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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而生向“新”而生
——记国产大型多用途民用直升机AC313A首飞

	| 本报通讯员　刘宏福

新，一个方向，一种梦想，是前
行中的探索，是挑战中的突破，是奔
腾向前的磅礴力量，是凤凰涅槃的浴
火重生。					

初夏的“直升机之城”景德镇青
翠葱茏，万物向着阳光无畏生长。5 月
17 日，在航空工业昌飞吕蒙机场，随
着“吉祥鸟”AC313A 直升机顺利完
成悬停、近地面机动以及起落航线飞
行后，平稳降落，“首飞结束，直升机
工作正常，性能良好。”随之，全场爆
发出热烈掌声，至此，国产大型多用
途民用直升机 AC313A 成功首飞。					

AC313A 直升机是为满足我国
“十四五”期间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
建设急需，由航空工业直升机所和昌飞
共同研制的一款多用途大型民用直升
机，可满足高温、高原和高寒等复杂
地区和气候环境的使用要求，具备执
行消防灭火、搜索救援、紧急医疗救护、
人员物资运输等任务能力。AC313A
的研制将助推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的构建，增强国产直升机市场竞争力，
同时它的研制也是完善直升机研发和
运行支持体系的重要平台。	

为航空应急救援而生

直升机作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的关键装备，大型民用直升机更是
能够全面满足“察—联—运—救”能
力建设的需求，对于执行空中消防灭
火、空中紧急输送、空中搜索救援、空
中特殊吊载等应急救援任务不可或缺，
是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中的核心力量。				

	“AC313A 直 升 机 是 为 满 足 我
国‘十四五’期间航空应急救援装备
体系建设并形成任务能力，而研制的
一款国家航空应急救援重要装备。”对
于 AC313A 直升机的定位，型号总师
刘文琦如是评价。AC313A 通过换装
新型发动机，采用宽体机身结构，升
级传动系统，并对航电、飞控、液压、
操纵等系统进行优化等，极大地提高
国产大型民用直升机航空应急救援能
力，将有效支撑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
系建设。					

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对民机产业，
尤其是民用直升机的发展提出了迫切
需求。直升机所民机科研部负责人介
绍说 ：“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完善的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我国航空应急救
援体系处于初创期，其中，用于航空
应急救援的大型民用直升机不足百架，
国产大型民用直升机仅有 10 余架。”
安国利民、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
的生命财产，助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AC313A 直升机将大有可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作为国产直升机研制的
‘国家队’，提供具备竞争力和高任务
能力的民机产品，我们矢志不渝，责无
旁贷。”在项目的酝酿阶段，AC313A
科研团队就制订了清晰的目标 ：打造
适应高温、高原的使用特点、兼顾平
原和海上使用要求、具有国际竞争力，
可执行人员物资运输、森林城市消防
灭火、大型设备吊运、抢险救灾、医
疗救援等任务能力……	

性能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

AC313A 直升机在 AC313 基础
上全面升级，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是“AC 系列”直升机家族重要产品。					
AC313A 通过使用先进高性能发动机，
升级传动系统，旋翼加装防除冰系统，
采用宽体机身结构，以更加适应高原
和高寒等复杂气候下的使用环境，大
幅提升直升机的外吊挂载和客货运载
能力 ；通过改进航电、飞控、液压等
系统，提升功能性能、人机工效和寿
命可靠性，全面提升 AC313A 的市场
竞争力。					

面对机体强度设计难点，科研团
队精心策划、科学部署，有条不紊地
开展并完成动力学设计试验和持续的
优化 ；旋翼系统在 AC313 型机基础上
进行支臂一体化设计，主尾桨叶加装
加热组件，以更好地适应高原高寒等
地区的适用 ；传动系统是全机性能提
升的关键，科研团队克服了技术难度
大、研制周期紧、疫情影响严重等多
重困难，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设计、
试验和适航工作。	科研团队在联试过
程中首次采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

