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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9入蓝天　一跃三十年

|| 本报通讯员　姜宇

如今，中国制造的直升机已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直升机工业也跻
身世界先进行列，这是中国航空工业
的骄傲。回眸凝望，我们走过的是一
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在这段交织
着使命、责任、魄力、激情、智慧和
汗水的发展历程中，一款国人耳熟能
详的直升机——直 9 成为一座耀眼的
里程碑。直 9 的引进和国产化，使中
国直升机的研制技术一举跨越 30 年，
也使中国直升机工业迎来了发展的春
天。

引进技术“海豚”跃进中国蓝天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直升
机走的还是仿制前苏联直升机的路子，
中国直升机工业需奋力追赶国际直升
机发展的步伐。然而新中国的航空工
业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发展水平
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此
后的 20 年间，中国直升机先后上马 6
个型号，5 个无疾而终，面临着无机在
产、无机在研、无机可买的“三无”局面。

1979 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

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满腔热情地投入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面对中
国直升机“后继无机”的困境，在逆
境中自力更生、在改革中谋求发展的
航空工业哈飞将目光瞄向世界，决定
借船出海，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
之路。1979 年 8 月，国家计划委员会
下发文件，要求航空工业部门采取技
贸结合的方法，引进直升机制造技术，
从购买国外零部件进行装配开始，逐
步实现国产化。原第三机械工业部作
出决定，由哈飞作为承担贷款引进国
外直升机先进技术的主机厂。

1980 年，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层层
筛选后，哈飞全额贷款，引进了当时
法国宇航公司正在研制的“海豚”直
升机的全套生产技术，开始了直 9 直
升机的研制。

引进“海豚”直升机的合同签订
后，1980 年 9 月，第一批图纸运抵哈
飞，直 9 试制拉开序幕。此时的哈飞
人面临着一个艰难现实 ：一方面要干
的是世界先进水平的直升机，一方面
是与对方存在的巨大技术差距。对此，
哈飞积极应对，通过技术改造，提升
硬件实力 ；通过派出人员到法国宇航

接受技术培训，逐渐了解学习国外先
进直升机的研制理念和技术 ；通过开
展技术攻关，使制造能力和水平有了
质的进步。

此后，双方合作生产了 28 架直 9
和 22 架直 9A 型机，该型机的研制成
功，使哈飞的直升机制造水平得到大
幅提升。至今，直 9 系列直升机仍在
国内外市场焕发着勃勃生机。

实现国产  市场表现分外抢眼

1992 年 1 月 16 日，冰城哈尔滨
被装扮成了银色世界。哈飞机场上，
一架代号为 Z9A-100 的国产化直 9 映
着红艳艳的太阳和皑皑白雪，稳稳地
停在主跑道上。

9 点 55 分，它开始了自己的第一
次飞行，也是直 9 国产化的首飞，飞
机的桨叶荡起旋升的激浪，牵动着研
制者用赤诚的心血、晶莹的汗水浇灌
出的希望开始上升，拉起来了！拉起
来了！飞机渐入蓝天，向远方飞去……
10 点 08 分，飞机稳稳地落下，首飞
成功了！

引进技术只能解一时之急。随着
合作生产 50 架直 9 的合同即将结束，
如果不能确定技术状态并开展技术鉴
定，直 9 将面临夭折的命运。面对国
产化的庞大工程，哈飞人决定背水一
战。1987 年，直 9 国产化正式启动。
面对 570 种新材料、55 种导线、1206
种标准件、342 项成品、305 项成品的
研究工作和多项重大技术攻关，近 60
家参研单位日夜奋战，在中国航空工
业发展史上留下了直升机人拼搏奋斗
的足迹。

当一串串枯燥的数字、一个个冰

冷的零件在哈飞人手中变成了国产化
直 9 直升机时，祖国的上空响起振奋
人心的轰鸣。首架国产化直 9 直升机
成功首飞，标志着中国直升机工业走
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的发展之路，是中国直升机工业前所
未有的一场在多个专业、多个领域同
步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的宏伟战役，
使中国直升机制造技术一举跨越30年。
此后，直 9 相继完成主桨叶等八大部
件的国产化研制，使直9实现了国产化。

此后，哈飞在直 9 技术平台上不
断改进改型，孵化出军、民两大系列
的庞大家族，走出了多品种、系列化
发展的道路。军用系列为巩固国防、
保卫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民用
系列在海上石油开采、地质勘探、农
林牧业、救灾救护、公安执法等国民
经济建设和社会公共事业中屡建奇功。
凭借优异的性能，直 9 创下了我国多
个第一 ：国产直升机第一次赴极地科
考 ；国产直升机第一次飞翔在香港上
空；国产舰载机第一次在国际海域执行
护航任务 ；第一个取得 CAAC 型号合
格证；创国产直升机出口数量第一……

