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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看 点微 看 点微 看 点微 看 点
QC“智”管　质量“制”胜

本报讯　近日，航空工业江航组织申报
的《提高某型氧气浓缩器维修准时交付率》《提
高某型充气接嘴气密合格率》《面罩工装制作
的新方法》《提升某型产品准时交付率》4 项
QC 课题，在集团公司、安徽省、合肥市成果
评选中收获丰硕成果。其中，2 个小组凭借突
出的课题成果，荣获 2020~2021 年航空工业
先进质量管理小组，同时 4 项成果均获评安
徽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三等奖，一项课
题获评合肥市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二等奖。

江航 QC 课题以问题为导向，由部门负
责人和骨干经济师、工程师带队，成立专项

工作小组，深调研、细梳理，运用先进管理
工具，群策群力形成解决方案，攻关了产品
交付率达标、现场生产工艺改进、工装制作
方法革新等一系列制约生产交付的难题，在
提升质量管控水平的同时，创造了可观的经
济价值。

江航在质量管理中不断摸索经验、多措
并举，各生产单位从严抓制度、抓管控、抓
落实，强化质量典型问题梳理管控，切实贯
彻落实全面质量提升工程方案，促进实物质
量管控水平和成效不断提升。

 （花业婷　汤薪伟）

成飞QC小组荣获“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

本报讯　近日，航空工业成飞数
字化制造中心 / 数控加工厂“歼锋之
星”QC 小组荣获“2021 年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荣誉称号。

“ 歼 锋 之 星 ” QC 小 组 成 立 于
2020 年，小组成员共 10 人，均是来
自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是一支技术
精湛、积极向上的团队。小组以问题

为导向，针对某型号框工艺组合件质
量问题多、交付周期长等问题，深入
现场开展调查工作，每个阶段都进行
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和方法工具应用，
并设定目标、可行性论证、原因分析
等方面课题研究，坚决落实“PDCA”
闭环管理，通过质量管理、技术攻关
降低某型号框工艺组合件故障率，为

确保公司某型飞机装配节点作出突出
贡献。小组撰写的成果报告《提高某
机型框工艺组合件一次镗孔合格率》
经过企业推荐，层层选拔，最终“歼
锋之星”QC 被授予“2021 年全国优
秀质量管理小组”荣誉称号。

下一步，“歼锋之星”QC 小组将
始终秉承“质量第一、顾客至上、持

续改进、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质量理
念，围绕公司高质量发展，树立“一
次做好，缺陷为零”的质量意识，持
续开展 QC 小组活动，力争在航空强
国的道路上作出更多贡献。

（方蕾）

华燕公司“QC”小组获集团公司表彰

本报讯　 日 前， 航 空 工 业 华 燕
公 司 ——“QC” 小 组 获 集 团 公 司
2020~2021 年先进质量管理小组荣誉
称号。该小组以“提高 48FC 挠性陀
螺定子冲片组件吹砂合格率”为课题，
通过系列技术改进使零件吹砂合格率
从 60% 提高到 93% 以上，同时为解
决薄壁类零件烧结后易变形问题找到
解锁钥匙。

48FC 挠性陀螺定子冲片组件为
定子冲片叠压组合件，是陀螺仪的核
心部件，零件环槽部分因绝缘要求需
进行静电喷涂，为提高静电喷涂结合
力，零件局部需进行吹砂，但是零
件吹砂合格率仅为 60%，严重影响
48FC 挠性陀螺产品交付节点。华燕
公司热表中心由工艺员、工人、质检
员组成的“星河探戈 QC”小组拟通

过质量管理活动寻求问题症结，解决
这一制约生产的瓶颈难题。

通过数据对比发现，48FC 定子
冲片组件吹砂后有 40% 零件存在错
齿、开裂缺陷，需进行返工处理，该
零件返工需重新叠压后用机械加工方
法修刻，再重新进行吹砂，返工难度
大、周期长，严重制约生产进度。