过程有记录，问题可跟踪，变更能追溯，
大型航电联试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AC313A 直升机是国内首个开展
了“铁鸟”地面联合试验的民用直升机。
自 2022 年 3 月 9 日地面联合试验台完
成首次开车以来，科研团队披荆斩棘，
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在不到 2 个月
的时间内完成了包括动力系统地面调
整试验、动力系统测温试验、地面共
振试验（台架）、尾桨 / 尾梁耦合稳定
性试验（台架）、旋翼动力传动链扭振
频率试验、首飞前 50 小时耐久性试验
等多项地面联合试验科目。	

市场导向贴近客户需求

直 升 机 厂 所 把 航 空 应 急 救 援
作为当前民机研发的重点方向，以
AC313A 直升机研制为牵引，不断完
善民机研发流程体系，支撑国家应急
救援体系建设和航空工业民用直升机
发展平台建设，专门成立了航空应急
救援体系专项研究小组，涵盖顶层技
术、市场研究、成本控制、型号管理
等专业人员，研究国家级、省部级顶
层文件，承接航空工业相应规划以及
市场需求制定直升机厂所的民机规划。

同时，从航空应急救援应用场景
出发，系统性梳理民用直升机的应用
方向和需求，详细整理国内外对应吨
级直升机的平台性能和任务能力，为
论证民用直升机的发展方向进行技术
储备。				

为打造更加贴近客户对直升机的
需求，直升机厂所多次组织科研团队
赴相关市场需求单位征询意见，将市
场调研所得的客户需求进行整理分析，
转化为 AC313A 直升机的设计输入，
使 AC313A 的研制真正做到以“市场
需求”牵引。			

	AC313A 虽是改型型号，但系统
改动之大、改动之新为历史首次。同时，
针对客户的不同使用需求，AC313A
采用定制化设计理念，具备执行人员
与物资运输、救援救护、消防灭火、
巡逻巡视等多样化任务能力。	

厂所协同打造精品工程

按照航空工业统一战略引领，直
升机厂所共同打造民用直升机专业化、
市场化发展平台，构建面向市场、一
体化、全周期、满足国际标准的民机
研制体系，加快推进民机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直
升机产品。		

	依托 AC313A 的型号研制，直升
机厂所以需求论证、总体定义、高效
研发和持续创新为重点，完善民机研
制能力体系，提升民用直升机工程研
发能力、适航管理与符合性验证能力、
市场开发与客户服务能力、供应商管
理能力、成本管控能力，探索融合研发、
采购、制造、营销、售后服务的国产
民用直升机全产业链和全生命周期管
理模式，形成推动民用直升机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势能。					

2019 年 6 月，AC313A 科 研 团
队开展方案设计工作，同月工艺协同
启动 ；2019 年 12 月，初步设计方案
完成并通过评审 ；2020 年 12 月，项
目完成详细设计，2021 年 3 月，工
艺方案通过评审……直升机厂所围绕
AC313A 的研发节点，同步开展工艺
方案、生产制造和运行支持体系建设
等工作。作为直升机所和昌飞先期自
主投入，联合研制民用直升机的典范，
厂所共同组建高效协同的型号研制工
作团队，明确工作职责，统一工作模式、
工作规范和工作标准，共同推进型号
设计、试制和试验试飞等工作。					

AC313A 是民航江西审定中心成
立以来第一个全面审查的运输类旋翼
航空器项目，直升机厂所和中国民用
航空江西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加强协
作，进一步加快构建新形势下的新型
合作关系，共同担负 AC313A 型号成
功的责任。					

针对以机载成品研制为主的影响
研制进度的关键风险事项，直升机厂
所成立供应商联合管控团队，积极与
近 90 余家供应商以“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的合作模式，周密部署重要工
作和节点，确保型号研制的顺利推进。				

