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达人

10军 工 世 界军 工 世 界２０２１年５月７日 星期五 E-mail:jfjbgfjg@163.com 责任编辑/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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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河畔升起航
空新星

1932 年的一天，随着汽笛声响起，

“卡尔别恩克大尉”号轮船稳稳靠在阿穆

尔河畔码头。一群“垦荒者”鱼贯而出，好

奇地打量着这片土地。此行，他们要在这

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建造一个秘密的军

工企业——第 126航空工业制造厂。

3 年后，126 厂第一个生产车间正式

投入使用。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

的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热火朝天地

投入到飞机制造工作中。

当时，苏联工业基础薄弱。为了摆

脱困境，工厂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

部分西方国家急需向国外输出资本、技

术的有利时机，大量引进先进设备，高薪

聘请外国专家。

得益于此，当图波列夫设计局的 P-

6 侦察机面世后，工厂凭借过硬的飞机

制造实力，很快斩获设计局的订单合同。

193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P-6侦

察机成功首飞，揭开该工厂的传奇序幕。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集结大军兵临

莫斯科城下，激起苏联军民保家卫国的

决心。工厂工人们叫响了“一切为了前

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夜以继日地

工作在飞机生产线上。

当时，工厂各类物资匮乏、工作环境

极度恶劣，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生

产，为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战斗机、轰炸

机和运输机。仅伊尔-4 远程轰炸机他

们就生产了 2700 多架，为战争最终胜利

作出重大贡献。

当战争硝烟散去，工厂的使命担当

仍在延续。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空军

急需一款能够缩短起降距离的战机。苏

霍伊设计局很快拿出方案——使用可变

翼技术，让机翼围绕根部转轴改变后掠

角，以提高战机的起飞升力。

颠覆性技术对应的是前所未有的难

题。变后掠铰链和机翼结构强度、后掠

角和飞行状态的匹配，这些都是当时尚

未攻克的技术难题。此外，要想让战机

快速形成战斗力，还需要最大程度保留

原苏-7 的生产线。

为了满足军方要求，工厂研发团队

和设计局开始了长达 3 年的艰苦攻关。

经过反复试验，他们将战机一半翼展做

成变后掠翼，将原主起落架以内的机翼

固定，后掠角则在 3 个位置上由飞行员

根据飞行状态手动调节。

苏联武器制造业有一句名言：“能大

量生产适用的武器才是最好的武器。”当

苏-17 的样机生产出来后，试飞结果证

明：这个堪称“半吊子”的变后掠翼，最大

限度地简化技术问题，具备快速量产条

件，令苏联军方非常满意。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第 126 航空工

业制造厂生产的各型战机，为守护苏联

空天安全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是“国运即我运”的精神担当，该

工厂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将一个个

“不可能”变成现实，在苏联航空发展史

写下璀璨的篇章。

关键词：创新

“侧卫”战机亮剑空天

1971 年，126 厂更名“加加林远东机

器制造厂”，以纪念英年早逝的苏联宇航

员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

背负英雄之名，该厂员工们感受到

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

压力。此前，虽然该厂先后参与研发和

制造了诸多性能先进的苏式战机，但在

航空企业“大咖”云集的时代里，工厂的

业界影响力并不突出。

如何从全国航空企业中脱颖而出，

成为当时制造厂需要破解的棘手难题。

