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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两栖“大飞机”下线
AG600系中国自主研发、世界在研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作为我国“三个大飞机”之
一，AG600背后是群年轻的设计师
团队：总人数 50 余人，近九成是

“80”后。
全机近5万零件数量以及近百

万的紧固件，对这个仅有 50 余人
的团队就像座大山横亘在面前。

陶洪娟自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结
构设计团队，从零开始，一步一个
脚印，渐渐成长为结构设计团队机

身组的技术骨干，独自承担了整个
中后机身的所有船底框的设计。在
接手船底框设计之后，无论是确定
框的结构形式、参数，还是计算稳
定性，她查找资料，翻阅图纸，一
一确认方案的可行性。有时为了论
证一个方案是否最优，需要将不同
的方案做出来，逐一比对。

佟德喜，后机身负责人，也
是前期后机身组唯一的组员，被

戏称为“光杆司令”，所负责的部
段零件就有 3000 多个。加班表上
看到他几乎是全勤工作至深夜，
每天工作近16个小时。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AG600
先后迎来了001架机中机身、机头
等各大部件的下架、适航审查和挂
签、交付等重大节点。截至目前，
已累计签订17架意向订单。

据新华社

上半身是飞机，下半身是轮船，
海陆“任我行”。7月23日，我国“三
个大飞机”中最“特殊”的一个——
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AG600在珠海总装下线。由中国自主
研发、世界在研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AG600完成总装，全面进入联调联试
阶段。

“AG600飞机成功下线，是我国
继自主研制的大型运输机运－20交付
列装、大型客机C919总装下线后，在
大飞机领域研制工作取得的又一重大
成果，填补了我国在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的研制空白。”中航工业副总经理耿
汝光说。

作为当今世界在研的最大一款水
陆两栖飞机，AG600 飞机机身长 37
米、翼展达 38.8 米，个头儿与波音
737相当。采用单船身、悬臂上单翼
和前三点可收放式起落架布局，选装
4台涡桨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53.5
吨，20秒内可一次汲水12吨。

从2009年9月正式启动的6年多
来，项目共召开300余次适航审查会
议，确认了数千个零组件制造符合性
项目、数万个制造符合性检查工序，
完成42个结构大部件的适航预检查和
局方制造符合性检查，下发2000余份
总装指令……

“从立项、设计、各大机体商联
合制造，到适航挂签、总装，几乎每
一步都是大型特种飞机的尝试与突
破。”耿汝光说。

AG600的成功下线是全国上下通
力协作的成果。5万多个结构及系统
零部件、近120万个标准件，研制这
么大体量、既能在陆地又能在水上起
降的特种飞机，我国还是第一次。为
此，中航工业研究制定了“主承制
商－供应商”的“大协作”模式，充
分调动全国资源参与研制。全国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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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项目研制，供应商就有70多家。

据悉，AG600飞机计划2016年底
实现首飞。

据悉，AG600 飞机总体技术
水平和性能达到当前国际同类飞
机的先进水平，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并满足中国民航适航规
章要求。根据需要加改装后，可

满足执行海洋环境监测、资源探
测、岛礁补给、海上缉私与安全
保障、海上执法与维权等多任务
需要。

除水面低空搜索外，AG600飞

机还可在2米高海浪的复杂气象条件
下实施水面救援，一次可救护50名
遇险人员。它在海上救援方面与船
舶相比，优势在于速度快，速度是
救捞船舶的10倍以上。

■揭秘
吃苦耐劳“大力士”

可从三亚飞抵整个南海海域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当前，世界各地面临地震、

洪灾、旱灾、台风、海难、火
灾、虫害等自然灾害的侵扰，进
一步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和救
灾措施及时到位，是各国面临的
重大课题。

AG600飞机除了像普通飞机在
陆上起降外，在任何江海湖泊，只
要给它一片长1500米、宽200米、
深2.5米的水域，它都能说走就走。

这是一位吃苦耐劳的“大力
士”。依托良好的气水动融合布局

和先进的海洋环境下耐腐蚀技
术 ， 最 大 巡 航 速 度 500 公 里/小
时，最大航时 12 小时，最大航程
4500 公里。也就是说，它可以从
三亚飞抵我国整个南海海域执行
各项任务。

在2米高海浪条件下
一次可救护50名遇险人员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年轻的设计团队■链接

7月23日，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珠海总装下线。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 《航班正
常 管 理 规 定》（以 下 简 称 《规
定》），并将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这部广受业界和社会关注的
规定，是民航局第一部规范航班正
常工作的经济类规章，涉及广大旅
客利益。记者日前专访了参与起草
该《规定》的中国民航大学民航发
展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刘光
才、民航局消费者事务中心常务副
主任李洪涛，对 《规定》 进行解
读。