华燕公司“星河探戈 QC”小组

深入生产一线，通过多次现场论证认
定，装夹方法不合适、工装不合理是
造成定子冲片组件吹砂合格率低的主
要原因。项目组通过分析工装结构，
重新设计工装，增加工装定位销防止
吹砂零件旋转错位，通过试加工 285
件零件，合格率达到 90% 以上。同
时工装改进措施解决了装夹过程及吹
砂过程零件旋转错位问题。 （曹承君）

追求技术创新　科研攻关助生产
——记航空工业沈飞三级技术专家潘国华

| 刘琳

航空工业沈飞三级技术专家潘国
华，秉持求实、创新的精神，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不断超越自我，攻坚克难，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航空梦。

立足本职岗位   不断进取

2000 年，潘国华大学毕业后进入
沈飞公司 22 厂、技装中心模具单元、
工艺研究所工作。她参与完成了多个型

号飞机零件及工装 / 模具的科研生产任
务以及涡扇支线飞机、Q400、大型客机
等民机产品的工艺装备制造和零件加工
任务。同时，她在新技术研究方面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主持和参与了“某项目
制造工艺改进”“镍基高温合金 GH3536
切削工艺参数研究”“耐高温金属蜂窝
壁板制造技术”等 12 项公司科研课题
和技术攻关。

她参与公司外部科研项目“高档数
控机床在梁框肋等典型飞机结构件制造
领域的综合示范应用”，完成公司某型
号钛合金梁类模锻件的生产研制任务，
荣获航空工业某型号飞机首飞三等功 ；

“基于国产材料大型整体结构件数控加
工技术”获集团科技成果二等奖 ；“飞
机典型结构件数控加工动力学仿真与切
削试验研究”获公司科技成果二等奖。
正是凭借深厚的理论知识和严谨的工作
态度，她解决了一个个技术难题，积极
推进先进机加技术在科研生产中的应
用，提升了公司在复杂结构零件、难加
工材料等方面的技术水平。

踏实肯干   确保任务节点

在日常工作中，她把“耐得平淡、
努力工作”作为自己的准则，工作中遇
到不懂的问题虚心请教，碰到困难时积
极克服，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工作做到极
致。

在参加公司某科研项目时，由于
时间紧、任务重，她与团队成员积极投
入到前期的调研和方案制定工作中，以
提高锻件加工效率、减少零件变形为目
标，认真分析零件的结构特点和典型特
征，仔细规划并改进加工工艺方案。经
过多轮的方案迭代，最终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解决措施，细化时间节点，确保各
工序间零耽搁，提前做好前期工艺准备
工作，为后续试验任务的开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为提高零件数控加工效率，她打破
传统的思维模式，创新性地提出在粗加
工时借鉴模具加工的编程策略，提高了
金属去除率 ；通过不断迭代，优选出最
佳编程方法，实现最短加工路径 ；通过

对数控程序的仿真加工，完成了典型零
件的研制，确保了课题验收节点。

攻坚克难   勇于挑战 

在反复的工艺试验摸索中，潘国华
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充分发挥
专业特长，带领团队成员全身心地投入
到攻克制约生产线关键技术和前沿工艺
的攻关上，不断锤炼自身的技术能力。

在“镍基高温合金 GH3536 切削工
艺参数研究”项目中，她经常深入生产
现场，采集了无数个工艺数据，进行多
次切削试验和技术论证，与课题组成员
共同建立完成了 GH3536 切削工艺参数
数据库，填补了公司新材料 GH3536 切
削加工工艺参数的空白 ；在“耐高温金
属蜂窝壁板制造技术”项目中，她主动
承担了金属蜂窝芯的切削试验任务，解
决了金属蜂窝芯数控加工刚性弱、装夹
固定困难等技术问题，实现了在现有生
产条件下金属蜂窝芯加工固持方法零的
突破，为型号研制提供了技术保障。

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确定的主要
目标是，到 2025 年，综合交通运输基本实现一体化融合
发展，智能化、绿色化取得实质性突破，综合能力、服
务品质、运行效率和整体效益显著提升，交通运输发展
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展望 2035 年，便捷顺畅、经济高
效、安全可靠、绿色集约、智能先进的现代化高质量国
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建成，“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都
市区 1 小时通勤、城市群 2 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 3
小时覆盖）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 1 天送达、
周边国家 2 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 3 天送达）基本形成，
基本建成交通强国。

