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定检机库中，正在接受“体检”的飞机。

▼ 正在进行深度检修的飞机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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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也有“全科医生”
■ 本报记者 陈璠 摄影 本报记者 吴迪

春运模式开启，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更加忙

碌。在春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飞机是如何确保

安全飞行的？一架飞机起飞前后又会经历什

么？近日，本报记者来到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停

机坪，探访飞机安全飞行背后的故事。

飞机降落，乘客鱼贯而出。几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立即上前，为飞机做“体检”。他们，就是保障飞机安全飞行
的机务维修工程师。从外观到内舱，从客舱到驾驶舱，从巨
大的机翼到小小的按钮，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项检查
直接关乎乘客的飞行安全。
“机务维修工程师就像是飞机的‘全科医生’，要对

飞机进行全方位的‘望闻问切’，确认飞机状况‘健康’
后，才能放行。”海航技术（天津）航线维修中心经理陈亮
告诉记者，“我们主要承担着天津航空、北部湾航空、海
南航空、首都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部分航线的飞机检修
任务。”
“每架飞机起飞前、落地后，都会经历严格‘体检’，包括

开始一天飞行任务前的航前检查、经停过站时的短停检查

和结束全天飞行任务后的航后检查。机务人员要对照工单
上的项目逐一完成查验，就连飞机表面细小的划痕和凹坑
都不能放过。如果在运行中飞机有突发故障，还需要机务
人员根据规章和手册及时排除影响飞行安全和运行的故
障。”陈亮说。
航后检查是日常“体检”中工作量最大、检查项目最多

的。引导飞机进港后，机务人员要进行绕机检查，查看轮
胎、机身等是否有肉眼可见的破损，待乘客和机组撤离后，
再进入机舱对驾驶舱、客舱、货舱、卫生间、厨房等区域分步
骤检查。小到一颗螺丝、一个灯泡、一组按钮，大到发动机、
起落架、机翼等，都在检查范围内。重点零部件要检查多
遍，层层人员签字，确认安全。一趟检查下来，至少要花两
三个小时，涉及上百个项目。

航班起飞前，飞机从机位推出准备滑行入跑道时，乘客
经常能透过舷窗看到身穿制服和反光背心的地面机务人员
向飞机有节奏地挥手再见，他们被亲切地称为飞机“拜拜
员”。在看起来十分可爱的挥手之举背后，是机务人员上百
次的检查与确认。

其实，“拜拜”的动作是确认发动机启动正常，确保飞机
周围没有障碍物后，机务人员向飞行员打的手势，表示飞机
可以滑出。

受停机坪上发动机轰鸣、车辆穿梭、沟通距离等因素影

响，如果通过语言交流，很容易受到干扰，产生歧义，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所以，机务人员就需要运用各种手势语言与
飞行员“对话”。

这些手势代表什么含义？“比如，飞机进港时接机机务
人员两手平举，指挥棒向上伸出，表示已做好接机准备，引
导车及飞机可以滑进停机位。当飞机到达停止线时，机务
人员两手举起，指挥棒交叉，示意机组刹车。飞机到位，轮
挡挡好，他们观察周围无障碍物，确认飞机停稳后，对廊桥
操作人员竖起大拇指，表示廊桥可以靠接飞机。”陈亮说。

春运期间，各航空公司大部分飞机都是满负荷运行，备
机相对较少，飞机在地面停留时间也短，留给机务人员的保
障维修时间很紧张。尤其是遇到突发故障，既要保证飞机
运行安全，又要保障按时出港起飞，成为对机务维修工程师
的最大考验。
“我们自主研发了飞机健康管理系统，目前已经开发了

20多项监控功能，实现对飞机关键状态参数的全方位监
控，保障航班安全有序运行。”陈亮说，“除了完成日常检查，
我们平时把各项准备工作尽量前置，并抽调技术骨干成立
重大故障保障组，专攻技术难题，应对紧急突发状况。”

不久前，天津航空一架飞机在从乌鲁木齐飞往天津的
航段上，就遇到了这样一次紧急排故事件。

当天，这架飞机已经飞至天津上空，临近降落时，飞
机控制系统传来报错提示，地面后台工程师也同步监测
到这一状况。“经过综合判断是飞控计算机模块出现问
题，我们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即刻组织人员分头进行操作
手册和技术标准查询、航材领用、工具设备准备等。飞机
落地时，维修人员和所需的材料、设备已经在停机坪上等
候了。”陈亮说。

当天14时32分，飞机滑入机位，待乘客下机后，机务人
员仅用了25分钟就完成了计算机模块的更换和测试。由
于事先准备充分，而且都是技术骨干，相互配合默契，当排
故完成时，飞机的清洁队甚至还没做完卫生。
“通常飞机经停只有短暂的1个小时左右，起飞前40

分钟乘客就会登机。这次如果等到飞机落地后再准备
材料、进行排故，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下一程的航班肯
定要延误。”陈亮说，“当顺利完成排故，看着乘客按时起
飞，没有耽误行程，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这个职业
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在这一刻体现，让我们获得了满满
的成就感。”