首飞是重要里程碑，更是新考验
的开始，向用户提供最好用、最舒适、
最安全的产品，AC313A 科研团队使
命如初，前行的道路，他们向光而行，
向新而生。	

锐意创新
攻坚克难的硬核青年
——记沈飞2021十佳青年崔洋

	| 本报通讯员　付潇怡　刘琳

崔洋是航空工业沈飞数控加工
厂技术室校对员，为飞机钛合金和
钢大型结构件从焊接到数控加工全
流程提供技术服务支持工作，是同
时具备机加、焊接双专业技术能力
的工程技术人员。

7 年来，他在工作中始终坚持运
用先进技术和创新方法，解决了多
项制约型号发展的重难点问题。

攻坚克难挑重任

“刨根问底拦不住，办法总比困
难多。”这是崔洋在面对难题时给人
留下的印象。他在工作中勤于思考、
乐于钻研、勇于挑战、敢于承担，
总是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从源头
出发解决问题。

某安装梁是公司的重要项目，
自投产以来超差率很高。崔洋主动
迎接挑战，申请负责该零件从焊接
到机加的全流程技术工作。面对零
件变形严重、超差点分散的严峻局
面，他加班加点奋战在生产一线，
电子束焊机、数控机床、热处理炉、
喷丸机、部装型架前都有他忙碌的
身影。

为摸清零件的变形规律，他在
多架份零件生产全流程中，利用检
夹进行了近百次的手动测量，收集
了变形数据。除本专业外，他对热
处理、喷丸及材料自身特性也进行
了深入研究。分别进行了火后机加、
焊接渐变余量、二次喷丸、热处理
约束变形等试验研究，编写了 1 万
多字的技术总结。结合数据分析和
试验结果，利用技术储备的优势，
创新性地提出了交叉学科、多工艺
补偿的变形控制方案，彻底解决了
这一难题，扭转了零件自投产以来
大量超差交付的不利局面。

锐意创新领路人

某大梁是某型飞机特有关键结
构件，零件自研制起尚无合格产品
交付，每架份都需要特制件补偿才能
实现装配。面对这一难题，他先给零
件“刨了刨根”。通过整理零件加工
过程中 1000 多个点的测量数据，初
步摸清了零件的变形规律。在此基
础上，他结合理论依据和数据分析，
大胆提出了整体火后机加的新方案，
并结合火后加工特点，重新编制了
数控加工程序。

在实际首件加工时，由于是深
槽加工，刀具损耗极大，加工进度
停滞不前。为及时解决现场问题，
他使用不同刀具和切削策略编制了
多套验证程序，并指导工人进行试
切验证，直至次日凌晨 3 时才结束
一天的工作。经过近 1 个月的高强
度跟产和程序完善，他完成了新方
案首件火后加工，首次实现某大梁
零件的合格交付，解决了这一难题。

砥砺前行当硬核

在 2021 年科研生产工作中，某
大型框梁一体化结构件的出现颠覆
了飞机传统机加零件的结构，该零
件是某飞机零件整体化设计思路下
的产物，以目前的设备和加工方法，
难以实现该零件的加工制造。

面对巨大的编程工作量、紧张
的工艺准备周期、新技术的突破、
新方法的首次应用等诸多难题，崔
洋毫不退缩，主动请缨攻克这个型
号研制的“硬骨头”。在新技术的引
入和新方法的试验中，他锐意进取、
敢于突破，在多重摆角、偏置对刀、
转心距补偿、代码转换等方面得到
了一手的资料，为后续的研制打好
了“地基”。

在零件研制“啃硬骨头”的过
程中，从预研、试制到研制、批产，
近一年时间里 1000 小时的加班时长
见证了他将飞机由设计理念变为现
实的努力和决心。在不懈的钻研和
奋斗下，公司在航空主机厂范围内
首次实现钛合金大型框梁一体复杂
结构件的加工制造，也为型号发展
奠定了扎实的技术基础。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崔洋心
立志成为航空制造领域的硬核青年，
通过解决一个又一个影响型号发展
的技术问题，践行“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芙蓉”花开 巾帼风采
——记航空工业巾帼建功标兵邓芙蓉

	| 本报通讯员   冯昀堃

在今年的航空工业巾帼建功标
兵名单中，有这样一朵“芙蓉”，她
坚韧刚毅、斗志昂扬，她就是航空
工业洪都铆装钳工邓芙蓉。

2006 年 3 月，邓芙蓉入职航空
工业洪都飞机部装二厂，成为一名
铆装钳工。为了快速掌握基础技能、
积累工作经验，入职的前 3 个月，
她就在不停练习钻孔与打铆钉中度
过。当时恰逢洪都公司多型飞机生
产任务饱满，熟悉基础操作后，她
很快就被安排参与正式生产。