命运转机悄然而至。苏霍伊设计局

初步完成苏-27原型机设计不久后，制造

厂开始了战机批量生产的筹备工作。没

想到，各种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苏-27 的新式电传动结构与之前生

产的苏-17 完全不同，工厂必须在短时

间内重建飞机生产线。

苏-27 采用了大量的钛合金和复合

材料，这对工厂生产工艺要求更高。

钛合金器件氩气焊接、超可塑性金

属铸造……技术人员攻坚克难，探索出

一系列先进的加工工艺。在转产期限到

来之前，他们掌握了苏-27 的所有生产

技术要求。

1982 年，单座型苏-27 战机在制造

厂进行批量生产，并在当年交付苏联空

军。4 年后，第一批苏-27 双座教练机投

入量产。随后，该厂与苏霍伊设计局开

展密切合作，参与了苏-27 系列战机中

大多数原型机的制造任务。

橄榄球比赛，侧卫“承包”整条边路，往

往是速度、力量、防守和抢断等各种技术较

为全面的球员担任。基于苏-27的出色性

能，北约国家将其称之为“侧卫”战机。

战 场 是 武 器 装 备 最 好 的 检 验 场 。

1987 年 9 月，巴伦支海上空出现了一架

抵近苏联沿海执行侦察任务的挪威空军

P-3B 反潜巡逻机。在 3 次驱逐未果后，

驾驶苏-27 的飞行员瓦西里果断从巡逻

机右翼下方掠过，用垂直尾翼在巡逻机

发动机上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导致巡逻

机差点坠毁，而苏-27 在垂尾受损的情

况下仍安全返航。这则新闻公布后，苏-

27堪称“巴伦支海手术刀”的优异性能让

世人为之赞叹，也让人们记住了苏-27

的“娘家”——加加林飞机制造厂。

关键词：超越

俄航空界的“龙头”
企业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工企业遭遇

“寒冬”，加加林飞机制造厂艰难度日。

当时，不少飞机制造厂开始转产，为

外国飞机制造公司加工各类民用飞机的

整机或零部件。然而，加加林飞机制造

厂在民用飞机生产方面几乎是一片空

白，不具备任何市场竞争优势。

没有订单支持，该厂经营每况愈下，

工人甚至连续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为

了维持生产线运行，他们不放过任何机

会，主动寻找商机——制造儿童玩具、家

具和船艇马达。那时候，他们看起来有

些“不务正业”，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

订单让该厂熬过了最艰难的“寒冬”。

老牌航空企业如此败落，这是俄罗

斯军方不愿看到的局面。不久后，高性

价比的苏-27 受到第三世界国家青睐。

为满足客户要求，加加林飞机制造厂和

苏霍伊设计局果断提出“一机多用、一机

多型”的生产方案，在苏-27 基础上进行

升级改进，收获了大量国外空军的生产

订单。

据统计，苏联解体后的 10 年里，印

度、马来西亚等国先后从俄罗斯订购了

300 余架苏-27 系列战机。其中，超过四

分之三都是由加加林飞机制造厂生产的。

迈入新世纪，该厂没有一味地躺在

“功劳簿”上。在俄罗斯政府牵头下，飞

机制造厂与数家设计局、研究所联合重

组为加加林共青城飞机生产联合体，将

科研、设计、试验、生产和销售等诸多链

路打通，市场竞争力随之水涨船高。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如何在

国际军贸市场拿到更大份额的“蛋糕”？

世纪之交，加加林飞机制造厂拿到符合

国际标准的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成为俄

罗斯国内为数不多能运用这种国际标准

进行生产的企业。

为了紧跟航空技术发展，他们率先

实现数字化管理，引进符合国际标准的

新型加工设备。凭借不断跃升的技术实

力，该厂制造和装配飞机的技术已达到

国内最高水准，一举超过米格飞机制造

集团、伊尔库特飞机公司等老牌航空制

造企业，成为俄航空界的“龙头”企业。

“如今俄罗斯的上空，已经是苏霍

伊的天下。”苏霍伊设计局能傲视苍穹，

离 不 开 加 加 林 飞 机 制 造 厂 的 坚 强“ 后

盾”。2002 年，苏霍伊设计局在竞标中

击败米高扬设计局，赢得研发俄罗斯第

五代战机项目后，第一时间选择与加加

林飞机制造厂合作。他们不负所望，首

架量产苏-57 战斗机于今年列装俄空天

军。俄国防部订购 76 架苏-57 的巨额

合同，也为加加林飞机制造厂的发展开

启了新篇章。

上图：苏-57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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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飞行试验中获得准确可靠的