遥控机器人拖拽飞机前行。

▲ 在定检机库中，机务维修工程师正在研究更换翼尖

导航灯灯罩。

每天起落都要“体检” 上百项检查通过才放行

飞机“拜拜员”那些手势有什么含义？

▼ 机务维修工程师进行起落架检查。

▲ 在停机坪上，飞机“拜拜员”示意机组刹车。

25分钟紧急排故 争分夺秒保安全

�
机
务
维
修
工
程

师
正
在
检
查
飞
机
舱
门
。

▲ 机务维修工程师正在检修飞机双热交换机。

告别航线维修中心，记者来到定检维修机库，这里被称为
“飞机的保养中心”。机库内，两架飞机正在进行“保养”，其中一
架飞机的发动机、整流罩已经取下，露出内部复杂的机械机构，
机务维修工程师分散在机舱内外各处，为飞机做全方位“体检”。

飞机与汽车一样，飞行一定时间之后就要进行例行“保
养”。燃油车的保养周期一般为5000公里，飞机多久保养一次？
“飞机的定期检修计划非常复杂，一般按飞行小时、起落

数量和日历日划分不同级别。以我们正在承修的这架巴西航
空工业190机型飞机为例，每累计飞行7500小时之内，就要进
行一次大修。”胡记超是海航技术（天津）定检维修中心生产管
理室经理，也是有着十几年飞机维修经验的机务维修专家。

大修是怎样的流程？要把飞机拆开吗？“不光拆，有时候
还要全拆空。”胡记超表示，在部分深度检修时，甚至需要将飞
机内部几十万个零部件全部拆空，直至露出结构骨架，再进行
深度检查。比如，采用超声波检测、涡流检测、荧光渗透、磁粉
检测等手段，进行精细无损探伤。

飞机被称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这句话并不夸张。”胡记
超举了个例子，“比如，车辆出现划痕等轻微损伤，很多人不会马上
修复，而是攒攒一起修。对于飞机检修来说，则必须及时处理。”

由于外来物或鸟击给飞机造成的结构凹陷，有时比较细
微，机务人员需要借助合适的光源，从特定角度观察，才能发
现小至零点几毫米的凹陷，后续还需使用专门仪器检查，要根
据维修手册要求，严格处理后才能放行。

相较于汽车，飞机“保养”除工序复杂很多之外，选择什么
时间保养也有特别之处。“飞机定检时间需要科学统筹安排，
既要保证飞机状况良好，又要实现效益最大化。航空公司一
般会将定检计划集中安排在出行高峰期之前，去年一进入12
月，我们就忙起来了。春运、暑运等旺季到来前，机库里经常
停满飞机。机务人员也会根据需要倒班作业，尽早释放运力，
让飞机尽量飞在天上产生效益。”胡记超解释。

定检大修把飞机全拆空

遥控机器人可以拖飞机

为了让检修更精细、更有效率，如今，“飞机医生”越来越
多用上“黑科技”来助力。
“猜猜飞机是怎样进出机库的？”
“不是靠发动机运转滑行进来的吗？”
“我们现在用上了拖飞机机器人。”胡记超指着机库角落

一个长方形装置说。
飞机在地面滑行会浪费发动机寿命，并且带来噪音和碳

排放。同时，机库采用轻型结构建造，也承受不住发动机引擎
带来的巨大气浪。以往传统方式是采用强马力的大型拖车牵
引飞机进出机库。在环保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全球多家公
司都在研究“低碳滑行”，拖飞机机器人应运而生。

记者眼前的机器人个头并不大，长约为3.2米、宽2.5米、
高0.5米。它是怎样拖动几十吨甚至上百吨重的飞机？
“它实际上是采用‘抱轮拖车’的方式，通过电机带动液压

泵，把飞机前轮架起后‘抱’在怀中，让自己临时替代成为飞机
的‘脚力’。”胡记超说，机器人由机务人员遥控操作，飞机在整
个拖行过程中都不需要开启发动机，特别适合在机库和维修
厂区进行拖行和摆放作业，这种方式带来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相当可观。

为了解决部分“重、急、难”的飞机维修问题，还可以进行
机务维修专家“云诊断”。现场维修人员带上AR（增强现实）
眼镜后，飞机的部件、管路等画面能清楚地实时展现在远程技
术支持专家眼前，他们可以第一时间掌握维修现场工作情况，
快速给出指导意见，大大提高了故障处置效率。作为全国首
家将此技术应用于航空维修的企业，海航技术已经将此技术
应用普及到包括天津在内的9大主基地和32个中小基地及国
际站点。
“随着民航市场复苏，人们出行热情高涨，这久违的热

气腾腾背后，是无数民航人执着的坚守、专业的保障、辛勤
的付出。看着一架架满载的飞机起起落落，目送一批批出
行或归家的旅客，为了他们的平安到达，所有的付出都值
得。”胡记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