航班延误旅客凭啥“自
行承担食宿”

记者：《规定》公布后，引起社
会公众和舆论最大争议的是“对于
由天气、突发事件、空中交通管制
等非承运人自身原因导致的航班延
误或取消而产生系列责任问题交由
消费者自己承担”这一条，对这一
规定您怎么看？

刘光才：从历史的角度看，早
在1996年民航局颁布的《中国民用
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
五十八条就提到，由于天气、突发
事件、空中交通管制、安检以及旅
客等非承运人原因，造成航班在始
发地延误或取消，承运人应协助旅
客安排餐食和住宿，费用可由旅客
自理。这次《规定》只是将以前的
规定用法律的形式写进了规章中。

这个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关键在于我们的关注点到底是航空
安全更重要还是航空补偿更重要。
的确，客运合同是承运人与旅客关
于承运人将旅客及其行李安全运送
到目的地的约定，所以规章也表示
因航空公司方面引起的航班延误由
航空公司进行补偿。

但是，诸如天气原因，航空公
司不起飞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旅
客的安全，避免航空安全事故。对
于不可抗力导致的航班延误或者取
消，国际上均明确航空公司可不担
负相关费用。本规章的规定，可以
理解为最低要求，但航空公司可以

自行决定高于这个要求。
近些年，航班延误始终是困扰民

航工作的一大问题。民航局自2008年
起多次开展航班延误治理活动，制定
了一系列治理航班延误的政策措施，
收到了一定成效。但要建立航班正常
工作的长效机制，必须走法制化的道
路，通过立法将治理航班延误的政策
措施转化为法规规章。

不能让消费者成为“弱势群体”

记者：很多公众认为在航班延
误中，消费者一直是弱势群体。《规
定》中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体现在
哪些方面？

李洪涛：虽然在《规定》中并
没有出现“投诉管理和消费者权益
保护”字样，但其内容可以说竭尽
全力，力求全面地保护航空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统计显示，旅客对航班问题类
的投诉占总投诉的50％以上，投诉
已经成为旅客在航班延误后最重要
的维权手段。目前规范旅客投诉工
作的依据是《公共航空运输服务消
费者投诉管理办法》，效力级别低，
适用范围无法涵盖外国承运人。同
时，规范性文件不能设定法律责
任，对被投诉主体缺乏约束力。基
于以上考虑，《规定》对旅客投诉受
理、处理等工作进行了规范，此次
在《规定》中独立一章专题投诉管
理，并将外国承运人和港澳台地区
承运人共同纳入其中。

旅客在旅行中遇到问题，最好
在第一时间向承运人和机场求助或
投诉。如果其未能满足诉求，可以
向消费者事务中心投诉，寻求解
决。若旅客要求出具航班延误或者
取消证明的，航空公司必须出具。

《规定》适用范围为中国境内，包括
外航和港澳台地区航空公司。若消
费者发生投诉，国内航空公司要在
7 日内告知消费者是否受理投诉，
10日内处理完毕，外航和港澳台地
区航空公司在20日内处理完毕，且
必须具备中文受理能力。 据新华社

航班延误旅客为啥要“自行承担食宿”
专家解读《航班正常管理规定》

河南启动问责年活动

重点督查十大领域

记者7月23日从河南省纪委获
悉，从即日起，我省将重点督查问
责扶贫开发、重点项目建设等十大
领域的 301 个问题，其中督查事项
219 个，问责事项 82 个，以着力解
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敢为”“不
会为”“不想为”等失职渎职行为。
这标志着我省问责年活动的全面启
动。

据河南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
厅长米剑峰介绍，这次督查问责重
点围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
革、惠民生”四个方面展开，凡是
省政府年初安排的重大决策、重大
改革、重点项目、重要资金安排、
重要民生事项，都是督查问责的范
围。活动分督查事项、拟问责事项
两个类别，涉及我省18个省辖市和

10个省直管县（市）。重点督查十大
领域，12个部门，分别是：扶贫开
发、重点项目建设、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教
育、卫生计生、环保和城市公用事
业、食品药品安全、交通运输和安
全生产。

此次督查，政府主导，部门主
办，监察主核，运用“明察＋暗
访”结合的方法，真正做到见人、
见账、见物、见资金。米剑峰说，
对于逾期完不成整改任务的督查事
项，全部转为拟问责事项，启动问
责程序；对于逾期仍无动于衷的问
责事项，立即予以追责；对于工作
态度好、进展速度快的拟问责事
项，可转为督查事项，予以跟踪督
查。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