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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从研制成功、商业运行、在国内

30 多个城市通航，到今天飞出国
门，ARJ21在新型涡扇支线飞机的

研制生产、市场开发、客户服务等，
都填补了我国喷气运输类民用飞机

的实践空白。而眼下，它正朝着“飞
行员好飞、乘客爱坐、航空公司愿买

的商业飞机”方向一路攀登，努力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研制成功、市场成

功、商业成功。

直面市场“阿娇”不娇
对每一个大飞机人来说，随着

ARJ21商业运营步伐加快，研制理

念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飞机不再单
纯是设计师的作品，更是提供给市

场和客户的产品，一切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开始深入人心。然而，

市场的考验远比想象中艰难。

在 ARJ21飞机投入市场运营的
第一年，时不时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

小问题，为了保证安全，成都航空不
得不以非常谨慎的态度来运行。

成都航空国产民机高级专务张
放亲历 ARJ21 直面市场的每一步

成长。从 2016年 6月 28日 ARJ21

首次开通国内航线，到今天首条国

际航线开通，两个航班的首飞机长
都是他。

“好飞机都是飞出来、用出来
的。ARJ21在试飞时我们就提过很

多建议，一些小细节研制人员往往
不关注，但对我们飞行员来说，很关

键。比如油门台的高度、驾驶舱的照
明、操作手柄的设计方式等。”张放

开玩笑说，“ARJ21刚交付时，怕黑
怕风怕雨，我们给它起的小名‘阿

娇’真是有点应景，现在经过多重优
化，我们的‘阿娇’不娇啦。”

在客户意见和建议的指引下，

项目设计团队开始对 ARJ21 飞机

开展持续的设计优化工作，优化机
上广播、解除夜航限制、降低客舱噪

声、减小座椅重量、拓展侧风起降包
线、优化驾驶舱设计⋯⋯逐步提升

ARJ21飞机市场竞争力，降低飞机
的运营成本和维修成本。

“今年交付的飞机已经采用了

全新构型，能够应对俄方的要求，为
开通国际航线打下坚实基础。商业

运营 3年多以来，我们没有收到一
起旅客投诉。有来自美国、日本的

‘飞友’自己购票体验了 ARJ21，评
价也相当不错。”

