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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飞机试飞是飞机研制全流程中最后验证的关键环

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试飞，又可称为飞行试验，是一项

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动用大量的国家和社会资源。在试飞

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往往决定着项目推进的顺利程

度，甚至可能影响某些关键试飞科目的成败。由于我国商用

飞机试飞起步较晚，且与军用飞机试飞有着较大区别，当前

的资源配置现状已落后于日益增长的试飞需求。

现阶段，我国第一款按照国际标准自主研制的喷气式

客机 ARJ21 新支线飞机已经正式投入航线运营。采用许

多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民用大型客机 C919 也已下线，

即将完成首飞并开展后续适航取证试飞。面对新的机遇和

挑战，总结 ARJ21 飞机试飞取证过程中因资源配置不合理

而影响项目进程的问题，对试飞资源的配置工作开展深入

研究和思考，不仅有利于缩短 C919 大型客机的适航取证历

程，对于推动未来我国商用飞机制造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商用飞机试飞是航空工业制造和民航运行的交叉领

域，基于此，本文将试飞理解为“试验”和“飞行”两类活动

的结合，“试验”需要技术和设备，“飞行”需要客观条件支撑

并遵守运行规则，而“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各项社会经济条

件的支持。因此，本文将试飞资源划分为“试验资源”、“飞

行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三大类进行研究，并对比现状

和需求分析存在的问题，最终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相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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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希望能为商用飞机试飞资源配置的优化提供参考。

1 试飞资源
1.1 试验资源

（1）试飞技术

试飞技术包括试飞员驾驶、试飞测试、试飞指挥、虚拟

试飞、试飞方法与适航条款解读等，是试验资源中的核心。

其中，试飞方法与适航条款解读是较为关键的技术之

一。试飞方法主要由试飞总体方案和试飞大纲进行体现。

制定商用飞机试飞大纲的依据是国家适航标准，如《中国民

用航空规章》CCAR25 部，美国《联邦航空条例》FAR25 部、

33 部，《欧洲联合航空要求》JAR25 部等。解读适航条款而

形成的试飞方法是一个国家来之不易的宝贵试飞资源。

（2）试验设施设备

试验设施、设备是试飞技术实现的工具和手段，包括地

面遥测系统、试飞模拟器、地面实验室等地面试验设备，以及

机载数据采集和记录系统等试飞专用设施设备。

其中，遥测地面站是地面遥测系统的一部分，它将飞机

上采集记录的数据实时遥测并传输至地面显示，实时监控飞

机的飞行状态和试飞科目完成情况。地面遥测网是将各遥

测地面站点联结起来形成的遥测传输网络，实现协同工作，

达到飞机跨区飞行时遥测监控或多架机同时飞行时交叉遥

测监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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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飞行资源

（1）机场

试飞机场是试飞实施的必要条件，也是飞行资源中的

首要元素。参考国外经验，商用飞机试飞任务往往不仅在一

个机场完成，如波音 787 飞行试验 87% 的试飞架次集中在

3 个机场完成，其余 13% 的试飞架次分布于世界各地的 40

余个机场进行。波音 787 飞机在不同试飞机场试飞架次的

统计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

注：KBFI 为西雅图金镇国际机场，KPAE 为佩恩机场，KGTF 为大瀑布村国

际机场，TJBQ 为阿瓜迪亚博林奎恩机场，KPDX 为波特兰机场，KIWA 为

菲尼克斯关口机场，KALW为沃拉沃拉地区机场，KPDX为波特兰国际机场, 

EGLF为范堡罗机场，KSKF为拉克兰空军基地机场 ,KBWI为马歇尔国际机场，

KIAH 为乔治·布什洲际机场。

图 1　B787 试飞架次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flight test sorties of B787 

