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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静雯

9 月 27 日，一架“新舟”60 增雨飞机从
榆林机场顺利转场，在阎良平稳着陆。至此，
历经了 13 天、20 多个科目的试飞任务后，“新
舟”60 增雨机圆满完成了此次研发与审定试飞
的各项工作。停机坪上，等候多时的人们拉开
了大红色的横幅、献上鲜花，表达了对凯旋的
试飞机组和保障团队的问候与感谢。

试飞就是对项目的一次重要检阅。航空工
业西飞民机成立 3 年多来，一直关注自身能力
建设，不断完善产业链各个环节。在这过程之中，
团队建设日益专业化、各类专业人员得以快速
成长。本次试飞就包含多项工作和试飞工程师
参与的“第一次”。研发和审定试飞的成功，不
仅是对产品的肯定，同时也是对西飞民机专业
人才培养思路、项目团队组织、部分业务进行
部门之间迁移等多方面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

此次增雨机转场的平稳落地，以不容争辩
的事实证明 ：这一次我们赢了！

空勤试飞组：
“蓝天骄子”和“新晋后浪”的初次磨合

此次参与试飞的正副机长都是多年驾龄的
“老机组”。尤其是刘机长，自 2001 年第一次
驾驶“新舟”60，飞行的缘分一结就是近 20 年。
他经历了无数次的科目试飞、学员带飞、转场
飞行。在 2008 年为玻利维亚学员带飞中，刘
机长创下了数项飞行第一，还成为中国首个在
国外 5 个高原机场起降的飞行员。对于“新舟”
飞机性能最了解和最熟悉的人，非刘机长莫属。

飞行员常常都被冠以“蓝天骄子”，刘机长
总是笑着说 ：“那我算不算是个老骄子？”之后
的几天里，“老骄子”就成了刘机长的专属称谓。

9 月 17 日上午，净空条件良好，地勤保障
团队完成了对增雨机的航前检查工作，一切准
备就绪，可以进行试飞。机组进场了，走在两
名试飞员身边的小伙儿是此次将进行飞行首秀
的年轻试飞工程师何林杰。2019 年 2 月，何林
杰和另外两名试飞工程师李钊、刘磊从加拿大
国际试飞员学院学成归来，成为公司培养的首
批试飞工程师。

回到工作岗位上，他们始终坚持不断地充
实自己，参与试飞任务设计、试飞科目编排、
试飞大纲和试飞任务单的编写及优化，登上模
拟机观摩飞行员的操作 ；与试飞员进行多次交
流，听取他们的试飞经验。经过一年多的学习
和准备，何林杰非常自信地开始了自己作为试
飞工程师身份的“首飞”任务。

“西飞洞洞幺（001）架机，可以按计划试
飞！”

接到塔台的指令后，刘机长熟练沉稳地
操作，滑行——转弯——进入起飞跑道——加
速——抬轮，“新舟”60 增雨机稳稳地“抬头”
飞向蓝天。经过 20 多分钟，飞机高度上升到
4500 米，飞行状态平稳，可以开始执行试飞任
务了。

要飞的第一个科目是失速告警。在民航领
域，可谓是“谈失速色变”，飞机失速就意味着
机翼上产生的升力突然减少，会导致飞机的飞

行高度快速降低，历史上很多空难都是由于飞
机突发失速造成的。所以，失速告警试飞在试
飞科目中属于风险较大的项目。但是对于“老
骄子”刘机长来说，这只是一项常规试飞科目。

“小何，咱们现在准备开始做任务了，确认
构型状态。”

“机长，当前重量配平速度 133 节，高度
15000 英尺，告警上线 113 节，失速速度 103 节，
光洁构型确认。”