2021 年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6%

1 月 17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2021 年国民经
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表示，总
的来看，2021 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和疫
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主要指标实现预期目标。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 114367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8.1%，两年平均增长 5.1%。2021 年一季度
同比增长 18.3%，二季度增长 7.9%，三季度增长 4.9%，
四季度增长 4.0%。第一产业增加值 83086 亿元，比上年
增长 7.1% ；第二产业增加值 450904 亿元，增长 8.2% ；
第三产业增加值 609680 亿元，增长 8.2%。

《“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印发
2025 年民用运输机场将超 270 个

近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
联合印发《“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阐明了民航
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和重大
举措，规划期至 2025 年，展望至 2035 年。从发展规模
看，预计到 2025 年，民用运输机场数量达到 270 个以上，
保障起降架次 1700 万架次，运输总周转量达到 1750 亿
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9.3 亿人次，货邮运输量 950 万吨。
从发展空间看，预计到 2025 年，通航国家数量超过 70 个，
其中通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量超过 50 个 ；中国航
空企业占我国国际货运市场份额超过 40%。从发展质量
看，预计到 2025 年，体现智慧出行的千万级机场旅客全
流程无纸化能力、行李全流程跟踪服务水平将分别达到
100% 和 90% ；体现智慧物流的货运单证电子化率达到
80% ；体现智慧运行的千万级以上机场近机位靠桥率达
到 80% ；空管系统新增主要装备国产化率达到 80%。

4 架直升机将保障冬奥会高山滑雪等项目

1 月 18 日，北京市红十字会 999 冬奥直升机医疗保
障出征仪式在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举行。北京
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
心、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派出 2 架 H155
救援型直升机、2 架 H135 医疗型直升机和 76 名航空医
疗保障人员承担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云顶场馆群、古杨
树场馆群的航空医疗救援保障任务。直升机保障团队建
立了完善的直升机医疗救援保障体系和科学高效的救援
工作机制，实现航线审批、空域开放、空中医疗、空地
对接等环节无缝衔接，确保直升机在 5 分钟内到达赛道
进行救援，在 15 分钟内将危重患者转运到距离最近、有
救治能力的综合医院，充分满足北京冬奥会突发伤害的
紧急救治需求。

民航春运订票提前，多地机票价格上涨

据央视财经报道，从春运首日数据来看，今年民航
旅客出行呈现“订票早”的特点。订单量方面，春运开
始前一周，1 月 10 日到 1 月 16 日预订 2022 年春运机
票的订单量，环比上涨超七成。和去年同期相比，全国
多地返乡机票价格呈上涨趋势。除了传统热门城市以外，
今年受到冬奥冰雪运动的影响，像哈尔滨、沈阳、长春
等城市，也成为了春节期间的热门目的地。

2021 全球最繁忙航线 TOP20 出炉  中国占比最多

近日，航空分析公司 Cirium 发布 2021 年全球最繁
忙航线，依照其追踪到的航班情况为依据评选的 TOP20
航线中，有 13 条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国内航线。我
国上榜的航线有 ：上海虹桥—深圳宝安、北京首都—上
海虹桥、广州白云—上海虹桥、成都双流—北京首都、
广州白云—成都双流。此外，Cirium 的数据显示，2021
年 12 月是去年全球航班最繁忙的月份，航班总数达到
243 万架次。

长三角现有 24 个运输机场和 17 个亿吨大港

1 月 11 日，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主要
负责人视频会召开。据长三角各地交通部门统计，在世
界级机场群共建共享方面，目前长三角共有运输机场 24
个，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合肥等机场为重点
的长三角机场群初具规模，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
量在全国占比分别达到 19% 和 36%。在世界级港口群协
同建设方面，长三角地区现拥有 17 个亿吨大港，万吨级
及以上泊位超 1000 个，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国比重高达
42%。同时，长三角创新共建“沪太通”物流新模式和
芜湖港—上海港“联动接卸”新模式，实现了两港一体
化运行、一体化通关。

