有懈怠，那些在高铁上疲惫的身
影、在会议室里焦虑的汗水、在电
脑前紧缩的眉头，就是最好的证明。

只有深耕于自己的领域，不畏
艰辛，敢于拼搏，勇于创新，才会
有柳暗花明，守得云开见天之日。
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更高的超越。

超越——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个不断超越、永不停前
的团队。专业室自成立以来，累计
获得了来自多个领域、多个单位的
近百个项目，数亿元经费支撑，获
得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成果奖励。
与此同时，从专业室也走出了技术领
军人才、青年专家、研发能手、模
范青年等典范。专业室已然成长为
一支具备顶层规划、需求分析、方
案论证、系统仿真等各项专业能力
健全的优秀创新团队，在研究院科
研创新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首过去，尽管成就颇丰，但
凡为过往，皆为序章，专业室不会
在曾经的荣誉中停滞，他们将继续
践行“超越”的理念，在新的时代，
取得更大成绩。这一群预研者，将
怀揣着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秉承
着探索科学的严谨态度，奋战在创
新工作的第一线，用行动宣告着 ：
创新，我们永远在路上！

航空工业宝成DSP芯片引脚剪切方法改进团队

剪切方法小创新  改变效果大不同
|| 殷书芳

航空工业宝成装配部某计算机
板 DSP 芯片引脚剪切方法改进提
案解决了去年宝成某型产品计算机
DSP 芯片报废率高的难题，此项改
进共计节约成本 10 万余元。装配部
DSP 芯片引脚剪切方法改进发挥团
队的聪明才智，就地取材，零成本，
用简捷的方法解决了产品生产中长
期存在的瓶颈问题。

让新手害怕的百条引脚

DSP 芯片是宝成某重点产品计
算机的中枢神经，指导整个计算机
的运行，中枢神经的正常与否直接
关系到这台电脑的运行。DSP 芯片
焊接前管脚需进行成形，并剪切至
适合装配的长度。芯片四边共 172
条引脚，焊接前需将管脚弯曲成型
并剪切后，才能焊接到线路板上。
由于无专用设备，DSP 芯片管脚剪
切全凭工人经验进行，剪切尺寸无
法保证，管脚过长、过短和变形都
会造成无法装配，由于引脚又细又
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 DSP 芯片
报废，影响产品的交付进度。 

DSP 芯片的剪切项目一直是装
配部技能专家徐鹏波负责，他凭借
多年的工作经验一直单靠纯手工操
作保持了产品的合格剪切。因公司
倡导“师带徒”和“绝技绝活”分享，
此项目需交接新手让更多的员工参
与制作。徒弟们剪切期间，无经验、
心理压力大，“越不想剪坏，就越会
剪坏”，剪完的十几个芯片引脚长短
不一，在与产品计算机板组件装配
焊接时，多次出现报废返工问题。

“这个不合格，那个也不行，这
样下去是不行的。”蒋晓丽仔细检验
DSP 芯片的引脚长度时神态凝重地

说。听到她的话，徐鹏波在脑海里
深深地思考着 ：一个 DSP 芯片价值
5096 元，一个表里有 2 个。一刀下
去，5000 元就没有了，损失太大了。
怎样才能让新手既准确又高效地完
成 DSP 芯片引脚的裁剪呢？

徐鹏波一有时间就投入到 DSP
芯片的剪切方法构想中，经过一段
时间的思考，他发现如果制作一个
剪切限位夹具将芯片放在夹具上，
以固定剪刀的活动范围，从而间接
固定芯片引脚的长度应该就能剪出
合格的芯片。

