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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无处不在”

大厂小事

航空故事

“随查便学”的测试专业工具箱小程序

	| 丁腾欢

春天早过了，太阳开始展露“折
磨人”的一面，生理上考验着人的汗腺，
心理上考验着人的泪腺，又是一个让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测试所机载人难受
的时节。

小耿步入“二年级”，作为试飞机
载主管的他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天
气炎热，为了保证试验机即将开展的
高温试验顺利进行，小耿主动要求进
行新机测试系统状态检查和遥测联试。
进场时，他闲庭信步，心想测试系统
一直工作正常，例行工作而已，半小
时即可完成任务，就可回到办公室享
受空调房的凉爽。心怀美好，脚步也

不由得加快了一些。
待步入已经烤透了的货舱，测试

系统上电后，机载数据检查装置显示
数据正常，短暂的顺利仿佛让人忽略
了身处烤箱内。过了一会儿，小耿发
现地面遥测监控站遥测数据却千呼万
唤出不来，只有小部分参数正常，大
部分参数却均为填充字。片刻的慌张
没有持续很久，小耿开始冷静下来，
转入到新机测试系统的排故检查。检
查结果更加让人崩溃，各设备工作状
态良好，但大部分同源的数据在机载
检查装置上和遥测接收站上却呈现出
不同的姿态，与之前多次试验的正常
状态相比，显得不合逻辑。随着时间
的推移，汗水开始浸透了小耿的蓝色
工装。

“是不是遥测链路出问题了？不
对，时间参数和其他部分参数是正确
的！”

“是不是采集设备出问题了？不
对，在机载数据检查装置上显示是正

确的！”
“那就都是正常的？不对，遥测大

厅没收到正确的数值！”
……
那问题出在哪儿？陷入困境后，

小耿开始打电话询问邢师傅。邢师傅
了解情况后，除了怀疑小耿眼花外，
要求小耿对机载程序进行一次加载，
排除设备偶然故障的情况。小耿照做，
然而一切没有好转。在陆续询问了另
外几位师傅无果后，小耿将故障现象
发送至机载研究室大群中寻求帮助。
随后黄师傅在群里回答说，你可以参
考一下 2015 年谷师傅写的某试飞技术
通报，试试看能否有所帮助。小耿遂
告知机务，需先离开机场，返回办公室。
在向所里的质量员索要了那篇通报后，
小耿仔细研读文章，对故障现象，解
决方法和故障分析进行了分析，举一
反三，并修改了自己的软件配置。重
新回到飞机上，将新程序加载后，反
复上下电，均未发现异常情况。此时，

时间已经是下午 6 点，太阳已经西斜，
试飞机务、测试专业人员均长舒一口
气，庆幸问题解决。但小耿心里想的
是为什么别人犯的错误，我又重新犯
一次？为什么这么好的技术通报，我
到今天才看见？

晚上 8 点，小耿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想今日工作，心中萌发了两个想法 ：
一是今天的故障其实还是有
挺多未知原因。为保证大家
以后工作顺利，明天按照故
障现象、故障分析过程、解
决方法和使用建议，把今天
的排故经验整理出来，并统
一 管 理 起 来， 形 成 故 障 库，
支持检索功能。日后若发生
此类情况，可在故障库中进
行查询，如果故障库越来越
丰富，排故工作就会有参考，
有 思 路， 排 故 效 率 会 提 升。
二是测试专业的技术通报大
多发表时进行了脱密操作，

为何不能将其放于外网，供测试人方
便地学习呢？甚至还应该包含培训教
材等试飞测试专业积累的知识也放入
其中。

微信小程序这种形式立刻出现在
了小耿的心头。第二天，小耿将想法
报告给了支部书记，支部书记说最近
党支部要“为群众办实事”，这个项目

刚好能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可以作为其中一项，但要求必须把项
目弄好，切实发挥其“知识库”的作用。
随后小耿与组内几名骨干，组成了团
队，利用晚上、周末的时间进行小程
序编写和素材梳理。3 个月后，“随查
便学”测试专业工具箱小程序上线服
务，为测试专业提供了便利的设备说

