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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长征”的当口秣马厉兵

|| 本报通讯员　沈阳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号”
巨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领航下，向着宏伟目标再度扬帆起航。我
们站在风起云涌的新时代当口，真切体会到
历史巨变中的砥砺。云计算、大数据、虚拟
现实、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诸多技术正在
悄然颠覆着传统勘察设计行业的人才和结构
优势。新时代，注定要以新思维构筑企业未
来成长的版图。

航空工业规划总院，一如既往地坚持技
术领先战略，深耕军工使命市场，兼顾多元
化发展，冲破固有坚冰，攻关了一批开创性
的领先技术，在智能生产线、高端咨询、“空
中丝路”、装配式建筑、大跨度预应力钢结构、
文物保护等领域均做了重要储备，为新的征
程秣马厉兵。

做智慧的参与者
 叩开“智慧工厂”的建设大门

为响应国家《中国制造 2025 发展战略》
以及集团公司推进智能制造在航空工业中的
应用要求，规划总院在传统业务生产线规划
的基础上，以系统思维，从智能生产线建线
需求分析、规划布局、效能优化、集成实施
多个维度开展技术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助力智能生产线的实施落地。

规划总院先后开展生产线三维设计及标
准化设计研究、工艺布局仿真及优化研究，
实现虚拟仿真的基础，研究生产线模型中所
有的相关元素（人机料法环测）信息，构建
集成三维实体及属性信息的生产线模型 ；通
过多平台联合应用，将生产线模型导入虚拟
仿真平台，通过量化对比不同设计方案，为
决策提供支持。此外，基于虚拟仿真的生产
线运营管理以及工艺仿真标准研究，使生产
线仿真能真正发挥出“真”的指导作用，将
实现生产系统布局合理化、提升生产线能力
平衡，通过虚拟仿真实现生产过程预演，为
生产运营方案、应急预案提供量化的支持，
实现科学决策。该项技术先后应用于某型飞
机大中型结构件机械加工生产线、航空复合
材料生产线、航空发动机中小型复杂零件机
械加工单元以及飞机总装移动生产线等具体
项目中，效果良好。

规划总院聚焦典型航空生产线智能化建
设与改造，展开了智能生产线系统架构应用
研究，搭建起面向航空工业的智能化标准应
用模型，可以为未来各专业智能工厂建设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形

成了一套智能生产线建设方案规划流程，为
建设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结合某型航空发动机的机加零件生产线
开展了智能排产算法技术研究与应用 ：将从
生产管理系统（ERP）、物流系统、设备管理
系统等生产现场实时汇集而来的订单信息、
工艺信息和资源信息进行快速的融合，动态
优化生产安排，驱动生产线高效运行，从而
实现传统自动化生产线所不具备的、更高程
度的智能水平。通过对市场主要排产软件和
常用的十余种排产算法的研究，结合实际要
求和约束条件，对现有算法进行适应性改进，
开发出符合项目要求的智能排产算法，将其
迁入到生产线上位管控系统中，形成生产调
度的“大脑”，已达到生产线稳定高效运行。

针对当前航空生产普遍存在的设备通讯
接口异构、上层软件系统异构、生产制造各系
统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规划总院开展了生
产线中异构系统的通信研究，开发出适用于
异构系统实现互联互通的智能集控平台，克
服了传统星型集成方式带来的系统拓展性差、
异常排查难、运维难度大等多种弊端。该平
台贯通模型线整个生产体系的异构信息系统、
应用、数据源等，是整个生产体系的“神经
系统”，完成在 ERP、PDM、MES、物流系
统、SCADA 以及其他系统间无缝地共享和交
换数据，实现各生产系统间数据传输、交互
及生产控制指令传递下达，联通整个生产体
系，支持航空生产线生产系统间数据的稳定、
高效传输和监控。对于硬件设备的数采集成，
开展航空制造装备与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
通应用研究，基于工业以太网、工业无线网络，
通过工业网络协议识别转换，实现了自下而
上的总线层、车间现场控制层、制造控制层
的数据互联互通 ；规范各类数控设备和非数
控设备的数据采集方式，并设计了现场总线
系统。通过对互通网关协议栈的合理优化，
实现了在不同智能硬件装备与应用系统之间
低开销、快速地实现数据的透明传输。对于
上述互联互通技术研究，规划总院提取机械
加工生产线典型特征和智能要素，自建一条