“准备进入试飞动作，副驾驶报速度，你注
意观察飞机状态并进行数据记录。”刘机长熟练
地操纵飞机，发出指令。

“收到，做好准备。”5 秒后，速度 112 节，
飞机出现语音告警和抖杆。

听到告警后，刘机长立即推杆减小迎角，
控制飞机姿态，推油门，恢复升力，一通熟练
果断的操作，飞机重新转入正常飞行状态。

简洁的语言、平和的语速配合着全套行云
流水般的动作，一气呵成。

“我们再试一次，注意再次记录。”
在 20 分钟内，完成了 8 次不同构型下的

失速告警试飞，“老骄子”和“新晋后浪”的首
次配合就默契无比，试飞效率大幅提升。

一次试飞失速告警过程并不长，可能就是
3~5 秒的时间，但对于试飞员和试飞工程师来
说，心路历程是“漫长”的 ：试飞员要在短时
间内进行判断、决策和处置，干脆利落没有丝
毫犹豫 ；试飞工程师要随时观察速度的变化和
飞机状态，随时记录，同时也要同样保持沉着
冷静的状态。空中这短短的瞬间，他们在地面
已经在脑海中、交流中完成了数十次。

随着起落架放下并平稳着陆，所有科目试
飞结束了。地勤保障人员上机来开始进行航后
检查，刘机长与他们握手问候 ：“兄弟们辛苦
了！”简短的讲评后，走下飞机与副驾驶和试
飞工程师又开始对刚才的试飞过程进行总结。

每一次试飞在常人看来可能只是飞机的一
个起落，或是几个小时的飞行，可对于试飞员
来说，这背后是他们多年的磨砺和积淀，是一
次次挑战新极限、飞跃新高度。而对于年轻的
试飞工程师来说，这只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开始，
未来的他们还要伴随“新舟”飞机去领略空中
的无限风光。

地勤保障组：
披星戴月“追”飞机的人们

“飞机预计两点半落地。”
“收到，地勤保障组准备进场。”
此时离飞机计划落地时间还有 45 分钟，

老夏已经带着地勤保障组的小伙子们进场了。
身边的人说，老夏每次都是这样，一接到通知
早早就进场开始进行航后保障的准备工作。这
个大家口中亲切称呼的“老夏”，是此次试飞任
务中地勤保障组的队长夏毅，是一位有 20 多年
丰富经验的“老机务”，他黝黑的脸上永远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这次的地勤保障团队一共 8 人，
除了两名老师傅，多数是 30 出头的年轻人，各
个充满活力和干劲。

每天早上天空刚泛起鱼肚白，地勤保障团
队就已经先一步出发了，到达停机坪开始航前

检查和准备工作。他们戏称自己是“追飞机的
人”，因为机务工作做的就是航前准备、航后检
查、维修排故等工作，飞机在地面，他们就是
围着飞机转，进到机舱内、蹲在起落架旁、趴
在机头处，飞机在哪，机务人员就追随到哪，
严寒酷暑、风霜雨雪……任何严苛的天气下，
他们都必须克服。

9 月 14 日，开飞前一天的晚上，地勤人员
在保障检查的时候发现左发顺桨泵需要更换胶
圈。已经是晚上 7 点多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要
开始正式试飞，所以当晚必须要更换完毕。此
时老夏立刻联系了备件进行紧急调送，新胶圈
第一时间送到咸阳机场，但如何保证新的胶圈
能够当晚就抵达榆林机场？新的问题又摆在眼
前。

“搭乘民航的航班吧，我来协调。”集成交
付中心主任王允强说完就开始翻查航班时刻表，
刚好还有最后一班东航的航班，他很快协调好
最近的航班，新的胶圈也随即享受了一次“航
空速递”。

“到了，到了 !”焦急的等待后，拿到新的
胶圈的地勤保障团队又开始忙碌起来。安装——
通电调试——发动机试车，一切顺利。在场的
人都长舒一口气，此时已是深夜，清亮的月光
映照着众人脸上的笑容。

“老夏，你们团队辛苦了！”
“没怂过！”老夏简单地回答了三个字。
成为一名全面合格的机务人员，需要至少

4~5 年的时间，因为每架飞机都涉及试飞保障、
维修定检、排故等工作，涉猎面很广，要对飞
机各系统各环节都有所了解，需掌握机械、航
电、电气、仪表等各方面专业知识。作为“新舟”
飞机的“贴身保镖”，地勤保障团队在专业技能
上一点也不含糊。团队中，除了老夏这样经验
丰富的老机务，新一代机务也在快速成长。宋
宇这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工作中一丝不苟，积
极上进，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火速通过了机
电专业十门专业课、口试、实操共 12 项考试，
顺利拿到了 ME 基础执照，未来他还计划在基
础执照上再增添更多的机型。