明书查询方式和故障库，为测试
人提供了包含技术通报、学术论
文、培训教材在内的学习阵地。

不 负 众 望， 小 程 序 作 为 一
种发挥了知识积累和查询的小发
明，荣获了试飞中心“五小”创
新成果一等奖。勇敢地面对不足，
实事求是地干出能帮助专业的
事，哪怕很小，都会让年轻人心
生幸福，小耿心里乐开了花，这
也更坚定了他在试飞工作中坚持
创新的信心。

蜘蛛侠的神鹰奇缘
	| 王原			蒋文心

1970 年航空工业雷达所诞生，唐杰也在那年
出生。唐杰经历了研究所在内江的沉寂、挣扎，
在无锡的发展、腾飞。唐家三代，十几口人都在
所里。唐杰的爷爷参与了雷达所的筹建，一直扎
根内江三线。唐杰的叔叔把修手表的功夫传给了
他。三线调迁时，唐杰跟着雷达所从山沟里走出来。

万物皆可修

2019 年航空工业技能大赛，手表拆卸并还原
是其中一个必选比赛项目。在这个项目，雷达所
全体队员一分未丢，唐杰正是这次
比赛的教练。毕竟这是唐师傅的“老
本行”，哪有不赢的道理。

刚工作的时候从事电子装配，
但是对机械类的精细小玩意儿着迷。
唐杰的叔叔叫唐盛贵，所里有约
1400 名员工，唐盛贵就是其中唯
一一个二线保障部门机修高级技师，
这修手表的手艺就是叔叔传授给唐
杰的。“学雷锋”活动席卷全国，唐
杰响应号召，一年为乡亲同事修手
表五六百块。修手表会着魔，他闭
上眼睛听着齿轮转动的声响，就感
觉自己变身成一只小蚂蚁，在手表
的机芯内爬，转悠转悠着就发现了
问题。

那时候电视可是个稀罕物件，一台黑白电视
的价钱是不吃不喝半年的工资。洋玩意儿到了国内
有些“水土不服”，家家户户都烧煤，长年累月熏
下来，电视机里的电子器件不免受到损伤。电视
坏了大家都向唐杰求助，他第一次抱着试试看的
心情拆开一台电视，发现电视机有接收、电源电
压、音频视频等模块，就跟雷达电路差不多。从
黑白电视修到了彩色电视，冰箱、洗衣机、VCD、
DVD 等，就触类旁通了。人家都说他是机械、电
子“双料发烧友”。

唐杰后来会对电子设备有一种直觉，别人修
不好的他都能迅速找到症结，对雷达也渐渐产生
了莫名的熟悉感，他觉得学习是没有专业边界的，
兴趣到哪里了就学到哪里，人没必要那么早给自
己画个圈圈。

玩有所成

唐杰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尝试，玩摄影、玩
手表、玩音响、玩功放……对他来说喜欢的事都
值得钻研。

雷达所从三线刚迁到无锡时，他基本上处于
无事可做的状态。一封辞职信在抽屉里，他一个
人去广东打工了。没想到一个青瓜蛋子居然真的
找到了工作，工资翻了三四倍。当然这次叛逆出
走草草结束，没有两个月他就被叫回来上班了。
这次他有点想明白要什么了。他开始接触连续波
照射器，它的射频电缆制作难度大，工时低，成
功率只有 20%~30%，没什么人愿意去做。他那
时还是个入党积极分子，就主动把这事接了下来。
一开始如有神助，10 根有 8 根是合格的，自己都
搞不清楚原因。找到了 ：电缆阻抗匹配公式！

1999 年他如愿以偿入党，领导时常鼓励他，
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为了突破电装工人的专
业局限，唐杰后来就去了汉中的〇一二基地，全
脱产学习了两年“机械”。

