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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关中国之翼的神话与现实　　翻开长达25万字的《为了中国:中国首架新型支线客机研发纪实》
（以下简称《为了中国》）书稿，我不免有些吃惊。
时隔不到一年时间，作为原来的同事，准确地说，是晚辈的刘济美，如何推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纪实
力作？
　　记得去年底的一天，她似乎轻描淡写地说过，正在筹划撰写有关中国发展支线飞机事宜。
完成如此庞大题材的书稿，我想，对她来说，采访、调查、写作，至少也要两年以上的时间。
我清楚，作为东北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学生的济美，其擅长是丹青，而非文墨。
但是，面对这部书稿，我只能说，丹青与文墨本来相通。
　　《为了中国》一书不是泼墨，而是工笔。
工笔画需要细节，需要研磨，需要雕刻，需要时日。
但是，这部有关中国之翼研制的工笔画，毕竟已经摆到人们面前，可以让人们像欣赏张择端创作的《
清明上河图》一样，寻找有关锻造中国之翼的：历史真实细部。
　　这个被展现出来的细部现实，当然是个神话，堪称中国五千年来的神话。
这个神话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近40年时间：这个神话堪称复兴伟大中华之梦想，有可能改
变东西方飞机研制的历史，有可能改变世界飞机研制格局的历史。
昨天，这一神话已经出现，今天，这一神话还在继续，明天，这一神话仍将发展。
但愿，这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神话，能够持续更长时间。
　　中国和世界应该感谢所有真实记录这一神话的各种载体。
其中，包括这部《为了中国》。
这些文字可以让人们从真切的现实中，跃升到如同梦境的神话世界；同时，还可以让人们从梦幻的神
话中，重新返回真切难以回首的现实中。
于是，这类文字，便成了由神话到现实，由现实到神话的桥梁和彩虹，令关心和关注中国与世界的人
们，可随时随地地留连往返和心驰神往于神话世界与现实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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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说，飞机设计更多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的认知与智慧，那么，飞机的制
造与试验，也不啻象征着先进工业上的那颗璀璨明珠，是真正对一个国家航空工业制造力、创造力和
协作能力的综合检验。
 　　2008年11月28日，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首架喷气式支线客机ARJ21-700飞机在上海　　飞机制造厂
机场进行试飞。
　　12时23分，试飞开始。
　　12时29分。
地面塔台报告：飞机到达指定8号空域正常飞行。
　　12时53分，首席试飞员赵鹏报告：飞机高度2000米，飞机飞行正常。
　　12时55分，地面塔台报告：飞机退出空域，准备进行通场飞行。
　　12时59分，地面塔台报告：飞机到达本场上空，将在900米高度进行第一次通场飞行；第二圈飞机
将以不低于100米的高度进行模拟着陆；第三圈飞机将由北向南着陆从四号道滑出。
　　13时24分。
ARJ21-700飞机在上海飞机制造厂机场跑道上平稳降落。
首席试飞员赵鹏向全体在场人员报告：飞机状态正常，试飞员操控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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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济美，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军官，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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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安阎良被誉为“中国西雅图”。
中国最早的大型运输机、远程轰炸机的研制就是在这里艰难起步的，航空工业内的专家都将运9飞机
看作是中国大型运输机的前身。
“1972年8月22日，远程轰炸机项目缓办之后，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和172厂的200多名年轻技术骨干被
抽调至上海，与从全国召集的4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了上海市708设计院（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参
与运10飞机的研制。
”原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李洪毅对航空工业对上海市的第一次人力增援仍然记忆犹新。
　　中国最早的一款支线客机运7，就是由西安飞机设计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与中国一航西安
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飞公司）共同设计、制造的。
运7飞机的研制始于1966年，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在前苏联安-24客机基础上测绘仿制的一款
以支线客机为基本型的多用途运输机。
1970年12月25日成功首飞，1982年设计定型，1984年1月23日，获得中国民航总局正式颁发的适航证
，1986年4月正式投入客运，从此打破了外国飞机垄断中国民航客运市场的局面。
　　运7-100飞机先后有60多架投入使用，曾经是我国支线航空市场上最大的机群，但是后来由于种种
原因，运7-100被勒令停飞，从此失去了全面占领市场的机会。
1988年，西飞公司开始了运7-200A飞机的研制，并于1993年12月26日成功首飞，1998年5月获得中国民
航总局正式颁发的适航证。
　　时任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院长吴光辉曾表示：“干支之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生存而争
。
对困难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中国民机工业发展的强烈追求，成为每个人最初的人生价值与使命责任。
事实上，我们始终盼望着能够在一个实际的项目当中去实践、积累和拓展我们的设计理念与技术，我
们盼望着能够踏踏实实地走完一个民机研制的全过程，从市场开发到产品设计；从适航取证到交付用
户；从产品支援到系列发展。
　　1988年与德国MBB公司合作的MPC-75项目，使正处于由仿制向自主设计进行过渡时期的国内设计
师第一次触及“现代民机设计思路”，当时合作的工程技术主要包括：总体优化设计技术、强度载荷
滚动设计技术、符合民机适航要求的强度分析与校核程序、民机气动弹性分析计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为了中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