挑战高寒一路向北
对制造商中国商飞、运营商成

都航空而言，为了今天开通的国际

航线，双方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ARJ21在液压系统、防冰系统

等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标准要求。
去年冬天，我们在我国最北部的黑

龙江地区做了 1个月的演示飞行，

飞机各方面性能得到了验证。今年
5 月，ARJ21 飞机开始在黑龙江省

载客运营，以哈尔滨为中心枢纽，进
行基地化区域化运营。”成都航空总

经理查光忆介绍说，尽管 ARJ21飞
机已投入商业运营 3年多，但对于

国际机场运营没有经验，在飞行、飞
机维护、旅客服务、后勤保障等方面

都面临诸多挑战。

开通国际航线的市场验证工作
始于一年前，真正启动在今年 3月。

成都航空为此组建项目组，制定详
细任务清单。“这次首航，我们作为

国产民机的首家用户，非常自豪，也
感到责任重大。”查光忆认为，

ARJ21飞机开通哈尔滨往返符拉迪

沃斯托克航线，将充分验证 ARJ21

飞机在国际航线上的运行能力。

张放介绍，根据两国民航局的
适航双边协议，经过我国民航局适

航审定的飞机，俄方自动认定，各种
审验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除了准

备正常执飞的飞机，成都航空在哈
尔滨还准备了备份飞机。

航程适中前景广阔
与其他同类机型相比，ARJ21

飞机特别适应我国北部及东北部地

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机场起降条件
和复杂航路越障要求。

“之前国内和俄罗斯航空公司
都曾经开通过哈尔滨或牡丹江到符

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班，但都是干线

飞机飞，也不是定期航班。哈尔滨往
返符拉迪沃斯托克航线航程在 1.5

小时以内，客舱 90座级，成都航空
选择 ARJ21飞机来执飞该航线，将

充分发挥它优越的支线性能。”成都
航空董事长汤劲介绍说。

从 10月 27日起，该航班每周

两班，周一、周五执飞，执飞机型为
ARJ21，航班号为 EU1819/20，去程

18:50起飞、20:00到达，返程 21:00

起飞、22:25到达。目前，哈尔滨往返

符拉迪沃斯托克航班多数为中转航
班，主要通过北京、上海、韩国首尔

等地中转，成都航空开通该条航线

意味着哈尔滨往返符拉迪沃斯托克
的旅客多了一个直飞选择，出行变

得更加便利。
汤劲认为，我国北部及东北部

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景致优美，哈尔
滨更是热点旅游城市和国际冰雪文

化名城，航线的开通是服务东北全
面振兴战略的具体举措。发展支线

航空能大大节省北部及东北部地区
往返俄罗斯的时间成本，将进一步

密切城市间联系，为两市加强经贸
往来和人员交流，新增一条便捷的

空中桥梁。
成都航空的 ARJ21 机队自商

业首航以来，通航城市达到 28座，
已形成以成都为主运营基地，长沙、

哈尔滨为过夜基地，通达全国主要
城市的航线网络。特别是在东北地

区形成了区域辐射的干支线航线网
络，初步形成了规模化商业运营。目

前成都航空机队总规模达到 47架，
其中 ARJ21飞机 15架。未来，成都

航空还将开通两至三条国际航线。

国产喷气支线客机商业运营开启新跨越

ARJ21飞机将首次执行国际航线

    中国商飞已交付客户 19 架

ARJ21 飞机。今年前 9 个月，
ARJ21-700 飞机批产速率较 2018

年同期增长达到了 76.9%。今年 9

月，中国商飞交付给成都航空 4架

ARJ21。从 2017年的年产 4架到如
今的目标生产 20多架、一月交付数

架，对于在支线客机生产领域起步

不久的中国商飞而言，这一提速过
程是如何实现的？

在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
公司生产管理部长龙军看来，关键

是抓质量、抓效率，不断优化平台结
构。如果把造飞机比作造房子，质量

工作就是打地基。交付第一架

ARJ21如建一间平房，交付 3架好
比建 3层楼房，而交付 30架时就在

建高楼大厦了。平房的地基没打好，
可能造成墙体开裂；高楼大厦地基

没打好，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而把好
质量关，细节是关键。

以设备技术为例，为了适应批

量生产的应用，过去的手工钻孔变
为采用钻孔板，这一转变减少了工

人划线的工作量和手工操作的错
误。虽然看似不过是打几个孔，但实

际上，这类部装的技术含量却要高
于总装。相较于总装过程中进行的

系统、部件、设备的安装，部装才是

飞机生产过程中的核心。目前，钻孔
板的应用率已经达到了 80%，极大

提高了部装效率。
过去，组织一个架次的试飞需

数人上机，而在产量、交付量飞速提
升之后，极有可能出现人员配备不

足的情况。而现在，建立包括试飞组

织运行与综合后勤保障在内的公共
团队，同一基地的所有试飞任务都

由这支团队负责，每架飞机只需配
备包括驾机队长、项目管理人员、设

备工程师与质量人员在内的 4人核
心团队，大大减少了人员需求量。目

前，中国商飞已在上海、南通、东营、

南昌瑶湖设立了试飞基地，将人员
按照基地配置，核心人员进行动态

化调整。
ARJ21飞机批产提速的背后，

还有一个以工位制为基础的“节拍
化精益生产”模式功不可没。

从部装到总装一共分为八个工

位，通过“节拍生产”的模式，使每个
工位保持一样的节拍，以流水线移

动的方式保证生产提速。
“简单说，节拍就是生产线上飞

机在一个机位上停留的最长时间，
目标是把每个机位停留的时间保持

一致，缩到最短。”龙军介绍。

随着中国商飞上飞公司浦东基
地生产线首架 ARJ21 飞机下线，

ARJ21飞机生产提速的“交响乐”，
正逐渐告别序曲、进入正章。据悉，

中国商飞的大场基地将于明年合并
到浦东，预计明年将生产交付更多

的飞机。

“过去我们是出于‘等客户’的
状态，现在国航、东航、南航三大航

空各定了 35架订单，我们的生产压
力一下就大了，批产提速非常关

键。”龙军说，ARJ21的批产提升不
仅仅对该型号航班的大量投入有帮

助，也对 C919大型客机起着带动
作用，发挥“探路”作用。

本报记者 叶薇
实习生 邵颖

■ 今天执飞国际航线的 ARJ21用了全新涂装 王脊梁 摄 ■ 工人在装配 张竞霄 摄

■ ARJ21生产车间 王脊梁 摄

本报记者 叶薇

对很多中国旅客来说，乘坐
国产飞机的出行体验，正变得轻
松、方便。自 2008 年，我国首款
喷气支线客机 ARJ21 成功首
飞以来，成都航空、天骄航空相
继开启商业运行，累计运送旅客
已超过 55 万人次。今天，国产
喷气支线客机将开启国际航线，
首次执飞哈尔滨往返俄罗斯符
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班。

批产提速 ARJ21从年产 4架到月产数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