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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9适航取证少不了“成都助力”

机上几乎所有物件 都曾在蓉经受“烤”验
细微见真功夫

密封胶、消毒液、涂料……背后
都有科技含量

在航空化学适航研究中心的实验
室，副研究员张亚博向记者展示了一批
用在C919飞机上的密封胶样品。

“这种密封胶用在机舱，在零下55℃
至180℃的温度内，密封胶的粘接强度、
柔韧性、硬度、延伸率等特性必须保持正
常。”张亚博说，油箱用的密封胶要求更
高，除了温度要求，还必须有耐航油、耐
油气腐蚀等要求。

张亚博表示，在C919飞机上，需要
使用大约200多公斤、十几种类型的密封
胶。密封胶的性能如果不满足设计要
求，可能造成飞机客舱失压油箱漏油，危
及飞行安全。

“你再看这款飞机蒙皮漆，要求极为
严格。光是盐雾试验，我们就需要做
3000个小时。”张亚博指着一款白色的涂
料告诉记者，飞机外漆必须光滑，符合耐
腐蚀、耐冲击、耐光老化、耐雨蚀等一系
列技术指标。

除了密封胶和飞机涂料，他们还会
对清洗剂、消毒液、除冰液、退漆剂等多
种航化产品进行适航验证。“我们会针
对C919所使用的航空化学品编制试验
大纲，按照大纲的要求进行验证。”张亚
博说。

真金不怕火炼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要到

这里烧一烧”

在民航安全防火研究中心的实验
室，“火”是必过的一关考验。

“C919上的几乎所有物件，大到飞
机油箱，小到座椅上的线头，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都需要到我们这里烧一烧。”
副研究员包雯婷说，小火苗843℃，大火
高至1100℃，样品在经过不同火焰的燃
烧后，必须保证其防火性能符合相关标
准要求。

在包雯婷的带领下，记者看到了各
式各样的样本，包括飞机壁板、座椅布

料、地毯等，都有试验后留下的燃烧痕
迹。在一间实验室内，一张塑料板正架
在小火上烧，另一间实验室内，一根管线
正在熊熊大火中接受“烤”验。

“乘客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要烧。”
包雯婷说，只有通过了这一道关卡，这些

材料才能拿到民航飞机的“入场券”。
这些“防火试验”，不仅是对飞机材

料质量的一道考验，更能在极端情况下，
为旅客增加生存机会。

国产化率提升
“逐步改变航化产品长期依赖

进口的局面”

“你听，这块飞机客舱灯罩使用的热
塑性塑料，都脆了，能听到咔嚓咔嚓的声
音。”张亚博指着一块透明塑料板上的一
处裂纹说，仅仅模拟飞机客舱消毒20次，
就出现了裂纹，这说明这款飞机客舱消
毒液不能使用，否则会影响飞机客舱灯
罩的使用寿命。

今年3月，张亚博给波音工程技术中
心发去一封邮件，主要内容是交流飞机
使用的热塑性塑料银纹的试验数据、试
验方法以及合格判定问题，不久后，波音
公司回复邮件表示感谢，称将对该标准
进行修订改版。

除了消毒液，航化产品还包括飞机
涂料、胶黏剂、密封胶、除/防冰液、清洗
剂、脱漆剂、表面预处理剂、灭火剂、防腐
剂等。

“这次展示的密封胶、涂料、消毒液
都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现在航空产
业的国产化率越来越高。”张亚博表示，

航空化学适航研究中心正在做的，就是
不断健全航化产品的适航验证能力，促
进国产化，逐步改变航化产品长期依赖
进口的局面。

如何抓住“机遇”
不只发“通行证”，也可以成为

产业链资源共享平台

C919商飞之后，“上海虹桥-成都天
府”航线进入常态化运行，成都将如何抓
住机遇？

据了解，在“通行证”适航审定方面，
目前全国有8家专业的适航审定机构，其
中两家在成都，分别是航油航化适航审定
中心、民航机载航电设备适航审定中心。

“仅飞机舱内防火材料领域，我们一
个研究中心就有500多家客户。”包雯婷
说，在她看来，适航审定中心不仅是一个
审定机构，也可以成为航空产业的一个
资源共享平台。

2015年，包雯婷来到民航安全防火
研究中心任职。“当时，到我们实验室来
进行验证的大多是飞机用布料等低附
加值材料，现在高附加值材料越来越
多，国产化率越来越高，同时通过率也
越来越高。”她切身感受到，虽然中国在
大飞机研制领域起步晚，但是追赶的脚
步很快。

“我认为疫情倒逼了中国航空制造
产业的国产化进程。”包雯婷观察到，因
疫情中断了部分航空产业链的国际供
应，倒逼了国内供应企业开足马力搞研
发，她明显感觉到这几年，到成都做“防
火试验”，拿到“入场券”的企业越来越
多，质量也越来越高。

不只防火材料，在航油领域，航空油
料适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向海告诉记者
一个好消息，为实现“双碳”目标，可持续
航空燃料是未来C919燃料的发力方
向。去年，餐饮废油变身航空燃料，已在
该中心通过了适航审定，并在国内得到
了应用。向海认为，成都适合发展这种
绿色可持续的航空燃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摄影报道

5月28日，C919圆满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行，我国民航运输市场首次拥有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喷
气式干线飞机。C919翱翔蓝天背后，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小细节”，其实都有“大学问”。

为了了解这些“细节”背后的秘密，5月31日，记者实地探访了中国民航航油航化适航审定中心
的三大研究中心。在C919适航取证过程中，这个位于成都双流的审定中心配合中国商飞在航油、
航化、防火领域开展了大量技术研究和适航验证试验。

民机发展，适航先行。没有适航审定给出的“通行证”，安全性就没有保障。适航审定的背后，
是无数次的试验验证。

◀5月28日，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旅客登上C919飞机。 新华社发

根据国际经验，民航整机项目将直
接带动8到10倍的产业发展。

在飞机制造方面，C919大飞机身上
有多项“成都造”，包括飞机机头、客舱核
心控制系统、信息系统、机载娱乐系统
等。

在航空产业方面，成都被称为“中国
航空第四城”，航空航天产业规模位居全
国第四，形成了集飞机研发、设计、制造、
测试与维修为一体的较为完整的航空产

业链。
在航空流量方面，2022年，成都国际

航空枢纽（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3109.2万人次，在
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成都将航空产业作为提
升城市能级的关键所在。《成都市航空产
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明确指出，
将构建以青羊总部经济功能区为核心，
以新都现代交通产业功能区为新增长

极，以高新航空经济区、双流航空经济
区、淮州新城等为多点的“一核、一极、多
点”总体布局结构，加快形成“特色鲜明、
重点突出、多点协作”的航空产业空间格
局。

成都多个区域发力航空产业。在双
流区，“航空经济”是主导产业，“中国航
空经济之都”成为全区发展定位；青羊区
依托132、611等链主企业，提出“做强千
亿级航空旗舰企业、培育千亿级航空产

业生态”……此外，新都区、东部新区等
都把航空产业列入区域内重点发展产
业。

今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到2027年，成都将打造2个万亿级优势产
业和10个以上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航
空航天是成都万亿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形成千亿级
产业规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一核一极多点”成都多区域发力航空产业
新 闻 纵 深

包雯婷正在做一款航空材料的“防火试验”。

经过防火试验的飞机壁板、座椅布
料、地毯等样本上，都留下了明显的燃烧
痕迹。

一款消毒液在测试20次后，让客舱
灯罩塑料板产生了裂纹，说明这款消毒
液不能在飞机上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