商用飞机试飞一般采用“1+M+N”的模式（“1”是主试

飞基地，“M”是辅助试飞基地，“N”为特殊科目试飞机场）。

选取试飞基地，除考虑包括机场跑道指标、气象可飞天数、

可使用空域等匹配性条件外，往往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

多方面因素，一般是国家综合各方面条件所做出的战略性布

局。特殊科目试飞则是指有特殊条件需求（如跑道、气象条

件、环境等）的试飞任务，如自然结冰试飞等，需要在全球范

围内寻找满足条件的机场开展飞行试验。

着力打造的试飞基地和全球范围内具有不同特点的特

殊科目试飞机场共同构成了商用飞机的试飞机场群资源。

（2）空域

试飞空域是试飞运行的活动场所，是飞行资源中的核

心元素。选取试飞空域一般要考虑空域长宽、净空条件以及

使用便利程度等因素。目前，国内空域主要由军方管理，试

飞使用必须与军方开展沟通协调。一般确定试飞基地时会

划设一定数量的空域军民合用，但必须遵守双方约定的准则

和规范。而在基地外开展试飞时，则需要专项协调。

（3）气象条件

气象条件是试飞是否符合试验要求及相关适航标准的

关键因素，其要素包括风、能见度、温湿度等。由于部分试飞

科目要求在极为苛刻的气象环境下开展，如大侧风、高温高

湿、高寒、自然结冰等 [1]，气象条件是飞行资源中较难捕捉却

又缺之不可的重要资源。

（4）民航运行资源

投入民航运行是试飞的最终目的，现有的运行条件也

是试飞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包括航路航线、通信导航监视

设备、无线电频率以及成熟的空管运行机制和空管人员等。

1.3 社会经济资源

试飞活动离不开人力、资金、国家政策、国内外合作等

各项社会经济资源的支持。其中，人力方面，需要由试飞员、

试飞工程师以及各类保障人员等组成的专业性极强的试飞

队伍 [2]；资金方面，需要充足的经费支撑地面试验、各类试飞

技术攻关、试验设备采购等；国家政策方面，需要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得到国家及

地方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社会机构等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

大力支持；此外，还需与国内外相关科研机构及院校、供应

商、审查局方等单位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 。

2 当前存在问题
当前，我国商用飞机试飞资源配置的主要矛盾是日益

增长的试飞需求同较落后的试飞资源现状之间的矛盾。这

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基本一致的。

随着国内立项研制的商用飞机型号逐渐增多，我国商

用飞机的发展迎来了时代赋予的机遇，试飞任务量也与日俱

增，已有的资源分配格局已不能满足需求。

2.1 试飞技术体系尚不成熟

由于我国商用飞机试飞起步较晚，无论是研究性试

飞和还是型号验证试飞技术体系均有待积累完善。国内

民机按照 25 部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走完取证历程的只有

ARJ21 新支线飞机，C919 大型客机无论从气动外形还是各

个系统的设计，均与 ARJ21 飞机存在一定的技术差异，相关

试飞方法和试飞技术仍有待探索验证。

美国当前的试飞总体布局特征是军用飞机试飞与民

用飞机试飞分开，其中，民用飞机试飞由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主导下的民用飞机试飞中心和各大公司负责试飞，

研究性试飞由美国宇航局（NASA）领导下德莱顿飞行研究

中心（DFRC）负责试飞。DFRC 主要任务是研究、开发、验

证并推广应用先进的航空、航天及相关技术，在航空领域主

要是新技术预研，即对新航空理论和技术进行飞行试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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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要求在极为苛刻的气象环境下开展，如大侧风、高温高

湿、高寒、自然结冰等 [1]，气象条件是飞行资源中较难捕捉却

又缺之不可的重要资源。

（4）民航运行资源

投入民航运行是试飞的最终目的，现有的运行条件也

是试飞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包括航路航线、通信导航监视

设备、无线电频率以及成熟的空管运行机制和空管人员等。

1.3 社会经济资源

试飞活动离不开人力、资金、国家政策、国内外合作等

各项社会经济资源的支持。其中，人力方面，需要由试飞员、

试飞工程师以及各类保障人员等组成的专业性极强的试飞

队伍 [2]；资金方面，需要充足的经费支撑地面试验、各类试飞

技术攻关、试验设备采购等；国家政策方面，需要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得到国家及

地方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社会机构等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