可铆装是个体力活，初出茅庐
就遇到如此大强度的生产任务，这
让她一时无法适应，甚至有时会怀
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个岗位。但当她
投入到工作中，这些情绪又会被专
注的态度驱散，尤其是顺利实现交
付后，这个年轻的小姑娘越来越坚
定做好铆装钳工的信心。就这样，
她在各型号部段件批产和科研生产
的历练中坚持了下来、成长了起来。

在某型号最后交付的紧要关头，
进气道需要进行一项改装。但是进
气道内部空间狭小，受进气道构造
影响，装配人员需要倾斜倒立装配，
操作难度非常大，这让工段同事都
犯了难。“我个子小，可以钻进去试
试。”邓芙蓉向工长主动请缨。

经过一番可行性分析后，她穿
上防护服，一只脚绑上安全绳，一
头钻了进去。不到 5 分钟，她因脑
部充血憋得满脸通红，只能让男同
事把她拉出来缓口气再继续。当时
的南昌正值严冬，停机坪上凛冽的
寒风裹着雪打在大家身上，雪水顺
着裤腿一直蔓延到她的全身。随着
身体逐渐适应，她连续装配的时间
变得越来越长，甚至倒立装配 1 小
时都没问题。

经过 3 天攻坚，任务终于圆满
完成，同事们纷纷向邓芙蓉竖起了
大拇指，她也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有了更大的信心。后来，在一次外
场保障任务中，她再次负责并很好
完成了“钻进气道”的任务。

能吃苦、勇担当的特质让邓芙
蓉从铆装新手成长为工段里唯一的
女技术骨干。面对各项铆装难点堵
点，她总是主动冲锋在前，熟悉操
作数模，反复试装，不断摸索复合
材料制孔、铆接技巧。

在某型号研制过程中，机身机
翼对接后，因为整流蒙皮是不规则
曲面，且对缝间隙不能超过 0.2 毫米，
对缝阶差不允许有顺差，且逆差不
超过 0.2 毫米。如此高的要求致使在
生产过程中报废了不少零件，不仅
造成浪费，还耽误了周期。为了解
决阶差问题，邓芙蓉自制了与蒙皮
厚度一样的阶状定位样板，用以协
助支撑件的定位安装。凭借着精细、
踏实的态度和过硬的技术，阶差难
题基本得到解决，保证了产品的顺
利交付，更为后续批产打下了坚实
基础。

秉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
的理念，她在不断超越中实现着精
益求精的追求。

沈阳所冲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

协同创新　跨越发展

	| 本报通讯员   宋婉宁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
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航空工业是知识、技术和资金
密集型的高度复杂的高科技产业。航
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强调，
把科技创新当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内的第一任务和第一责任。航空工业
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郝照平强调，大
力加强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
孵化培育。航空工业沈阳所瞄准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发展需求，践行航空工
业集团党组关于加快构建“领先创新
力”的决定，将创新作为驱动研究所
发展的核心动力，全面推进科技创新
机制改革，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发动
机，协同是加速前进的换挡器。沈阳
所聚焦“大协同”，构建“新范式”，
高度重视创新体系搭建，牢筑创新“协
同链”，主动打通创新力到竞争力、战
斗力的通道，全力支撑新发展格局和
新时代航空强国建设。以所协同创新

中心为依托，实现创新总体部技术抓
总、创新发展室管理牵头、扬州院优
势互补、各部先进技术研究室和外部
组织广泛支撑，形成“南北协同、厂
所协同、行业协同、全国协同”的创
新格局，高效联动、凝聚合力、团结
共赢，开创了协同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南北协同　优势互补