数据，试验机改装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试验机改装，顾名思义是为飞机

加装各种测试系统，以满足飞行试验

需要。

早期，飞机试飞过程中，试飞员将

仪表数字抄写在护膝板上，作为飞机

研 制 的 数 据 参 考 。 随 着 航 空 技 术 发

展，仅凭试飞员记录已不能满足飞行

试验需要。1915 年，英军首次将航空

相机安装在飞机上。自此，加装测试

设备成为试验机改装的主流方向。

根据试验对象不同，试验机改装

分为飞机测试系统改装和“空中试验

室”改装两种。

飞机测试系统改装适用于新型飞

机 研 制 ，目 的 是 测 试 飞 机 整 体 性 能 。

工 程 师 会 为 新 型 飞 机 量 身 订 制 一 套

“考核系统”，这套系统复杂，拥有成百

上千件试验设备和数万米改装线缆。

工 程 师 需 要 对 飞 机 做 一 场“ 外 科 手

术”，在不损坏试验机原有结构的前提

下 ，将 整 套 系 统 准 确 地 安 装 在 飞 机

上。安装完毕后，就可以进行试飞，获

取新型飞机的各项性能数据参考，为

飞机改进提供有力支持。

“空中试验室”改装则是服务于发

动机、雷达电子等新系统的测试。由

于这些新系统技术并不成熟，工程师

会挑选一架成熟的现役飞机作为试验

机改装对象。由于新系统对飞行试验

要求非常高，工程师往往要对试验机

进行大量改造。经过“空中试验室”改

装后的新系统，以便能够获得更加准

确的参考数据。

每一次试验机改装，都是工程师对

飞机“出题”的过程。只有成功闯过一

轮轮“大考”，飞机才能进入量产环节。

将试验室“搬到”天空
■李泽晖

军工科普

电影《你好，李焕英》热映，一些沉

寂已久的三线建设老厂区成为“网红

打卡地”。

这部影片中的不少画面，取景于

襄阳航泰动力机器厂。岁月斑驳的老

厂房、锈迹斑斑的旧机器、纵横交错的

铁管道……无不散发出 20 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浓浓气息，让人们不由地回

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5 年，为响应毛主席“三线建

设要抓紧”的号召，一批批年轻人从祖

国四面八方来到襄阳市谷城县。一座

空军航修厂在山沟里悄无声息地开工

建设，专门负责人民空军航空发动机

的维修保障任务。

建厂之初，创业条件异常艰苦。

老一辈航修人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仅

用 3 年时间就完成了航修厂基本建设

任务。这是工厂第一次创业，也是老

一辈航修人创造的第一个奇迹。

工厂首次试修的是列装空军部队

的歼-7 战机发动机。当时，工厂工业

基础薄弱，缺设备、少图纸，没有技术

资料、缺乏专业技术人才。

得知情况后，兄弟航修厂纷纷派

出技术骨干前来支援。1972 年 3 月的

一天，接到调令的空军某航修厂技术

员刘培辉，带着妻子和不满 3 岁的儿

子，坐着绿皮火车，从陕西匆匆赶往襄

阳，支援歼-7 发动机试修。

一切从头开始。没有设计图，刘

培辉就带着技术人员用板尺、鸭嘴笔

和填上炭黑墨水的圆规夜以继日地绘

制图纸；没有工艺流程图，工程技术人

员挑灯夜战，对照从外厂找来的技术

资料，反复研究推敲，重新编订；冷凝

磷化输油管道槽造价高、制造周期长，

他们巧妙地利用消防车代替热水槽，

用胶木槽代替冷水槽的“土办法”，进

行冷凝磷化处理。

一切准备就绪后，工厂转入正式

试修。在试修过程中，技术人员发现

发动机时常有杂音出现。当时没有完

善的检测设备，如何排除杂音成为棘

手难题。

为此，工程师张志良多次爬到 2

米多高的试车台架上，弓着腰在发动

机轴承箱上听声辨别故障。只听声

响时大时小、时有时无，故障部位一

时难以确定。张志良借助 10 多厘米

长的螺丝刀，像听诊器一样轻轻顶在

燃烧室、导向器和附件机匣逐个部位

听，最终辨别出杂音来自轴承箱机匣

内腔——原来是一段 5 毫米长的金属

屑在“作怪”。查明原因后，杂音问题

成功得到解决。

在随后的维修过程中，技术人员

又遇到轴承过度磨损导致低压转子

卡 滞 的 问 题 。 经 过 连 夜 试 验 攻 关

后 ，他 们 有 针 对 性 地 改 进 同 心 度 测

量 方 法 ，采 取 在 前 轴 承 油 路 增 加 堵

头 的 设 计 ，有 效 解 决 了 低 压 转 子 卡

滞的问题。

1975 年 1 月 28 日，这一天注定写

入工厂史册。在经历多轮技术攻关

后，工厂试修的第一台歼-7 发动机试

车成功。

这是我国自主试修的第一台航空

发动机，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自主修理

航空发动机的技术实力。

当年，工厂成功维修几十台歼-7

发动机。由此，襄阳航泰动力机器厂的

“航修报国”之路正式开启，也为我国航

空发动机修理事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上图：技术人员在发动机修理现

场。 作者供图

老一辈航修人打破国外技术封锁——

成功试修第一台歼-7发动机
■范 宁 王若璞 赵 红

军工档案

前不久，有消息称，俄空天军
正式接收编号“01”的首架量产苏-
57 战斗机。消息公布后，人们将
眼 光 再 次 投 向 苏 - 57 的“ 娘
家”——加加林飞机制造厂。