大力支持；此外，还需与国内外相关科研机构及院校、供应

商、审查局方等单位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 。

2 当前存在问题
当前，我国商用飞机试飞资源配置的主要矛盾是日益

增长的试飞需求同较落后的试飞资源现状之间的矛盾。这

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基本一致的。

随着国内立项研制的商用飞机型号逐渐增多，我国商

用飞机的发展迎来了时代赋予的机遇，试飞任务量也与日俱

增，已有的资源分配格局已不能满足需求。

2.1 试飞技术体系尚不成熟

由于我国商用飞机试飞起步较晚，无论是研究性试

飞和还是型号验证试飞技术体系均有待积累完善。国内

民机按照 25 部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走完取证历程的只有

ARJ21 新支线飞机，C919 大型客机无论从气动外形还是各

个系统的设计，均与 ARJ21 飞机存在一定的技术差异，相关

试飞方法和试飞技术仍有待探索验证。

美国当前的试飞总体布局特征是军用飞机试飞与民

用飞机试飞分开，其中，民用飞机试飞由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主导下的民用飞机试飞中心和各大公司负责试飞，

研究性试飞由美国宇航局（NASA）领导下德莱顿飞行研究

中心（DFRC）负责试飞。DFRC 主要任务是研究、开发、验

证并推广应用先进的航空、航天及相关技术，在航空领域主

要是新技术预研，即对新航空理论和技术进行飞行试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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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对美国的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支持作用 [3]。

