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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款大飞机"中国心"计划于2016年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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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飞机“中国心”研制项目首次公开“时间表” 

    新华网上海８月２６日电（记者高路）我国大型客机发动机项目主体中航商用飞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建２６

日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大飞机发动机计划于２０１６年完成研制并开始适航取证。 

国产大飞机效果图 

       张建是在２６日举行的中航商用飞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人才招募计划”启动仪式上作此表示的。这也是大飞机

“中国心”研制项目首次公开“时间表”。 

     今年１月，我国大型客机发动机项目公司在上海揭牌。８月１４日，公司将相关研制和发展规划正式上报，并接受专

家组的评审。根据规划，大飞机发动机有望在２０１６年推出首款，尔后将启动系列化发展。 

     中航商用飞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之林说，国产大飞机装上“中国心”并飞上蓝天，可能分为两步实

施：一是首批国产大飞机需要购买国外成熟发动机；二是在后续某些机型上，根据用户不同需求可适时换上自主研制的发动

机。届时，我国将掌握大飞机发动机的自主研制和生产能力。 

     王之林透露，面向支线飞机的发动机型号也正同时进行研制，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３２００公斤推力级大涵道

比涡轮风扇发动机有望在今年年底完成样机，这款发动机可用于新舟系列涡桨支线客机和公务机。 

    大飞机发动机项目公司３０％股权招募正处遴选阶段 

    新华网上海８月２６日专电（记者高路）中航商用飞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之林２６日说，公司３

０％股权，面向全球招募，目前正处于遴选阶段。 

   中航商用飞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大型客机发动机项目的责任主体，注册资本为６０亿元，控股股东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公司占４０％股份，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和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各占１５％股份。公司业务范围包括民

用飞机发动机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制、生产、销售、维修、服务、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等。 

   自今年１月成立以来，这家公司的３０％股权开始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目前已“虚位以待”逾７个月。王之林

说，这部分股权已经处于遴选阶段，对民营、海外等资本性质没有作出限制。 

    研制大飞机发动机意义深远 

     研制大型飞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大飞机发动机更是其中的难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航空动力学专家刘

大响曾说：“如果把飞机制造比喻为工业皇冠，那么发动机的研制就是皇冠上的明珠。”这句话不但形象地说明了大飞机发

动机技术含金量之高，也说出了其研制背后的巨大困难和风险。 

    大型涡轮风扇发动机关键技术未掌握 

     涡轮喷气发动机是航空发动机的一种，主要特点是其前端压缩扇叶的面积很大，可以“身兼两职”，一是压缩空气向

后喷出取得推力，二是具有螺旋桨的作用，将机体向前“拉动”。这种发动机最适合飞行时速为400公里至2000公里时使

用，这使其成为大型飞机首选的动力来源。 

     “涵道比” 是涡轮喷气发动机的一个重要技术概念。空气经过核心发动机的部分为“内涵道”，空气经过的核心机

外侧部分为“外涵道”。单位时间内不经过燃烧室的空气质量，与通过燃烧室空气质量的比例就是涵道比。大飞机普遍使用

的大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具有耗油较少、运转噪音小和推力大的特点，技术优点很突出。 



     多年来，我国航空动力技术领域取得的成绩在于，在军用涡轮喷气发动机和小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方面具有一定的

研制生产能力，但是在大飞机使用的大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大量关键技术尚未掌

握，自行独立研发还有较大困难。 

    大飞机发动机研制几大难点 

     飞机发动机的总体设计，旨在使发动机取得稳定良好的推力和操纵性。因为发动机整机系统的性能不但取决于先进的

部件，更是发动机各部件之间取得最佳匹配的结果。目前，我国对航空发动机总体结构设计要素的理解还不够，还没有形成

可供设计参考的规范性文件，在外来物撞击对部件影响的分析及整机安全性分析等许多专业领域，都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工

作。 

     在发动机防冰系统设计技术方面，我国防冰系统设计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处于借鉴国外防冰系统设计结构的阶段，

全面性、基础性试验很少。相比之下，英、美、俄、德等国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重视防冰问题，形成了较为完

备的防冰系统设计体系。 

     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之一，在高速、高温、受力复杂的条件下运转，其质量和性能直接影响到

发动机性能、寿命和可靠性。目前国外发达国家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寿命均能达到1万小时以上，完全可以满足大飞机发动

机主轴承的寿命需求。而我国目前航空发动机的主轴承寿命基本在900小时以内。 

     反推力装置是大飞机发动机必不可少的常设装置，可以显著缩短飞机的着陆滑跑距离(在潮湿和结冰的跑道上，这个

装置的作用尤为突出)，降低了对机场的要求。美、英、俄等国很早就开展了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研究，在机械式

反推力装置设计方面的技术十分成熟，拥有完备的设计手段、丰富的研制经验。而国内反推力技术研究刚刚起步，对设计方

法和设计技术的掌握少，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 

     此外，专家指出，国内在发动机特种试验技术领域经验欠缺，比如发动机吞咽(吞鸟、吞冰、吞水和吞砂)等试验技

术。有关试验设备的建设、试验方法的设计和测试手段等，对我们均是考验 

（来源：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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