改变局面的铜丝出现

什么材料最适合呢？首要问题
是需要找到能够适合用于 DSP 芯片
引脚的材料，材料的粗细、软硬度
都会影响到合格的长度。在选材上
着实费了一番功夫，电装车间的宁
涛一有时间就去不同单位找材料，
或者问能接触到合适材料的师傅，
每找到一种新材料就和徐师傅做个
夹具，然后实践验证，如此反复，
直到找到合适的为准。有次去兄弟
单位出差，他突然发现有个元器件
拐角的限位工具用的铜丝是自己没
有试验过的，就默默记在心中。返
岗后他立马四处打听，找到这个同
款铜丝，和徐师傅制作了一个，经
校直、成型、接头焊接制作成限位
夹具，对成型后的引脚进行限位剪
切，经生产实践，效果良好。期间，
共做了 11 种材料的夹具，最终验证
出了最适合的这款夹具。

一天，徐鹏波拿着新制作的剪
切限位夹具让技术室主任张伟剪一
个芯片试试。张伟一开始是拒绝的，
从未剪过的她不敢伸手，“我害怕，
一刀下去 5000 没了咋办？”张伟
说，见此徐鹏波鼓励道“试试，不

会剪坏的。相信我！”基于对徐鹏
波过硬技术的一贯信任，张伟忐忑
地接过芯片放入夹具中，一刀下去，
又一刀下去，四刀结束，测量发现，
172 条引脚长短一致，张伟说“你
这个小创新解决了大问题，为咱节
省了一大笔。”并鼓励他向公司提出
精益改善提案，让更多的人学习借
鉴。

制作剪切限位夹具后，芯片剪
切过程简便又可靠，剪切后的引脚
保留尺寸一致，既保证了剪切质量，
又保证了 DSP 芯片装配焊接质量，
减少了调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故障，
大幅度提高产品一次通电合格率。 

团队力量总是让人惊喜

此次，徐鹏波带领团队，历时
2 个多月，用简捷的方法解决了产
品生产中长期存在的瓶颈问题。改
变了该工序需要专人操作的限制，
使得曾经的绝技绝活不再需要专项
技能传艺，即使没有操作经验的工
人也能一次成功。规范了现场成型

剪切夹具的管理和使用，合格率达
到了 100%。据统计去年生产 80 多
只线路板，减少 DSP 芯片 25% 的
报废风险，共计节约成本 10 万余元。

胜 利 的 喜 悦 过 后， 队 员 蒋 晓
丽趁热打铁，将该夹具纳入二类工
装规范使用，并从工艺技术方面对
DSP 芯片的剪切工序做了调整和剪
切限位夹具档案管理进行备份，以
方便更多的新手使用。与此同时，
她也为团队此项提案起草了“技术
交底书”，做了专利申请，以对团队
的精益改善成果进行保护。

工作中遇到难题，只要善于质
疑，敢于发问，潜心研究，尽力改
善，有可能一根小小的铜丝就会使
困扰生产多年的迷局别开生面。精
益从心开始，改善从我做起。近年来，
宝成持续开展精益改善工作，充分
发挥广大员工的聪明才智和主动参
与管理的热情，发扬滴水石穿精神，
坚持持续改善作风，有力促进军品
生产高质量交付和降本增效取得显
著成效，助推发展质量迈上新台阶。

与航空同成长
|| 田硕颖

高中时代，男生们开始关注起国家大事，
世界政治军事动态，校门口的报刊亭买两套军
报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那是 2013 年，我
们从军报上看着“辽宁舰”入列海军，我们终
于有了自己的航母。歼 15 战机从舰首滑跃起
飞，直插云霄，这是我们自己的舰载机。11 月
25 日，罗阳完成了他的使命，将一生奉献给了

航空事业。那一天，我无心学习，在作业本上
画了一架正在起飞的歼 15 来悼念我们的英雄。

军报中那密密麻麻的铅字几乎伴随了我的
整个高中时代，其中有着三沙市成立等辉煌成
果，亦有着许多不得已的无奈在纸页间流动。
填写高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飞行器
制造工程专业，这是最接近蓝天的专业了。

大学期间，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接触到
更多的航空专业文献，对航空工业有了更加清