2.2 地面遥测网络建设不能满足未来发展要求

目前，我国商用飞机试飞所建设的遥测系统主要由遥

测发射系统、遥测固定站、移动遥测站等组成，虽然实现了数

据与信息的跨区域传输和共享，基本满足试飞基地分布广、

区域条件复杂、试飞科目密集等试飞遥测要求，但仍是单站

遥测，遥测系统覆盖范围有限且没有实现遥测地面站的联

网，无法实现飞机跨区飞行遥测监控和多架机同时飞行时的

多遥测站协同遥测监控的目的。

而法国空中客车集团在地面遥测网建设方面，构建了

由 9 个遥测地面站、遥测数据光纤传输系统、主控制中心以

及波尔多、布勒斯特和普罗旺斯分控制中心组成的遥测传

输网。沿法国西南部海岸线的圣纳泽尔（St.NAZAIRE）、

圣通日（SAINTONGE）、图卢兹（TOULOUSE）、马蒂格

（MARTIGUES）等地区布站，形成了空中客车集团公司的

地面遥测网，为 A380 等型号飞机多地同时试飞提供便利，

极大地提高了 A380 等型号的试飞效率。位于图卢兹的试

飞控制中心的遥测系统的作用距离远达 350km，作用高度

为 12190m，可对 3 架同时试飞的 A380 飞机进行实时遥测、

监控和下载试飞数据，实时分析、解决飞机在试飞中出现的

故障，从而使每一个飞行架次能进行尽可能多的试飞科目。

2.3 试飞空域协调困难

当前商用飞机试飞空域的使用存在较多问题和困难。

一方面，全国各地区不同程度上存在空域紧张的问题。民航

飞行需求旺盛，军航由于新时期战备需要，新型航空装备陆

续增多、高性能作战飞机活动空间更加广阔，空域需求大幅

增加。试飞活动与军民航飞行客观上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

另一方面，试飞空域协调机制不完善，尤其在主基地外的异

地试飞机场开展专项试飞时，空域问题往往是拦在试飞人员

面前的一道难关。

美国飞机制造商在使用 FAA 和军方控制的空域时被

给予极大的灵活度。如原麦道公司长期使用亚利桑那州的

尤马机场作为其所有试飞项目的基地，包括 DC-9、MD80、

MD-95 和 MD-11。该机场是一个军民共用的机场，有商用

飞行，同时也是几个美国军用战斗机中队的基地。除了良好

的气象条件，该机场被选为基地的原因还因为它离位于加利

福尼亚海岸线外水域的军事警戒区（W291）较近。日常飞

行，只需简短的通告，麦道公司就能联系军方得到立即使用

W291 区域的许可批准。在很多情况下，使用许可的申请是

由正在飞往 W291 区域的飞机发出的，而使用许可也会被批

准。当指定一个高度区域来实施试飞时，正在训练的军用飞

机常常会在试验机下面较低高度上开展轰炸练习。

2.4 试飞基地条件有待优化

空域、跑道、气候条件等飞行资源是确定试飞基地的主

要考虑因素，其条件是否优越决定了试飞基地使用的便利程

度。除气候条件为试飞基地选取前需考虑的自然因素外，空

域和跑道条件均可以通过优化配置使之达到理想状态。目

前我国商用飞机试飞基地在各项条件上尚存在提升的空间。

美国宇航局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DFRC）位于爱德华

兹空军基地，这里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干湖床，且每年平均

有 345 天都是适合飞行的好天气，总共有 1219 ～ 11887m

长度不等的跑道 21 条，跑道之间可相互贯通、方向交叉。这

些跑道分布在干湖床上，干湖床拥有巨大面积的天然备降

场 [3]。1946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在这里建立了德莱

顿飞行研究中心，多年来美国许多有人和无人飞行器的重大

研究和发展项目都是在这里进行试飞的。法国空中客车集

团 A380 大多数飞行试验科目都是在其飞行试验控制中心

图卢兹市周围方圆 300km 的空域内进行的，以方便机上多

达 3000 种试飞数据能通过遥测系统实时传输，从而提高试

飞效率。

2.5 试飞人才队伍尚未形成梯队

我国试飞人才队伍尚未形成梯队，国内缺乏专业的试

飞人才培养学校，商用飞机试飞员、试飞工程师、测试工程师

一般均需送到美国、加拿大、南非等国际主流试飞学院培养

深造，一方面难以形成自身人才培养能力，另一方面也极大

耗费国家经济资源。

2.6 资源共享的机制不完善

当前诸多试飞资源的共享机制尚不完善。目前，地面

遥测方面，国内遥测地面站分别由航空、航天各实验单位自

行建设和使用，未形成网络化通用模式；空域方面，空域由

军方管辖，试飞飞机使用空城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便；气

象信息方面，中国幅员辽阔，而气象条件瞬息万变，试飞机

构缺乏与全国各机场气象部门的及时沟通机制，很难及时

获取试飞专需的气象条件信息（如自然结冰），容易错失试

飞最佳时间；在民航资源使用方面，试飞运行尚未与民航

运行体制深入融合，各项资源利用方式和效率有待优化和 

提升。

3 建议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结合先进国家相关经验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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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对美国的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支持作用 [3]。