神鹰奇缘

后来，唐杰结识了所里刚毕业的研究生孔德
武，便经常追着孔德武探讨微波专业问题。大家
都知道雷达所的命运将因为“神鹰雷达”而改变，

唐杰跟“神鹰雷达”的缘分也不浅。
雷达第一次试飞，发射机功率受限，唐杰就

在接收机上重新布局。拆拆装装，修电视的那种
感觉就来了。通过降噪，雷达作用距离增加 20%。
那年他 26 岁，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集团公司三等
功。

产品批量交付的紧要关口，机箱中高频电缆
一直不稳定，一样的焊接技术，指标差异很大。
同样的电缆，别人做就多数不合格，唐杰做多数
合格。他每天满脑子都在想怎么样能控制电缆的
变量因素。

孔德武是他在专业上精进的良师益友，他给
唐杰讲解微波传输方面特定参数的
影响，他们一起分析。通过反复做
实验总结归纳出了一套方案 ：针对
不同的电缆采用不同的制作方法，
返工了 300 多根电缆，成功率高达
90%，这让唐杰在工人师傅里理论
水平拔尖。

微中见精

功分器，全称叫天线馈电功分
网络，也就是雷达的神经网络。新
体制雷达竞标，卡在了功分器上，
唐杰临危受命。

功分器很娇弱，装配它的过程
需要极致的耐心和细心，电阻的位
置要摆放得很正，锡量也要控制好，

稍微歪一点就容易让上层盖板产生压痕，导电柱
也可能会破损。这样层层叠叠的障碍，一共有四层。

唐杰当时刚拿起一片功分器，一个工艺人员
就大喊 ：“别碰！”原来功分器非常娇气，讲究的
是洁净度。

唐杰着手做了三块，全部满足指标，孔德武
认定设计可行，就开始通知批产。

可是批量生产却出了大娄子。几百件功分器
只有少数几件是合格的，这下就不可收拾了。之
前一切都可变，现在这些成品使用的材料都面临
报废。竞标迫在眉睫。临近春节唐杰根本没时间
睡觉，做梦都在想着功分器，里面沟壑交错的轨
道对他来说就是迷宫一般，幸好还有孔德武跟他
一起找方向。

唐杰偶然发现导电柱配合效果不理想，怎样
让导电柱信号延伸呢 ? 他尝试用锡纸，补偿带线，
更好地接触导电柱，成了！虽然是半夜，他立即
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孔德武。作为工人师傅，他
也申请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项专利。

功分器另一个难点是激光焊。三班倒一天下
来只能完成 15 件，如何批量生产？最初采用简陋
的点焊，依靠手部按压，每一件的点焊处都不一样，
效果差且没有可持续性。唐杰提出了点焊编程的
想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生产流程。按三
个人两班倒，一天完成了 75 件。从工装的设计到
焊接方法的应用，他指导团队里的每一个人，确
保技能水平都达标。

传承匠心

“你做了很多事，可你没有一套系统的总结，
一套记录，没法传承给后辈，那相当于你什么都
没干。”唐杰谨记叔叔对他说的那句话。16 年间，
他获得 28 项技术成果，每年都有新的收获。

经过多年的努力，2018 年“唐杰技能大师工
作室”成立，工作室成为传技带徒、技术攻关、
技艺传承、技能练兵、技能推广的平台。工作室
对生产现场“技能难点”“技能突破点”“技能传
承点”进行攻关和传授推广，探索以大师工作室
为创新技能引领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新模式。

新员工第一课，无论是设计师还是工人，都
要过唐杰这一关。设计师也要进行电装学习，钳
装培训，穿插一些切削铣的机床、激光焊接、盐
浴钎焊的参观，对雷达系统生产工序与工艺流程
有一个全面认识和了解。希望年轻人在实际操作
中对电工和钳工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扎实迈出
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对他们日后的设计思路有一
定的启示和引导，把更人性化和合理化的设计理
念融入工作。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唐杰就像
是搭建雷达神经网络的“蜘蛛侠”，他与雷达所的
奇缘还在续写。

