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凤田院士：中国通用航空要走绿色之路
“让自己亲手设计的飞机飞上天。”追梦感想

杨凤田，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航空金奖获得
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
首任院长、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首席专家。

1964 年，杨凤田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毕业，同年入
职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50多年来，杨凤田长期从事飞机总体设计工作，先后
参加过 12种歼击机的方案设计，担任过 6种型号飞机的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
主持完成了多种国家重点型号飞机研制工作，特别是在“歼八”系列加油机研制
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先后在中国的航空史上创下了4个第一，为祖国的航空事业
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国防科技进步一等
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7项，并多次
荣立国家、省部、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一等功、二等功等。

杨凤田院士。

30年前，杨凤田院士临危受命，成为我国受油
机的型号总设计师，面对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
无先例的困境，他带领团队大胆实践，用3年时间
解锁受油机技术，实现了自己的“大飞机”梦想。

如今杨凤田院士转战“小飞机”，决心发展绿
色通用航空。他带领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研制出

全球第一款取得型号合格证（TC）和生产许可证
（PC）的电动轻型运动类飞机——锐翔双座电动
飞机（RX1E），成功研发了锐翔双座增程型电动飞
机（RX1E-A），开创了中国通用航空绿色发展的
新纪元。目前，杨凤田院士正带领团队，进行锐翔
四座电动飞机（RX4E）的科技攻关。

临危受命为
受油机的型号总设计师

杨凤田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
学的时候，他就希望能有一天自己亲手设计
的飞机能够飞上天。毕业后，他如愿以偿被
分到了沈阳 601 所，这里是战斗机设计研究
所，负责飞机的总体设计和研究工作。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
周年华诞。在举世瞩目的国庆盛典上，举行了盛
大阅兵式。在12个空中梯队中，第四梯队是由2
架空中加油机和2架歼8Ⅱ型空中受油机、2架歼
10空中受油机组成的空中加油梯队，公开向世人
展示它们的威武雄姿。

尽管这是空中加油梯队第二次编队通
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但它仍然激奋人
心、雄振国威，赢得了国人的热烈掌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就开始了空中加
油技术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
国先后研制出实用的空中加油装置和系统。然而
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在空中加油技术方面还
是一片空白。

当时，为了生存与发展，我国必须向海

洋进军。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空、海军
装备的飞机“腿短”，航空兵去不了南沙地
区。因此中央军委开会下达紧急命令，用最
快速度拿出加油机、受油机。

杨凤田临危受命，成为受油机的型号总
设计师。可是对于受油机，当时一无资料、
二无经验、三无先例，再加上西方的技术封
锁，困难重重。

加油过程是在空中进行的，受油机飞行
员能准确地将受油探管插到加油机的锥套
里吗？

加、受油机加油时相距只有 15 米，两机
会不会相撞啊？加油机的锥套是否会打在
受油机的座舱盖上呢？

受油机插头会不会折断？
受 油 机 安 装 受 油 探 管 后 ，对 飞 机 的 结

构、强度和气动力是否有影响？发动机会停
车吗？

加油过程是否会因漏油而着火啊？这
些问题都是摆在杨凤田面前的大问题。

3年时间解锁受油机技术
顺利实现空中对接

按战术技术要求，我国采取的空中加油方
式是插头-锥管式。加油设备安装在加油机机
身外的外挂加油吊舱内。

为了破解空中加油时，加、受油机是否会相
撞的问题，杨凤田提出用加油机、歼 8飞机按空
中加油要求进行编队飞行，以验证编队飞行的
可能性，并探索编队飞行分程序和训练方法。

1988年10月，空军飞行训练中心按任务书的
要求，组织编队试飞，杨凤田带领601所工程技术人
员到试飞现场跟飞。在601所的配合下，空军飞行
训练中心圆满完成了任务，验证了加油机、歼8飞机
实现空中加油编队飞行的可行性，为空中加油工程
的研制测绘了必要的数据，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这样的编队飞行，在中国空军史上还是第
一次。之后，杨凤田又带领团队进行了探管测
力试验、高速校核试验、低速风洞试验等，通过
这些试验，杨凤田和设计人员心中才有了底。

后来，外国专家来沈阳讲课时谈到，其公司
为非洲等国家改装固定式受油插头后，由于插
头振动，飞机只能飞 Ma1.4。歼 8Ⅱ型受油机加
装固定式受油插头后能否全包线飞行，一时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无论地面试验，还是风洞
试验，都无法模拟。

在这种情况下，杨凤田根据工程经验，提出
在歼 8Ⅱ04架飞机上加装固定式受油插头进行
领先试飞的设想。飞机从起飞到着陆一切正

常，未出现异常情况，受油探头装置的领先试
飞，经历了大表速、大马赫数、升限、复杂特技等
科目的飞行，得到了设计方案可行的基本结论。

可是在空中加油对接前还需要做加油机-加油
吊舱-受油机地面联试，但有人认为该项试验工作
量大、时间紧、耗资多，试验设备也不全，此项试验可
以不做，而由各承制单位分别保证加油机、受油机、
吊舱的研制质量，保证达到战术技术指标要求。