智能生产线，实现相关技术验证并利用它持
续开展智能生产线相关技术研究。

做通航民航的布道者
促“空中丝路之花”绽放

多年来，规划总院以高端咨询规划为切
入点，在国家及行业政策咨询与制定、省级
规划编制、通航项目投资设计等领域，拥有
该领域很强的市场优势，成为国内通航规划
的知名智库单位，享有颇高的国内国际美誉
度。

如今，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
规划总院的多元化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以及
国际业务的开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作为“通航民航的布道者”，规划总院以时代
的使命感紧跟国家战略，秉承“共商、共享、
共建”的原则，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布局海外，
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创新能
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下的有力践行者。

规划总院的脚印已经遍布于“一带一路”
沿线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老挝、马来西亚、
柬埔寨、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正在实施的马尔
代夫马累国际机场、柬埔寨七星海国际机场
凝结着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为伟大航空梦
贡献涓滴之力。|

马尔代夫马累国际机场是位于南亚印度
洋的岛国——马尔代夫共和国的首都国际机
场，飞行区等级 4F，是该国飞行区等级最高
的国际机场。马累国际机场改扩建项目是中
马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领域的标志性项目，
是马尔代夫与中国深厚友谊的又一见证。该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可起降空客 A380
飞机的 F 类跑道、停机坪、滑行道、货运航
站楼、油库以及填海造地和护岸建设。机场
飞行区按照国际民航组织有关规章进行设计、
建造和验收，建筑物按照中国的有关规范和
标准设计、建造、验收。该项目对机场现有
设施进行全面改扩建升级，建成后将大幅提
高旅客接纳能力，并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

对马尔代夫社会经济和旅游发展产
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机场项目具有
技术难度系数大、专业综合性强的
特点，创造性采用了机场飞行区飞
机运行模拟技术、飞机尾流模拟技
术、飞行区排水低影响开发技术、
助航灯光故障定位技术、海上助航
灯光承台技术、人工吹填珊瑚砂填
海技术以及对应的珊瑚砂岩土工程
治理技术，每一次国际团队的技术
攻关，无不展现了规划总院深厚的
技术积淀以及攻坚克难的品格。

由规划总院设计的柬埔寨七星
海国际机场位于东南亚国家柬埔寨
的南部、泰国湾边。该机场是柬中
投资开发实验区的一部分，前期定
位服务于柬埔寨七星海海滨旅游度

假区，航程覆盖东南亚、东亚、南亚、中东
及部分欧洲国家，同时填补了柬埔寨国家民
航 4E 机场的空白，承担柬埔寨部分远程国际
航班的中转机场，远期将发展为东南亚地区
的区域枢纽型机场。作为中国企业首次在国
外进行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的民用机场，
机场在规划设计过程中需要设计者转变传统
的设计思路，既要考虑中国投资企业的战略
发展需求，考虑中国机场管理公司的使用要
求，又要考虑柬埔寨民航局以及警察局、海
关、卫生检疫、联检等柬埔寨驻场单位的需求，
设计者需要将中国标准、国际标准，以及柬
埔寨的标准规范灵活应用。机场航站楼造型
从柬埔寨宗教传统建筑文化形式汲取元素，
和海滨旅游度假区的性质，以及航站楼功能、
动线特点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柬式文化特征
及东南亚热带海滨风情的航站楼形态。机场
飞行区及航站楼规划设计体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存的理念，充分考虑减少对周边自然生态
环境的破坏，尤其是对红树林生态保护湿地
和现有水文水系的破坏，力求打造一个和当
地自然生态环境、海滨旅游度假环境相融合
的绿色生态机场。建成后，将是“空中丝路”
上又一朵盛放的“友谊之花”。