那个救人的“村民”
“5 岁儿童坠入深井，消防员村民合力

救援”，近日，这条央视新闻 2021 年 3 月
播出的新闻视频在光电所员工的微信里被
刷屏。时隔一年多的新闻再次掀起热度，
是因为新闻中提到的采用倒挂方式下井救
人的村民，就是航空工业光电所青年员
工——夏治川。

说起自己去年做的这件事，夏治川向
我们描述了当时的过程。

那是去年 3 月 27 日，赶着周末，开
了 5 个小时车的夏治川风尘仆仆地回到河
北景县，到家时已接近傍晚，到家行李还
没收拾，他就听到一个火急火燎的消息——
村子里一个 5 岁的孩子跌进了田间的机井
里。夏治川和村民们也迅速跑了过来，围
在井口想办法救援。

孩子掉进去的机井大约七八米深，井
口狭窄，只有 30 厘米，底下还有水。万
幸的是，孩子穿着的羽绒服还没有进水，

所以还能勉强漂在水面上。但初春井底的
水一片冰凉，如果孩子短时间内得不到救
援，可能会因低温出现休克，甚至失去生命。

当时救人心切的孩子爷爷不顾劝阻下
到井里，不但没有救出孩子，自己也被卡
在了井中。

很快消防官兵就赶到了，疏散群众，
铺设空气呼吸器，放下救援绳索，很快把
孩子的爷爷救了上来。但孩子还在井里，
而且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小，情况万分紧急。
机井的直径实在太小了，消防官兵几经尝
试，仍然无法成功下井。

“我瘦，让我来试试。”人群中，一位
身材瘦小的年轻人对消防官兵说道，正是
夏治川。这次从洛阳回村探亲，没想到刚
到家就碰上了这场意外。夏治川想着自己
比较瘦，应该能下得去。

消防员打量了一下夏治川，瘦瘦高高，
眼神炯炯，身上透出一股子果敢干练。

就是他了！简单培训后，消防员在夏
治川双腿和腰上绑上了安全绳，采用倒挂
方式下井。

一米，两米……井下的光线越来越暗，
逼仄的井壁给人的压迫感越来越强烈。夏
治川感觉自己的头在充血，他努力调整着
呼吸，期待着尽快接近孩子。

就在下降到 5 米左右的深度时，突然
绑在腿上的绳子松开了。“嘭”的一声，那
一瞬，夏治川感觉身体急速下降了一下后
顿住了，瞬间出了一身冷汗。万幸！腰部
的安全绳拉住了他。

为防止意外再次发生，夏治川被拉出
井外，重新绑好安全绳，再次下井。绳子
一点一点放出，平稳地把夏治川送到了水
面。他看到孩子脸色铁青，嘴唇已经发紫。

“别怕！叔叔来救你了。”夏治川轻声
地安慰着孩子，他在孩子身上快速地绑好
安全绳，双手拉住孩子的手腕，大喊一声：
可以拉绳！他用尽全力地抓着孩子的手腕，
慢慢地被拉了上来。

孩子救上来了！旋即被送上救护车，
紧急送往医院。而用尽全身力气的夏治川，
趴在地上，喘着粗气。两天后，央视新闻
播出了这则温暖的救援新闻，新闻中只知
道是“一位体型较小的村民”救出了孩子，
孩子最终安然无恙。而休假结束的夏治川，
也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
自己的工作中，没有向任何人提起。

工作中的夏治川，低调，认真，负责，
一丝不苟，即使是朝夕相处的光电所同事，
看到新闻也不会把新闻中“一位体型较小
的村民”联系到阳光帅气的夏治川身上。

前几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大家知道了
夏治川的故事，同事们惊讶的同时更多的
是敬佩和感动。

说起一年前的这件事，夏治川依然记
得清楚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正好我也
瘦，就想着无论如何把孩子救上来，一切
都值！” （航空工业光电所提供）