杨凤田认为各单位的分散试验，不能代替
加、受油系统地面功能试验。因为分散试验只
能检查各单位产品自身的功能、可靠性，无法检
查全系统的功能和可靠性。所以，加、受油机地
面联试是必要的，不能不做。在他的坚持下，
1991 年 7 月在西飞公司正式开试。经过 2 天的
紧张工作，试验顺利完成。

试验结果初步表明，加、受油系统方案正
确，主要技术参数基本满足了战术技术指标要
求，为实现加、受油机的空中对接输油，积累了
经验，增强了信心。

1991 年 12 月 23 日下午，加、受油机首次实
现空中对接，两架飞机飞行平稳，对接、脱开正
常。这一重大成果，结束了国产飞机不能进行
空中加油的历史，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空中加
油技术，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技术封锁，为我
军航空兵发展远程作战提供了技术基础。对于
增强空军、海军作战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转战“小飞机”
决心发展绿色通用航空

2007 年，杨凤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沈阳市给了 500 万科研基金。杨凤田院
士经过调研后，决定用这笔经费开展燃料
电池在航空应用方面的研究。“因为我之前
一直都是研究军机的，除了军机就是民用
飞机，这些年我国发展的也比较好，但是
通用航空是一个很大的天地，而且我认为
我们国家一定要发展绿色通用航空。”杨院
士介绍。

通用航空是指除了军用航空、民用航空
中的运输航空以外的所有航空活动。美国
现有各类飞行器 30 多万架，80%是通用飞行
器 。 我 国 通 航 产 业 也 已 经 到 了 快 速 发 展
期。数据显示，从 2010 年到现在，通用飞机
数量年增 20%，运营企业年增 25%；

但是通航飞机数量庞大、飞行架次多、
飞行高度低，多在大中城市周边飞行，在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污染
源。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机
场附近的噪声污染，二是飞机颗粒物排放造
成的空气质量下降，三是飞机排出的二氧化
碳等温室气体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因此杨院士提出，要做绿色通用航空，
首要任务就是降低环境污染，绝不能再走发

展、污染、治理的老路。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绿色通航呢。杨院

士也给出了答案。
2015 年 12 月 3 日上午 9 时，由杨院士牵

头，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自主研制的首款电
动力轻型运动飞机——锐翔双座电动飞机

（RX1E）获得了生产许可证。RX1E 锐翔双
座电动轻型飞机是中国国内第一个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电动轻型运动飞机。该机的
成功研制，标志着中国在轻型电动飞机领域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据了解，该型飞机特殊之处是以锂电池
为能源，稀土永磁同步电动机为动力，采用
全碳纤维复合材料结构机体，具有零污染、
低噪音、易操纵、运营成本低、安全舒适等优
点，符合中国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环境
友好型、能源节约型新能源飞机。锐翔电动
飞机的出现也为航空的彻底绿色化提供了
一条光明的技术途径。

与传统燃料动力飞机相比，电动飞机的
电推进系统紧凑性好、可靠性高、可通过冗
余技术提高系统安全性、动力可连续可变传
输、功率不随高度和温度变化而损失、安静、
零排放、运营成本低等特点。

七旬校长
培养大学生通航飞行员

2010年，省委任命杨院士为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的校长，除了飞机设计师，杨凤田院士又多
了一重身份。

“我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前途命运有决定
性的作用，尤其是大学教育。因为大学生一般
都是18岁—23岁左右，正是人生观、价值观、世
界观形成的时候，所以大学的教育是不可忽视
的。”杨院士介绍。

2015年 12月 3日，在锐翔获得生产许可证
（PC）颁证现场，同时举行了我国首批大学生航
空运动驾驶学员培训毕业仪式，首批 9 名在校
大学生成功获得了毕业证书。据了解，此次毕
业的首批飞行学员平均每人实际花费培训费用
为12万元，相比飞行员商照动辄数十万上百万
的价格来说是非常低廉的。

到今年，已经有三批大学生通航飞行员顺
利毕业了，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成为了教练员，可
以去教别人。

杨院士认为，通航产业要发展，最该做的就
是先“玩起来”，所谓“玩”起来，就是大力发展与
私人飞行有关的产业。从美国看，60%～70%的
通用飞机是两座、四座的小型螺旋桨飞机。这

些飞机主要用于飞行培训、私人（家庭）飞行、体
验飞行、空中游览、航空体育比赛等。人的需求
是多方面的，有了一定经济条件，特别是一些高
收入的白领，人们就会产生飞天的冲动。如果
引导、示范做得好，到空中去玩的人会越来越
多，将成为通用航空消费的主力。而培训首批
飞行员本身也是带动这个产业发展，打好人才
储备提前量。

为了解决航空运动照驾驶员少、培训费用
高昂这一矛盾，推进在校大学生从事航空运动
产业的发展，以杨凤田院士为首的通航建设团
队正在筹划成立“大学生助飞基金”，让想飞
的、能飞的大学生们不再为学飞的资金而苦
恼。

在航空运动照的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取得
飞行教员执照、商用驾驶员执照、多人制机组驾
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不仅找工作
容易，而且薪酬会比较高，年薪一般在 20 万元
以上，最高可达上百万，也会解决大学生就业问
题。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胡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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