这是一家以苏联航天英雄尤
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命名
的航空企业。1958 年，第一架量
产苏-7战机在该厂首飞成功。20
世纪 80年代，该厂克服重重难关，
迎来苏-27的批量生产。当“普加
乔夫眼镜蛇机动”在巴黎航展亮相
时，世人无不为之赞叹。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俄军方
订单锐减，工厂连续几个月开不出
工资。他们通过生产玩具、家具勉
强维持生产线运转。

身陷逆境，工厂视困难为转
机，不断进取、开拓市场。20世纪
90年代末，加加林飞机制造厂对接
客户需求，收获了大量国外空军的
生产订单，成功挺过了那段艰难的
时光。

迈入新世纪，工厂技术实力一
举超过诸多老牌航空制造公司，成
为俄罗斯航空界的“龙头”企业。

本期，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
从加加林飞机制造厂的坎坷经历，
探寻军工企业的竞争密码。

“取得国家专利 1项、参与完成 2项

重要科研任务、获得全军优秀士官人才

奖、数次在上级比武中摘得桂冠……”

看到这些荣誉，常人难以想到，这是一

名只有中专学历的士官取得的成绩。

入伍 16 年来，南部战区海军某监

测 站 化 验 员 万 家 和 凭 借 不 服 输 的 韧

劲，实现军旅人生的一次次进步。

“这都不会，自己好好琢磨！”16 年

前，万家和刚到化验室第一天，就挨了

班长的批评。

“太专业了，入门教材都是大学课

程，说明书也是英语，我完全看不懂。”

一开始，万家和打起了“退堂鼓”。当天

晚上，班长找他谈心，鼓励重拾信心。

从零起步，勤学苦练。每天一有

空，万家和就抱着书研读。工作时间，

他跟在老班长后面学习实操，遇到不

懂的问题虚心请教，再一一记录到本

子上。3 个月后，万家和各项成绩明显

提升，进步让战友们刮目相看。

“学习路上，我一直是新人。”万家

和明白，想要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化验

员，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

2007 年，万家和考入士官学校，学

习弹药检测专业。在浩瀚的书海里，

他如饥似渴地汲取专业知识。即使是

《数字电路》《数字信号处理》等难啃的

专业课程，他都以优异成绩过关，并取

得了高级电工证、高级化学检验工证

和弹药检测技师证。

毕 业 后 ，万 家 和 重 回 原 来 的 岗

位。在一次年度化验工作中，万家和

发现存在问题。为确保数据准确，万

家和带领团队反复做试验、对数据。

确认无误后，上级立即派出由 5 名

高级工程师组成的专家组，到化验现

场查看化验记录，并要求万家和重新

操作。在取得与之前一致的结果后，

万家和精湛的化验操作能力得到专家

组的肯定。

“工作中，他非常严谨细致，每一

项数据都要仔细核查。”战友沈文说。

在一次化验保障中，万家和注意

到某设备可以改进性能，向上级提出

改进想法。

说干就干。制定计划、召集人员、

开题评审、组织分工、开展研究……经

过 2 年艰苦攻关，他带领团队成功研

制出新设备装置，一投入使用就获得

好评。

那 年 ，监 测 站 担 负 化 验 保 障 任

务，站里唯一一台气相色谱仪突发故

障，几名技术骨干都没有修好。厂家

建议返厂维修，一旦返厂就会影响任

务完成。

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万家和主

动请缨，前出排除故障。他把各种电

子 模 块 逐 一 拆 解 ，依 次 排 查 和 测 量 。

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过硬的操作技

能，他连续几天奋战，成功排除故障。

在看到设备正常运转的那一刻，

官兵们连连称赞，厂家维修人员也对

万家和竖起了大拇指。

这几年，万家和还参与多项设备

研制工作，其中一项获得军队科技进

步一等奖。

南部战区海军某监测站化验员万家和——

“学习路上，我一直是新人”
■方 侠 严金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