晰的认识。战机是现代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
夺取制空权、制海权都离不开性能优越的战机。
记得在一节选修课上，老师给我们讲美俄战机
的发展体系，投影幕布上那一款款世界名机，
我们羡慕甚至嫉妒美俄拥有的那些空中堡垒、
蓝天利剑，动辄上百吨的运载能力、上万公里
的作战半径、超过马赫数 2 的突防速度。相较
之下，我们自己研发的战机，与美俄之间还存
在代差，整体工业实力还有待提升，材料学、
冶金学、空气动力学等方面都需要更进一步。

航空工业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皇冠”，我
有幸能够从事制造“皇冠”的工作。工作在
航空工业洪都，在新中国航空工业诞生的地
方，更能够感受到几代航空人筚路蓝缕、披荆
斩棘的开拓精神。工作一年有余，投入到战机
的生产制造过程中，方能亲身感受到它的一丝
不苟与精益求精 ；感受到它经无数双航空人的
手组装起来后，被赋予的航空报国精神，这远
不是我能从报刊或课堂上学到的。当我看着自
己参与生产制造的飞机喷着尾焰从跑道上轰鸣
着腾空而起时，总是会抬起头来，遥望着它消
失在云端。国庆 70 周年阅兵中，我认真地盯
着屏幕上的飞机，轰 6K、歼 20、运 20、直
20……每一梯队的出现都让我激动不已，而当
教练机梯队被介绍出场时，我呼喊着爸妈来看，
激动地告诉他们 ：“这是我们洪都公司研制的
飞机，我是制造它的万千分之一。”从未有一刻，
让我觉得自己和阅兵离得这么近，同祖国的发
展息息相关，那一刻，身为一个航空人，我一
生无悔。

航空工业在发展，航空人在成长。爱航空
就是因为热爱着我们的祖国，盼着她能够繁荣
富强，盼着她能够复兴崛起。

我眼中的“五四精神”
|| 梁颖茜

 和身边的老同志比起来，穿了五年“航
空蓝”的我，还只能算是一名航空新人。

我叫梁颖茜，2015 年从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毕业，带着一颗从小逐梦蓝天的心和
对航空的热爱来到航空工业自控所飞控部，
从事旋翼飞控总体设计工作。作为一名“90
后”，作为众多学习、成长、奋斗着的航空
青年之一，我想谈谈自己眼中的“五四精
神”。

时间虽然已过了百年，但是“五四”
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回想工
作的这些年，在完成每一个任务时，自控所、
飞控部的师傅们言传身教中的那份严谨与
专注、责任与奉献、使命与担当，都在无
形中向我传递着这份精神。幸运的我们赶
上了航空工业特别是自控所跨越式发展的
好时期，我们拥有这一片汲取知识、不断
进步的沃土。

众所周知，飞行自动控制（行业内习
惯简称为“飞控”）与飞行安全息息相关，
在我们的工作中不容许有一丁点儿的差错。
忘不了因为上会文件中的几个错别字和错
误标点，专家对我们严厉批评 ；也忘不了
为了突破 AC312 民用直升机无线电导航控
制技术，项目团队的人常常研讨到深夜 ；
更忘不了试飞员上飞机前突然回过头笑着
对我们说的那句 ：“我们可是把命都交给了
你们……”

正是这点点滴滴的经历，让我懂得了
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严谨与专
注的工作态度成为受益一生的财富。

在旋翼飞控系统总体设计课题工作的

这几年，我们常常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
战。记得某型直升机在外场试飞时，正值
定型试飞关键阶段，还差两个科目飞控就
圆满结束了。可这时试飞过程却出现了问
题。为了尽快解决，我在酷热的骄阳和闷
热的天气下奔忙，从分析数据到做机上试
验、从定位问题到形成汇报材料，然后与
试飞员、主机、机关人员沟通协调，靠一
片面包和两瓶矿泉水连续工作了 16 小时。
为了项目顺利进行的这一份责任，也为了
专注技术不放弃的那一份坚持。这样辛苦
工作的不只是我一人，这样辛苦的工作也
不只是为了自己。就像百年前的那群青年
人，他们走上街头，铁肩担道义，为苦难
的国家民族抗争呐喊，今天的我们——数
以十万计的航空青年正带着责任与奋斗去
实现属于这个时代青年的航空梦。