一场跨越四地的一场跨越四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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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洁白的婚纱，没有浪漫的舞台，
就连婚庆物资都是同事们“众筹”而来，
5 月 3 日，在航空工业上电的职工书屋里，
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云婚礼”。新郎、新
娘与双方父母身处四个地点，隔着屏幕完
成了结婚仪式。

舍小家为大家
准新郎驻厂办公 30余天

新郎吴恒是上电的职工，他的爱人路
会莹也在上海工作，两人原定于今年 5 月
3 日举行婚礼。然而，随着婚期临近，申
城的疫情形势却仍然严峻，上电作为承担
国家特殊使命的企业，公司 500 多名员工
自 3 月中下旬就开始了驻厂办公模式，吴
恒就是其中一员。

为了履行对爱人的承诺，婚礼前夕，
他和新娘、双方父母商量后决定婚事简办，
身处四地的他们以视频连线的方式隔空相
聚，举行一场“云婚礼”。为了不给单位
添麻烦，低调的他一直保守着秘密，直到
5 月 2 日晚上九点多才告知了同部门的几
位同事。

“丽姐，看我帅不帅，
我明天要结婚了”，简
短的一句话瞬间打破
了公司 7 号楼的平静。
得知吴恒要简办婚礼的消息
后，身为其部门领导的民机
事业部研发中心主任李章进
坐在办公桌前惊喜又感动，

“航空企业很多员工的家国情
怀是很浓的，疫情以来，为

了保障国家重点任务，吴恒一直坚守在岗
位上。”

连夜策划
同事“众筹”婚礼物资

通过协调，一场简单而有意义的“云
婚礼”连夜策划起来。李章进告诉记者，
疫情当前，许多东西准备起来没有平时那
么方便，但是为了给准新郎吴恒一场稍微

“像样点”的婚礼，他还是在有限的资源
下发动了许多力量，给后勤部经理打电话，
联系其他部门“众筹”物资、用红色标签
纸打印喜字。就这样，在公司领导和同事
争相掏出“家底”的情况下，上电的职工
书屋很快变身为喜庆的婚礼现场。

5 月 3 日，尽管没有美酒佳肴、没有
亲朋簇拥，但在几位航空人的见证下，这
对新人依然准时迎来了他们的幸福时刻。
隔着屏幕他们深情凝望彼此，一边是身着
工装的新郎、一边是居家抗疫的新娘，浓
浓的爱意萦绕于心却只化为了轻声叮咛，

“好好工作，照顾好自己，我在家里等你。”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是“云婚礼”，

但该有的仪式却一个没少，比如传统的给

父母敬茶的环节就变成了“云敬茶”。新
娘路会莹改口叫爸妈的时刻，屏幕那端的
老人忍不住红了眼眶，连声说“好”。在
线上云观礼的亲朋也纷纷送上了祝福，新
婚的喜悦包裹着甜蜜的感动，温暖了每一
个人。

父母贺词诠释航空人特殊使命

公司的几位领导也特别到场为这对新
人送上了祝福。上电党委书记、董事长蒲
毅感叹 ：“我们这个行业是承担国家特殊
使命的行业，3 月份以来，公司 500 多名
员工一直坚守在单位，睡地铺、吃盒饭、
保交供。平凡中见伟大！其实从来没有从
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我
代表全体员工，向两位新人表示最诚挚的
祝福。”

越是特殊时期，越能体现企业的人文
关怀。一场云婚礼，简单而不失浪漫，让
数百位线上观礼的亲朋好友幸福感拉满，
也让吴恒和家人感动不已。“没想到在疫
情下公司能准备得这么齐全，太激动、太
感动了。”

吴恒直言，在这个特殊时期，父亲
的叮嘱让他更加理解了企业的航空报国精
神，“不仅要照顾好‘小家’，还有我们的‘大
家’。”而这场疫情下的“云婚礼”也生动
诠释了航空人的浪漫爱情，爱是为了你不
顾时间和距离，此生许国亦不负卿 ；爱是
你的眼中有家国万里，我的眼中还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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