2.2 地面遥测网络建设不能满足未来发展要求

目前，我国商用飞机试飞所建设的遥测系统主要由遥

测发射系统、遥测固定站、移动遥测站等组成，虽然实现了数

据与信息的跨区域传输和共享，基本满足试飞基地分布广、

区域条件复杂、试飞科目密集等试飞遥测要求，但仍是单站

遥测，遥测系统覆盖范围有限且没有实现遥测地面站的联

网，无法实现飞机跨区飞行遥测监控和多架机同时飞行时的

多遥测站协同遥测监控的目的。

而法国空中客车集团在地面遥测网建设方面，构建了

由 9 个遥测地面站、遥测数据光纤传输系统、主控制中心以

及波尔多、布勒斯特和普罗旺斯分控制中心组成的遥测传

输网。沿法国西南部海岸线的圣纳泽尔（St.NAZAIRE）、

圣通日（SAINTONGE）、图卢兹（TOULOUSE）、马蒂格

（MARTIGUES）等地区布站，形成了空中客车集团公司的

地面遥测网，为 A380 等型号飞机多地同时试飞提供便利，

极大地提高了 A380 等型号的试飞效率。位于图卢兹的试

飞控制中心的遥测系统的作用距离远达 350km，作用高度

为 12190m，可对 3 架同时试飞的 A380 飞机进行实时遥测、

监控和下载试飞数据，实时分析、解决飞机在试飞中出现的

故障，从而使每一个飞行架次能进行尽可能多的试飞科目。

2.3 试飞空域协调困难

当前商用飞机试飞空域的使用存在较多问题和困难。

一方面，全国各地区不同程度上存在空域紧张的问题。民航

飞行需求旺盛，军航由于新时期战备需要，新型航空装备陆

续增多、高性能作战飞机活动空间更加广阔，空域需求大幅

增加。试飞活动与军民航飞行客观上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

另一方面，试飞空域协调机制不完善，尤其在主基地外的异

地试飞机场开展专项试飞时，空域问题往往是拦在试飞人员

面前的一道难关。

美国飞机制造商在使用 FAA 和军方控制的空域时被

给予极大的灵活度。如原麦道公司长期使用亚利桑那州的

尤马机场作为其所有试飞项目的基地，包括 DC-9、MD80、

MD-95 和 MD-11。该机场是一个军民共用的机场，有商用

飞行，同时也是几个美国军用战斗机中队的基地。除了良好

的气象条件，该机场被选为基地的原因还因为它离位于加利

福尼亚海岸线外水域的军事警戒区（W291）较近。日常飞

行，只需简短的通告，麦道公司就能联系军方得到立即使用

W291 区域的许可批准。在很多情况下，使用许可的申请是

由正在飞往 W291 区域的飞机发出的，而使用许可也会被批

准。当指定一个高度区域来实施试飞时，正在训练的军用飞

机常常会在试验机下面较低高度上开展轰炸练习。

2.4 试飞基地条件有待优化

空域、跑道、气候条件等飞行资源是确定试飞基地的主

要考虑因素，其条件是否优越决定了试飞基地使用的便利程

度。除气候条件为试飞基地选取前需考虑的自然因素外，空

域和跑道条件均可以通过优化配置使之达到理想状态。目

前我国商用飞机试飞基地在各项条件上尚存在提升的空间。

美国宇航局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DFRC）位于爱德华

兹空军基地，这里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干湖床，且每年平均

有 345 天都是适合飞行的好天气，总共有 1219 ～ 11887m

长度不等的跑道 21 条，跑道之间可相互贯通、方向交叉。这

些跑道分布在干湖床上，干湖床拥有巨大面积的天然备降

场 [3]。1946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在这里建立了德莱

顿飞行研究中心，多年来美国许多有人和无人飞行器的重大

研究和发展项目都是在这里进行试飞的。法国空中客车集

团 A380 大多数飞行试验科目都是在其飞行试验控制中心

图卢兹市周围方圆 300km 的空域内进行的，以方便机上多

达 3000 种试飞数据能通过遥测系统实时传输，从而提高试

飞效率。

2.5 试飞人才队伍尚未形成梯队

我国试飞人才队伍尚未形成梯队，国内缺乏专业的试

飞人才培养学校，商用飞机试飞员、试飞工程师、测试工程师

一般均需送到美国、加拿大、南非等国际主流试飞学院培养

深造，一方面难以形成自身人才培养能力，另一方面也极大

耗费国家经济资源。

2.6 资源共享的机制不完善

当前诸多试飞资源的共享机制尚不完善。目前，地面

遥测方面，国内遥测地面站分别由航空、航天各实验单位自

行建设和使用，未形成网络化通用模式；空域方面，空域由

军方管辖，试飞飞机使用空城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便；气

象信息方面，中国幅员辽阔，而气象条件瞬息万变，试飞机

构缺乏与全国各机场气象部门的及时沟通机制，很难及时

获取试飞专需的气象条件信息（如自然结冰），容易错失试

飞最佳时间；在民航资源使用方面，试飞运行尚未与民航

运行体制深入融合，各项资源利用方式和效率有待优化和 

提升。

3 建议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结合先进国家相关经验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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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本文提出了如下几点优化建议。