前一段时间偶然了解到，自控所一位
八十多岁、退休已 25 年的老专家，还在钻
研飞控知识。他的书桌上堆着飞控的书籍、
被翻掉页的词典，以及用铅笔做得工工整
整的笔记和一直握在手中的放大镜……我
不禁暗想 ：他是真心地热爱着飞控事业，
是真心地书写着航空强国的情怀啊。这也
让我明白，“青年”不是一个年龄的概念，
而是一个精神的状态和人生的追求。

回想在某型无人直升机繁杂且忙碌的
铁鸟试验现场，面对着机上各种交联设备
的问题，我和小伙伴们非但没有觉得辛苦，
反而十分珍惜这个深入了解飞机平台的机
会。当直升机腾空而起的那一刻，心里满
满的都是自豪感。这一切，都是为了心中
的那一份热爱，那一种执念。

航空工业华燕机加检验室

充满“创新气息”的班组
|| 曹承君

“我们每天要完成外协产品入厂
验收 8000~10000 件、现场零件管
控 20000 件、零件成品验收 3000 件，
坚持日清工作制”。说这话的是航空
工业华燕军品机加检验室室主任吴
卫国。

华燕公司质量保证部机加检验
室承担着现场零件质量管控、外协产
品入厂验收、零件成品验收三大业
务。这个仅仅只有 10 人组成的班组
平均每个月完成工序提交检验 60 余
万件、成品验收 7 万件、各类工装
200 项。机加检验室连续 3 年坚持做
到各项业务 “日清”，当日事当日毕，
以正确、高效、及时的作风做好现场

服务工作。
一箭易断，十箭难折。今年，华

燕公司合同同比增长 25%，承担重
点型号近 60 项，为适应企业高质量
发展，华燕公司机加检验室着力将
班组员工打造成现场的“质量检验
员”“质量宣传员”“技术辅导员”。 
他们在“新”字上求突破，在“深”
字上见实效，班组成员主动聚焦工作
中的不足，人人想方设法创新改善检
测方法，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每天早晨的晨会上，班组成员
都会围绕工作中的问题、难题开展讨
论，大家互相把对方当成“家里人”，
愿意把自己对工作的思考和想法说
出来，哪怕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也可
以畅所欲言，没有人会笑话或者制

止，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尊重、自由的
班组氛围中，激发了大家的灵感并能
够集思广益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措施。

今年，华燕机加检验室共开展检
验方法革新项目 15 项，提高现场加
工质量、效率改进项目 20 项，人人
都有创新欲望，人人都有创新提议、
人人都有创新项目。技能专家费少华
3 月完成的 “改进 11FA 外壳检测方
法”，提高工作效率 20 倍，为公司
节约资金 16000 元； 王力平针对“壳
体类零件台阶圆在深孔底部通用工
具无法测量”提出设计制造专用测量
工具已经落实在工艺文件中，提高了
现场的检测效率。

二季度，华燕开展了“战疫情、

保交付、比贡献”劳动会战，机加检
验室迅速调整工作节奏，创新服务模
式，利用现场影像仪、测高仪等设备
开展在线计量 ；一线质检员自发组成
互助团队，在生产任务最繁重的地
方、在交付量最集中的地方、在节假
日需要加班的时候，共产党员总是带
头冲在最前面。吴卫国说，虽然我们
工作量增大了，人连轴转也更辛苦
了，但是作为一名华燕人，就该有这
种大局观。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事无巨细，
精益求精，平凡之处何其枯燥，但世
上的伟大，不就蕴含在这日积月累的
平凡之中？华燕质量保证部机加检
验室用心、创新的工作态度给了我们
最好的证明和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