|
跻身行业标准研究
入时代砥柱之中流

2017 年，规划总院作为牵头单位相继成
功申请工信部智能制造标准与试验验证项目。
“航空复合材料智能生产线工艺仿真标准与试
验验证项目”联合集团三家航空生产企业，以
复合材料生产线为依托，统筹考虑制造、管
理、物流、服务等各环节的智能化集成和运营，
建立工艺流程及布局的数字化模型，并实现
工艺仿真模拟，形成面向智能工厂需求的航
空复合材料智能生产线工艺仿真标准。同时，
搭建起服务于全行业的工艺流程及布局仿真
建模的通用平台。“航空发动机关键零件机械
加工生产线智能装备、物、制造系统互联互
通及互操作要求研究与试验验证”联合航空
发动机制造企业，针对航空发动机关键零件
机械加工生产线的特点，开展数字化制造单
元、工艺流程、运行管理、设备通信和安全
的技术要求以及信息模型研究工作，形成《航
空发动机关键零件机加数字化生产线智能装
备互联互通》《航空发动机关键零件机加数字
化生产线智能装备与物料互联互通》《航空发
动机关键零件机加数字化生产线智能装备与
制造系统互联互通及互操作》《航空发动机关
键零件机加数字化生产线制造系统间互操作》
四项标准草案。该项研究成果对于航空主机、
机载产品生产线具有很好的推广前景。

2017 年，由规划总院主编的行业标准《航
空工业电镀及阳极氧化车间设计规程》HBJ/
T|2-2017 发布实施。日前，在编制过程中的
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项目有 16 项，其中主
编国家标准 2 项，分别是《航空发动机试车
台设计规范》和《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涂层烘

干室安全技术规定》，修编、主编的地方标准
2 项，参编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各 6 项。

2017 年申报住建部装配式建筑领域科技
计划项目《模块化装配式钢结构体系技术开
发》通过立项审批，并已开展研究，申报发
明专利一项。以本研发项目为依托，目前已
有国内企业拟合作筹划装配式项目产业园区，
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产业园区为基础，
开展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开发和项目应用。

此外，规划总院率先研发的“隔震保护
技术”申请了 18 项专利，实现了技术的整体
保护，新的专利仍在不断的申请中，形成了
明显的知识产权优势，在文物保护领域开拓
出一片新市场，为国家的文物保护事业贡献
了力量。目前已完成多个博物馆的文物防震
改造，并已为西安兵马俑遗址和故宫博物院
的改造开展前期研究工作。2017 年完成故宫
博物院库房防震技术研究课题，提出了多元
化、系统性的库房文物防震技术开发与试验 ；
完成郑州市文物局近现代建筑防振 /震安全评
估研究课题，提出了长期使用年限建筑的防
振 / 震安全评估方法和解决对策；完成了云南
博物馆和成都博物馆两个博物馆文物防震预
防性保护示范工程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库
房、展厅文物防震技术手段，改进了临时锁定、
地震锁定、地震监测等关键技术，2017 年申
请发明专利 6 项。

紧盯国家环保政策，规划总院还将“预
应力钢结构技术”推广应用于火电厂煤场封
闭工程领域，适时申请关于大型露天料场封
闭设计的 10 余项专利。迅速以专利技术抢占
大型露天料场封闭建设市场，一年多来已签
订 3 个项目的 EPC 合同、5 个项目的施工图
设计、4 个项目的初步设计和 10 余个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工作，这些项目涉及建设资金近
10 亿元。新型超大跨度预应力封闭煤场结构
技术获得了国内电力行业的业主认可和口碑，
获多项发明专利授权，为企业在电力行业开
辟新领域和业务市场。

日前，规划总院已经建立起一套“引领型”
技术研发体系和日臻完善的研发激励机制。
各类研发人员以高度积极性关注国家重大科
技项目，积极参加各类外部科技活动 ；深度
挖掘专利技术，围绕专利技术发展相应产业，
不断推出自主拳头产品——2017 年，规划总
院获得了科技、勘察设计、工程咨询等行业
重要奖项 68 项，拥有授权专利 90 余项，其
中发明专利 50 余项，在勘察设计行业处于领
先水平。这些靓丽的时代勋章，也是纵深发
展的昂扬动力！如同一把把利剑出鞘，在新
时代激烈角逐的市场蓝海中披荆斩棘。

不忘初心——从上海石库门出发，在 96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无论是顺
境还是逆境始终矢志不渝。牢记使命——作
为共和国长子的一支生力军，规划总院始终
以创新求变，从思想引领、人才梯队、技术
创新等全方位凝集、锻造和储备力量。

随时准备着，向着新时代的宏景出征远航！

——航空工业规划总院技术创新及业务拓展巡礼

柬埔寨七星海机场。

智能生产线。

总院通航项目全国分布图。

成都博物馆文物防震展台。

智能集控平台监控统计界面。 支持多协议的应用系统接口服务注册。

马尔代夫马累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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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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