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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航空大国到航空强国的转变仍需攻坚
克难。“中国制造”还是“中国组装”，“心
脏病”“神经病”“皮肤病”……这是中国航
空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航空发动机、航电系统、高端材料等诸
多航空核心技术亟待全力突破。特别是中国
大飞机需要更强劲的“中国心脏”，中国工
程院院士刘大响认为，与航空强国相比，航
空发动机是我们的“软肋”。

一直以来，中国航空发动机依赖进口，
自主研制的型号较少。航空发动机需要在高
温、高压、高转速、高载荷等严苛条件下工
作，涉及气动热力学、燃烧学等众多基础学
科以及工程领域，技术难度大、研制周期
长。

2016年，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成
立。这家新央企成为中国实施航空发动机和
燃气轮机重大专项的责任主体，表明中国自
主打造航空“心脏”的决心。

近日，中国航发研制的大型客机发动机
“长江-1000A”高压压气机完成了第一阶
段试验，向国产大飞机装配“中国心”走近
了一步。

中国科技创新的成果，离不开“接续发
力加油干、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刘祥仁说，AG600从国家正式批复立项到
成功首飞，八年的艰辛研制岁月中，国内共
有20个省市、150多家企事业单位、十余所
高校的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参与。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
力。”载梦前行的中国大飞机，向着航空强
国翱翔。 据新华社电

运—20、C919、AG600

国产大飞机“三兄弟”
蓝天聚首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2000多年前庄子的畅想今天成为现实。12月24日上午9时39分许，蓝白涂装的大

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从珠海金湾机场启动，滑行，一飞冲天。
十年磨砺，运—20、C919、AG600，中国大飞机“三兄弟”终于蓝天聚首。东方航

空大国正向航空强国全力冲刺。

AG600是当今世界在研的最大
水陆两栖飞机，飞机选装4台国产
涡桨六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53.5
吨，实现超过4000公里的最大航
程。

全机5万多个结构及系统零部
件中，98%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全
机机载成品95%以上为国产产品，
这是一架真正的“中国制造”。

“AG600是为了满足森林灭火
和水上救援需求首次研制的大型特
种用途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
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
AG600总设计师黄领才说，它的研
制集中了中国航空工业之智，是集
体协作、齐心并进的成果。

颠 覆 一 般 人 对 飞 机 印 象 ，
AG600既能在地面起降，又能在水
面起降，能乘风直上蓝天，也能破
浪搏击大海。

它可以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作
业，一次性救助50名海上遇险者；
它可以通过在水面上20秒的滑行一
次汲水12吨，单次投水救火面积
4000余平方米，实现在水源与火场
之间往返投水灭火。

中航工业通飞公司副总经理张
枢玮说，AG600的成功首飞，提升
了中国国产飞机产品供给能力和水
平，有效促进应急救援航空装备体
系建设，对助推“一带一路”倡
议、国民经济发展、海洋强国建设

均具有重大意义。
2007年，国务院原则批准大型

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此后两年
里，三个不同用途的大飞机项目相
继立项。

2013年1月，最早立项的大型
运输机运-20首次试飞成功，中国
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研制大型运
输机的国家。

2017 年 5 月 5 日，大型客机
C919从上海浦东机场的跑道上滑
跑而起，成功首飞。

航空业界人士表示，历经多年
自主攻关，中国的大飞机家族已经
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家族谱系”，中
国正式进入全球“大飞机俱乐部”。

不断推出新品、不断冲刺尖
端——展望未来，人们不仅能看
到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三
兄弟”，还会看到它们更多的“新
伙伴”。

在通用飞机领域，中航通飞华
南飞机工业公司董事长刘祥仁介
绍，目前正在研发、生产的还有新
型通用小飞机，包括私人飞机、公
务机等，未来会有更多符合消费者

需求、实现“想飞就飞”梦想的国
产飞机翱翔蓝天。

支线飞机也有新作为。按照国
际标准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ARJ21正式交付运营，新舟60系
列飞机运送乘客突破 1000 万人
次，新一代涡桨支线飞机新舟700
已收获185架订单，有望打破当前
国际涡桨支线市场ATR和庞巴迪

“双雄并立”的格局，挑战涡桨支

线飞机世界第一的地位。
在最受关注的大客机领域，中俄

国 际 商 用 飞 机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CRAIC）9月29日宣布，中俄联合远
程宽体客机命名为CR929。CR929
采用双通道客舱布局，CR929-600
的航程为12000公里，280座级；通过
采用先进气动设计、大量应用复合材
料、装配新一代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等提高飞机综合性能指标。

运输·民航·两栖：国产大飞机“家族谱系”羽翼渐丰

“三兄弟”将迎“新伙伴” 新突破可期

新航程：接续发力“加油干”
蓝天呼唤“中国心”

运-20大型运输机在飞行（2016年11月1
日摄）。

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首飞成功
（5月5日摄）。

1212月月2424日日，，““鲲龙鲲龙””AGAG600600在珠海金湾机场降落在珠海金湾机场降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