作为“新舟”飞机的地勤保障团队，用“披
星戴月”来形容他们每日的工作状态是再形象
不过了。正因他们的坚守和过硬的专业技术，
才让每架“新舟”飞机平安远航。

技术保障组：
空中“诸葛亮”团队

“点火电压正常”“点火”“发射”“成功了”
话音落下，焰条燃烧起来，焰弹也随即发射。
这是在开展增雨机任务系统焰条、焰弹点火发
射的验证工作。负责该项系统工作的总师杨松
岩和技术员杨凡两人，在整个任务功能得到顺
利验证时，不约而同地露出笑容，狠狠地击了
一下掌，这个成功真的很鼓舞人心。

说起这架增雨机的技术含量和意义，总师
丁亚修可以娓娓道上 3 天。“这架增雨机倾注了
我们团队太多的心血”，丁亚修感慨道。早年交
付气象局主要用于东北区域作业的两架增雨机
打开了“新舟”60 多用途飞机的大门，在国内
多次大型活动气象保障、森林灭火以及为干旱

地区增雨作业中，其性能、作业效果都表现出
色。2018 年 6 月，气象局又追加订购了两架“新
舟”60 增雨机，未来计划主要用于西北地区的
作业。

作为设计团队的领军人物，丁亚修深知自
己肩上的重任，“以客户为中心，充分满足客户
的需求”和“自主可控，发展我们自己的增雨
机”的信念深深植入丁亚修的心。这两架增雨
机的自主科技含量较之前大幅提升，同时，在
性能方面也明显提升。作业播撒系统在原冷云
播撒设备的基础上增加了暖云播撒功能，拓展
了飞机播撒作业的能力 ；大气探测子系统实现
了数据内容解析、数据算法、数据显示和控制，
可以随时根据客户需求组合排列各类数据，界
面丰富，更符合客户使用，做到了完全国产化
自主可控设计 ；任务电源系统实现了智能化配
电供电控制 ；空地通信系统增加了综合话音通
信功能，实现了视频通话和语音留言回放功能。
这是首次由西飞民机全面总承研的国家级增雨
作业飞机。

该架增雨机的整个设计研发团队由总体、
气动、结构强度、环控内饰和航电任务系统各
不同专业一共百余人组成，历时两年多的设计、
开发、优化和验证，攻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说到增雨机，对于研发团队来说不仅是要攻克
飞机本专业的知识，还要拓展气象方面的知识。
刚开始，对于该架机的大气探测系统的重新研
发，技术文件一片空白，关键问题攻关的重任
就落在大气探测系统主任师胡颖琼的身上。她
购买了许多气象学书籍，利用业余时间挑灯夜
读，记下了两万多字的心得笔记，主动去气象
局学习交流。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她已经对
气象方面的技术“如数家珍”，给领导和同事们
上起课来。

9 月 23 日晚 8 时，地勤和技术保障团队还
在机场为第二天的电磁兼容试验做准备，在安
装云粒子图像 3V-CPI 探头时，胡颖琼发现，
厂商提供的资料和实物有一定的偏差，导致挂
架开孔尺寸不够，无法适配安装。“现在就改！”
说完胡颖琼就在现场改起了方案，随后负责结
构的设计人员也高效率的根据修改后的方案出
了新图纸，紧接着就是扩孔安装工作，很快探
头安装到位，保证了电磁兼容试验可以顺利开
展。又是一场紧张的“接力赛”，此时已是凌晨，
大陕北的初秋寒风阵阵，但是每个人的心里却
充满暖意。

作为增雨机的“智囊团”，技术保障组的
专家们始终秉承着“十年磨一剑，霜刃终试成”
的毅力和态度，为国产民机的发展默默奉献。

综合保障组：
未雨绸缪的“急先锋”

在试飞工作现场，想跟仇恩多说几句话要
掐好时间，因为他不是在打电话协调各方安排，
就是在编写和调整试飞计划，或是在塔台忙碌
着与机组沟通飞行情况。此次试飞工作是集成
交付中心飞行试验室首次担任科研试飞的总体
策划和组织实施工作，试飞团队每个人第二天
的行程和工作计划仇恩都了如指掌 ：大到试飞
任务的计划安排及临时调整，小到整个参与试