中国移动利用 5G 基站实现无人机低空探测

1 月 13 日，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联合北京
移动在北京延庆进行了全球首次利用 5G 基站探测低空无
人机的产品原型测试和技术方案验证，测试结果表明单
基站低空探测半径达到 1000 米。本次基于 5G 基站低空
探测技术的验证将为低空无人机的安全监管技术提供全
新思路和重要技术创新。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
基于 5G 通信感知一体化技术，利用 5G 基站海量部署优
势，实现通过 5G 基站进行低空无人机的有效探测，该技
术相比于传统无人机探测技术有着大范围连续覆盖、低
成本、易部署等多方面优势，可为低空监管部门提供有
效监控手段。

任旼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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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里的哈飞系列之十二故事里的哈飞系列之十二

| 王玲玲

1986 年 9 月，航空工业哈飞引进
法国 “海豚”直升机技术专利生产的直 
9A 首飞成功，直 9 国产化的艰辛征途
拉开了序幕。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直 9 国
产化之难远远超过蜀道之难。

直 9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一款直升机，采用了大量的
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要使其实现
国产化，首先就要在工艺水平等方面达
到制造标准，这对当时的哈飞甚至是中
国航空工业来说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为了让这个机型在中国“扎根”，在直
9 生产初期，哈飞就开始在技术、设备、
人才等方面为国产化工作做准备。

1986 年初，哈飞成立了直 9 办公
室，专门负责直 9 的国产化工作。在
国产化方案确定后，哈飞向国家提出需
要科研经费 2.4 亿元的请示。可当时正

值“七五”中期，国家财务紧张，仅拨
款 1.2 亿元，并提出要采用制造厂直接
承包的方式。由一个主机厂总承包进行
直升机的国产化工作，这在中国航空工
业史上还从未有过。哈飞人以强烈的责
任心，毅然担起了重任。当时，航空工
业部的一位领导曾称赞道 ：“哈飞人有
胆量，给国家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1986 年 11 月，航空工业部正式
批准成立直 9 国产化研制总指挥部。
次年 3 月，确定哈飞作为总承包单位，
负责国产化方案和科研经费等事宜。在
直 9 国产化研制总方案审定会上，哈
飞拿出的总方案不仅汇集了大家的智
慧，更展示了哈飞人对国产化工作的决
心和信心，让参会人员燃起了战胜一切
困难的斗志，对国产化工作充满激情。

1988 年 5 月 11 日， 直 9 国 产 化
研制技术经济总承包合同在北京正式
签订。哈飞代表航空工业部作为直 9 国
产化总承包单位在合同上签字，研制工

作正式启动。
直 9 国产化涉及当时航空工业部

的 31 个厂所和系统外 “八部一院”的
59 个单位。要完成 570 种材料、55 种线、
1206 种标准件、342 项设备和 305 种
成品的研究工作，还要完成 54 项重大
技术攻关。除此以外，所有涉及第三方
的专利技术，要完全靠哈飞人自己去研
制，这在中国的航空工业史上尚无先
例。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各参研单位
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大力
开展国产化攻关，相继完成发动机、旋
翼和尾桨等多个重要部件的国产化工
作，为实现直 9 整机国产化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特别是在复合材料制造技术
领域，攻克了多个技术难关，填补国内
多项空白，也确立了哈飞在这一领域的
国内领先地位。

1992 年 1 月 16 日， 哈 飞 人 向 祖
国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首架国产化
直 9 直升机首飞成功。直 9 国产化的

成功，是中国直升机型号发展的重大突
破和转折，也是中国直升机工业前所未
有的一场在多个专业、多个领域同步与
世界先进水平接轨的宏伟“战役”，不
但使我国直升机制造技术一步前进 30
年，也锻造出一支技术过硬的人才队
伍，为我国直升机的跨越式发展积累了
宝贵经验。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
直升机的用途和性能提出了更多、更高
的要求。直 9 国产化后，哈飞在这一
平台上持续进行孵化。30 多年来，根
据市场需要，直 9 通过持续改进改型，
至今已衍生出军、民两大系列 30 余种
型号，产品遍布我国大江南北、碧海蓝
天，为巩固国防建设、保卫国家安全发
挥了重要作用。1999 年，直 9 出口马
里，打开了我国国产直升机通向世界的
大门，也向世界展示了国产直升机的良
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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