正是有了对直 9 的探索，此后，
哈飞陆续研制生产了多种型号的直升
机，以持续的科技创新，服务于国防
装备建设，为捍卫祖国的蓝天贡献力
量。

系列发展  平台生命力强劲

自 1980 年引进中国、1992 年实
现国产化批生产以来，直 9 直升机衍
生发展了 10 余种改进型号，打造出
AC312 系列直升机，持续活跃在国际
市场上。

哈飞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通航产业
的重大机遇，在 AC312A 型机的基
础上着力打造一款双发轻型多用途民
用直升机——AC332。为加快项目研
制、降低关键技术风险，哈飞采用“小
步快走”研制模式，在 AC312A 的基
础上优化动力和航电系统，形成一款
升级版直升机——AC312E。该机已
于 2016 年 7 月成功首飞，具有全寿命
周期成本低、可靠性高、性能指标先
进、乘坐舒适、运营构型灵活等特点。
AC312C 将在 AC312E 动力和航电系
统的基础上，采用时尚外形，新研高
效升力系统，适应性改进传动系统和
其他系统，降低空机重量，提高商载
能力，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AC312C
将构建一个先进的通用基本型平台，
满足通航领域的多种需求。

除了满足国内民用与军用需求之
外，2000 年，直 9 直升机首次出口马

里，揭开了直 9 竞争国际市场的序幕。
到目前为止，哈飞已向肯尼亚、赞比亚、
玻利维亚、柬埔寨、马里、毛里塔尼亚、
老挝、巴基斯坦等国家出口了多批次
直 9 直升机。

直 9 直升机的发展之路在中国航
空工业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它充分体
现了中国航空人为国分忧、为国创业、
为国奉献、为国献身的精神。也许眼前
面临的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
他们仍会竭尽全力去挑战，即使摔倒
也毫不气馁，抖抖身上的尘土，以坚
定的姿态继续朝目标前行。愈挫折愈
坚强，愈困难愈充满斗志。最终，为
中国直升机产业发展打通一条通往未
来的阳关大道。型号不断发展，精神
代代传承，未来，哈飞将继续奋力前行，
用更优秀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为中
国直升机工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让“中国制造”骄傲飞向世界。