飞团队 20 多人的行程和住宿安排。每一天的计
划实施、每一次协调安排、每一个细节把控都
落在了仇恩和他的徒弟郑鹏军的身上。

“机组进场，计划 9 时起飞。”
“仇哥，飞机起飞，9 时 3 分。”几乎每一

次起飞和计划时间都差不了几分钟，仇恩和郑
鹏军这对“急先锋”组合每一次都精准地“控
制”了飞机的起降时间。说到郑鹏军，虽然他
是今年 1 月新入职的出生于 1997 年的“小孩
儿”，但干起事来却很沉稳，果敢坚毅又不失年
轻人的活力和冲劲。

1 个多月前，集成交付中心飞行试验室的
同志就已经开始策划这次的试飞安排，通过不
断讨论，优化方案，第五版试飞保障方案终于
落地。同时结合当前疫情防控要求，团队制定
了缜密详细的试飞疫情防控方案。紧接着协调
榆林机场、中航油西北分公司、西安指挥所、
民航西安区调、西北空管局等多家单位，为此
次试飞工作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

试飞过程中往往存在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
比如天气因素、民航机场的流量控制等都可能
会影响飞行的开展。试飞的第一天，突遇榆林
机场要进行为期两周的临时演习，由于空域受
到限制，飞行计划迟迟得不到批复。现场的空
气似乎凝重起来——如果协调不下来，后面这
么多天的试飞任务无法保证。“不要慌，逐级上
报，把我们的试飞任务重要性强调一下。”吕海
总监说。仇恩立即调出提前备份好的详细计划，
给民航西安区调发起邮件，电话也打了不知多
少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批复了，批复了”，在接到批复电话时，
仇恩的声音都激动到有些颤抖，现场的空气也
一下子活跃起来，所有人心里都踏实了，一场
突如其来的“危机”也随即化解。

试飞工作结束后，当听到增雨机平安降落
阎良机场的消息时，仇恩和郑鹏军的心里都踏
实了。从前期精心策划，到试飞计划精准的实施，
都归功于整个团队的付出和努力。

他们对单位有个默契的称呼是“家”，出差
在外也要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工作开展
情况，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如果“家”里缺
人手，他们就会临时调整任务和分工。他们经
常一人身兼几项工作，但人人都没有怨言。“把
工作干顺、干好”是大家共同的信念和目标，
大家一起为“新舟”飞机的茁壮成长而努力。

宾馆会议室、机场空地的石桌和石凳上、
候机室……哪里都有可能成为试飞现场的临时

“指挥部”。“离地三尺有风险”，这是吕海最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刻叮嘱身边的人，把握
细节、未雨绸缪，将飞行中一切有可能发生的
风险都提前进行预判和规避。在试飞现场，似
乎没有什么领导的级别之分，有的就是成就共
同事业的决心。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作为“新舟”60 多
用途飞机研制的“先行者”，增雨机从研发、试
飞、验证、定型，一步步走向可以预见的未来——
功能完备、规模做大。相信依托“中国技术”的“中
国制造”，将为全球更多人带去福祉。 

本版摄影    董静雯

——“新舟”60增雨机研发和审定试飞工作纪实

多用途发展是对一个飞机型号成功的最佳注释。
“新舟”60 飞机进入市场不久，航空工业西飞就着手进行以“新舟”60 飞机为平台的

多用途飞机的研发，其中增雨机成为首个立项项目。在与中国气象局的密切合作下，2015 年，
两架“新舟”60 增雨飞机相继交付。之后的几年中，“新舟”60 增雨机在庆祝新中国 70 华
诞阅兵仪式、杭州 G20 峰会等大型活动以及内蒙古、辽宁、河南、陕西等区域增雨、森林
灭火等任务中都彰显了卓越性能。

2018 年，中国气象局再次订购两架“新舟”60 增雨机。这两架机的自主科技含量较前
大幅提升，设计团队呕心沥血终于按计划完成了研制任务。9 月，首架机完成试飞验证前所
有准备工作，飞赴陕西榆林展开为期 13 天、20 余个项目的验证试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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