沈阳所成立扬州院，促进南北协
同，形成优势互补。依托“长三角”
地区战略、地域、政策优势，围绕“人
才、技术、转化”三大目标，探索“研
究院+创新联盟+产业公司”1+M+N
新型研发模式，打造“人才支撑、技
术创新、成果转化”三大中心。

扬州院与所本部在项目管理、研
发手段上全面贯通，在人才结构、技
术领域、产品发展、产业政策上优势
互补。搭建一体化的数字化研发平台，
制定南北项目协同管理办法，建立短
期集中、长期协同的工作模式，探索
南北挂职、兼职取酬等机制，促进项
目统一规划、统一考核、同工同酬、
南北互评、成果共享，趟出一条南北
“一体贯通、增量互补”的全新发展
道路。

厂所协同　沈阳力量

去年，沈阳所联合沈飞首次召开
协同科技创新大会，成立厂所协同创
新中心。厂所协同创新中心充分发挥
主机厂所创新主体作用，构建“需求

牵引—创新研发—装备研制—成果转
化”的产业链条，打造“设计 + 制造”
航空工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完善新时
代航空科技创新体系，促进沈阳地区
核心竞争力提升，支撑国家重大战略
项目快速落地形成战斗力。

瞄准支撑沈阳地区未来发展的具
有重大战略价值的背景项目，及具有
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及颠覆性的
前沿技术，厂所联合加大创新投入，
探索“中国臭鼬”快速研发模式，畅
通技术转化装备、产品反哺技术的通
道，解决“10~100”制造工程化和应
用发展问题。

行业协同　做实做强

沈阳所积极践行“创新策源、产
业链长”的使命定位，打造联合创新
平台，建立联合探索、协同攻关机制，
促进技术快速成熟，带动产业链共同
提升。

加强战略合作，先后与 27 家单
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航空创新
联盟并吸引 26 家单位加入，开展项
目联合申报、技术联合开发等。创新
联合设计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成立新概念飞行器联合快速试制中
心。做实“产学研用”模式，揭牌航
空 5G/ 毫米波协同创新实验室，与大
连理工大学等 6 家单位联合组建联合
技术中心或联合实验室，与吉林大学
合作开展技术研究，解决“0~1”原
始创新和科学问题。

全国协同　合作共赢

沈阳所深入探索全国协同发展模
式，以关键技术“一张图”为抓手，
积极践行“小核心、大协作”，着力
打造“全方位、深层次、广领域”的
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格局。

创立“扬州论坛”科技创新品牌，
围绕未来飞机发展需求，发布 37 项
技术需求，吸引军方、航空、航天、
高校等全国近百家单位“揭榜挂帅”，
完成 50 余次技术对接，其中 14 项正
在协同攻关验证。搭建技术交流平台，
开展算法设计挑战赛等，为创新思想
碰撞提供广阔舞台。聚焦智能、协同
等前沿技术领域，与 10 余家单位共
同组建了人机综合联合研究中心、人
工智能联合研究中心，互惠互利、合
作共赢，解决“1~10”技术创新和产
品实现问题。

沈阳所多措并举，构建“四大协
同”范式，打造创新格局。使机制变
革的“催化剂”效果初显、协同创新
的“朋友圈”不断扩大、技术突破的“供
给力”持续涌现、人才激励的“风向标”
作用显现……

后续，沈阳所将破除改革机制障
碍，加强创新政策应用，做好协同创
新工作，促进研究所科技创新由量到
质的跃迁转变，为航空工业“领先创
新力”建设赋能增效，确保航空工业
改革三年行动高质量落地落实，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编者按：航空工业沈阳所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
企改革发展重要论述，坚决贯
彻航空工业决策部署，在思想
上注重提高站位、主动作为，
方法上注重系统策划、整体推
进，效果上注重真改实改、快
改深改，全力冲刺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收官。本报将陆续刊登
沈阳所的特色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