3.1 对标先进打造一流商用飞机试飞基地

试飞基地作为主要试飞任务的场地，既是整合各项

试飞资源的载体，也是检验各项资源能否有机结合发挥最

大效应的平台，对试飞效率的提高和整个试飞项目进度

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应对标先进打造国际一流环境 

条件。

（1）建设试飞专用跑道系统

除跑道长、宽、道面强度等条件应达到或优于试飞需求

外，应建设交叉跑道系统（如“米”字型跑道）、平直段跑道

等跑道条件，以满足不同风向条件下的试飞需求（如侧风试

飞等）和不同跑道条件下的试飞需求（如溅水试验）。

（2）划设试飞专属空域

建议国家空域管理单位能在试飞基地划设专属试飞空

域，该空域尽可能不对军民航飞行造成影响，专为商用飞机

试飞所用。若这一需求在一段时期里较难实现，那么建议在

这样的一块空域里暂且设定试飞飞机的空域使用优先权最

高。这将大大减小协调空域的难度，从而提升试飞效率。

目前正值空域管理体制改革，未来空域资源将逐步释

放，满足多样性用户的需求，实现空域资源的共享。在这样

一个大环境下，利用空域改革的契机向国家空域管理部门申

请专属试飞空域将极大推进商用飞机试飞任务的顺利开展。

（3）完备试验设施设备配置

试飞基地应配备各项试飞试验所需的软硬件资源，包

括试飞必需的机场保障设备、维护机库、地面实验室等，同时

在地面遥测系统方面，根据已划定的试飞基地和试飞空域，

建设遥测传输网络，实现试飞遥测系统覆盖所有试飞基地及

试飞现场，提高民机研制试飞效率。

3.2 建立并优化资源共享机制

试飞资源属于国家资源，商用飞机试飞作为国内新兴

试验活动，除靠国家层面调控外，资源共享是解决问题的重

要方法。所有国家投资的试飞活动应尽可能共用国家资

源，只有完善各项资源共享机制，才能实现试飞资源的高效 

利用。

（1）加强航空航天及民航领域交流合作

一是通过商务合作与国外试验单位、供应商之间加强

交流沟通，学习先进试飞方法、试飞测试技术和适航理念等，

促进自身能力提升；二是与国内航空航天试验单位建立合

作，形成资源共享机制，包括与军机飞行试验单位开展合作，

以推动国家商用飞机发展为共同目标，共享试飞各项资源，

加快商用飞机试飞进度。与航空、航天各实验单位建立联

系，整合各实验单位自行建设的国内遥测地面站，形成网络

化通用模式，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网络体系，满足试飞

数据遥测传输需求；三是推动试飞与民航运行体制科学深

入融合，探索出一套有效利用民航空管运行机制、各类保障

人员及设备等各项资源的方法。

（2）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实施为契机促进资源共享 

当前，军民融合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要加快形成

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

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这也给试飞资源的配

置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空域、部分军用机场是商用飞机试飞的重要利用资源。

建议军方能就商用飞机试飞活动在相关机场和空域的使用

上给予一定程度的灵活度和方便度，形成共享机制。参考

国外试飞经验，灵活方便地获取空域和机场将会极大地缩

短项目审定时间并减少审定费用。在很多情况下，最佳试飞

时机往往很短暂，如果能得到军方的理解与支持，省去或简

化批准相关机场、空域使用的复杂流程，将会极大提高试飞 

效率。

（3）建立气象信息及时沟通机制

在寻找试飞所需特殊气象条件的过程中，建议寻求国

家气象部门的帮助，建立与全国各地气象单位的及时沟通机

制。此举将会集中全国气象预报资源，使得试飞气象人员能

更方便地获取相关机场的气象历史数据、及时捕捉满足条

件的特殊气象资源。一旦发现信息有效，迅速论证试飞可行

性，开展试飞工作。

3.3 完善国家级商用飞机试飞技术储备体系

建立并完善国家级试飞技术储备体系将为商用飞机试

飞工作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

（1）建立试飞人才培养学校

建议整合相关资源，引进国际一流师资队伍，组建国

家试飞学院，培养商用飞机试飞员、试飞工程师、测试工程

师、气象工程师等试飞人才，完备国内试飞人才梯队建立 

机制。

（2）加强虚拟试飞技术研究

虚拟试飞就是用于试飞的飞行模拟，它是飞行试验的

有机组合的一部分。试飞模拟的主要意义是通过支持试飞

和参与试飞，确保试飞安全，提高试飞质量和试飞效率，减

少试飞架次，节约试飞费用。虚拟试飞的终极目标试飞部

分替代试飞飞行试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专业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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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本文提出了如下几点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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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试飞和虚拟试飞相结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虚拟试飞替

代实际飞行试验的比例会逐步增加，应重视对该项技术的 

研究。

（3）加强试验研究机的研制和应用

用于航空科学技术研究和新技术演示验证的飞机统称

为试验研究机。无论是军用飞机还是民用飞机，各类型号飞

机的诞生离不开大量的、日积月累的试验机和试验机研究成

果。试验研究机试飞验证是实现航空科技逐步优化走向顶

端的最具权威的手段，其对航空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包括引

领航空科技发展、孕育新机诞生、促进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成

熟、锻炼技术人才等。如不加强试验研究机的建设和应用，

航空科技将很难有重大创新 [3]。

4 结论
商用飞机试飞资源配置需要从国家层面开展科学规划

和统筹协调。当前可从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和优化资源使用

方式两个方面入手，并从长远发展角度考虑，通过各项具体

措施逐步优化试飞环境。试飞资源配置的思考是一个不断

持续的过程，随着我国 C919 大型客机即将试飞以及后续型

号的试飞积累，试飞资源配置必将更加成熟和完备，并成为

推动商用飞机制造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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