第二届未来民机发展
国际论坛在珠海举办

本报讯（记者　吴斌斌）　11 月 7

日，以“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为主题的第二届未来民机发展国际论

坛，在第十二届中国航展期间举办。

该论坛由中国商飞主办，旨在打造民

用航空领域的国际性交流平台，推动

增材制造技术民航应用的国际合作与

发展，促进新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

增材制造俗称 3D 打印，是一项关

乎制造业跨越发展的战略性技术，通

过“自下而上”材料累加的制造方法，

按照挤压、烧结、熔融、光固化、喷

射等方式逐层堆积，制造出实体物品

的制造技术。相对于传统的加工模式，

增材制造技术能实现高性能复杂结构

零件的无模具、快速、全致密、近净

成型，具有设计自主性和环保等优势，

为民用航空工业实现复杂结构优化设

计、快速设计验证、小批量零部件快

速制造、快速客户响应等关键问题带

来了全新的解决思路。

本届论坛聚焦大型民用飞机增材

制造技术的应用实践与思考、增材制

造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创新和产业化实

践等 11 个主题，深入探讨了各方对增

材制造技术与航空产业发展有关重大

问题的见解。与会专家指出，由于航

空装备结构复杂、对精度和性能要求

高，使其制造过程复杂、周期长。但增

材制造技术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缩

短了航空设备的研发时间和制造流程，

从而降低了成本。增材制造工艺在一

体化成形及拓扑优化结构生产方面具

有绝对优势。一体化成形不仅可以减

少结构零件、简化结构装配、减轻结

构重量，更重要的是减少供应商数量，

从而降低工程投入，为客户创造更多

价值。在成本优势上，业界学者认为，

如果将“增材思维”运用到结构设计

过程中，进而使用增材工艺生产增材

设计结构，而非用增材工艺生产传统

设计的结构，将会大大改善成本。

中国商飞于 2017 年成立了增材制

造技术应用研究中心，推动提高先进

制造技术水平，提升增材制造技术在

商用飞机领域的应用研究、验证与推

广能力。论坛期间，中国商飞和多家

单位举办了 3D 打印技术展览和“第一

届中国商飞 3D 打印结构优化设计大

赛”创意展览。

本届论坛由中国商飞增材制造技

术应用研究中心和中国贸易促进委员

会哈尔滨市分会联合承办，吸引了来

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

40 家政府机构、产业联盟、知名航空

制造企业和技术研发机构、3D 打印界

领跑企业。

意大利航空航天企业协会
参加2018中国航展

本报讯（记者　邓美琳）　11 月

8 日，在第十二届中国航展举办期间，

意大利航空航天企业协会携多种产品

参展。

协会秘书长瑞卡多介绍，本届航

展是协会第二次参加，本次带来的产

品多为工程类合作产品，如环境更友

好、效率更高的民航机场，航电系统，

VR 训练软件，大气数据测试仪，飞

机地毯等。

目前，意大利企业已与航空工业、

中国商飞及其他众多中国公司开展了

合作。迄今已有 30 家意大利企业与机

构在中国设有办事处，1000 家意大利

本地企业与中国开展合作。

瑞卡多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前

景，他说道，目前与意大利航空领域

合作最多的分别是欧洲、美国、中国，

中国市场是活跃度最高的。预计未来

10 ～ 20 年，中国市场将跃升为意大

利企业的首位国际合作市场。

行商天下 
走向世界的中国航空武器装备
中国航空出口第一单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军贸第一单

|| 本报记者　马丽元

1979 年 3 月 3 日，第三机

械工业部党组宣布组建中国航空

技术进出口公司。这是我国军贸

口的第一家外贸公司。时任第三

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刘国

民被任命为总经理。他在《军贸

出口第一人》一书中回忆了我国

军贸第一单谈判的情况。

主动走出去寻找商机

1979 年 2 月，中国驻埃及

大使馆突然来了封电报，告知埃

及航空公司的苏制安 -24 飞机

要大修，听说中国生产的运 7 飞

机与此相似，询问能否给予帮

助？

时任三机部部长吕东敏锐地

看到了这是一个机会。于是，我

们在没有任何文件也没有向国家

有关部门报批的情况下组了团，

部领导指定我来当团长。行前吕东部

长专门把我找去叮嘱道：“刘国民同志，

我们现在缺的是美元。你们这次出去，

哪怕挣回一个美元都是好的。”我们一

行飞到了开罗，被埃及航空公司接去

仅谈了一天，便礼貌地中断了谈判。

驻埃及大使鼎力支持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驻埃及大

使馆。时任中国驻埃及的特命全权大

使姚广表示，使馆将全力支持我们的

工作，在大使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出

访小组与埃及政府和军方接上了头。

同埃及方面的谈判，僵持在“付

款”上。以前中国是“白给”，现在要

钱了，而且是要美元！这个弯子让人

家转过来需要有一个过程。当得知“‘运

费’是合同总价的 4%，另有 1% 的

保险费”时，埃及军方采取了拖延策略，

说我们的运费报价太高，宣布中止谈

判。

第一次做飞机出口贸易的我们，

当时心里真还有点儿“发毛”，立刻回

到使馆向姚大使汇报。姚大使泰然自

若地对我说 ：“你们先别着急，他们肯

定是私下里调查去了。”果然不出所料，

没过几天对方又把我们找了回来，说

是要“恢复谈判”。后来我们了解到，

埃方到储运部门了解了相关情况，人

家的答复是 ：飞机是军火，不是一般

货物，没有约定俗成的收费标准，往

往卖方说多少就是多少……看来这回

心里该“发毛”的倒是我们的谈判对

手了。因为他们了解到的国外军火商

运枪炮的费用，比我们所报的运飞机

的费用还要高。

多次卡壳后谈成第一单

这一关过去之后，又卡了壳儿。

埃及方面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

人认为歼 6 歼击机比较便宜，可以批

量购进，至少平时用于战备飞行训练

没有问题 ；另一部分人则表示反对，

说是真要打起仗来，恐怕不是第二代

战机的对手。

这个决断送到了埃及空军司令那

里，司令的个人意见是“不买”，于是

就把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上报到国防

部军方去了，而没有抄送图

哈密所在的政府。谈判也因

此停了下来。这时我们已经

谈了一个多月，大有“前功

尽弃”的迹象。姚大使向图

哈密副总理说明了情况，图

哈密听后与时任埃及副总统、

前空军司令穆巴拉克进行了

联系，于是姚大使率领我们

前往副总统府，穆巴拉克对

中国很友好。

最终合同谈了下来，我

们向埃及空军销售了 44架歼

6 歼击机和 6 架同类型双座

教练机，以及部分航空发动

机，价值 1.3 亿美元。另外

埃及空军还有一些从前苏联

购进的航空器材需要我们修

理，付给我们 3000 万美元，

总计 1.6 亿美元。

这也是新中国开创军贸

出口新局面的一件大事。这

个合同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合同本身。

这不仅仅是中国航空出口第一单，而

且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军贸第一

单。

刘国民与巴基斯坦签署军贸合同。

歼6飞机总装厂房。

AC312A首飞成功。

AC312E进行试飞科目飞行。　岳书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