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6 责任编辑：刘敏 组版编辑：王斌 校对：张苑

2019年1月16日 星期三

广
州
飞
机
维
修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附
件
业
务
中
心
总
监
刘
明
德
：

深
耕33

年

为
飞
机
安
全
﹃
把
脉
问
诊
﹄

■
全
媒
体
记
者

林
婷
玉

一架大型客机由上百万个零部件组成，

每一个部件都可能直接影响飞机的运行安

全，而飞机附件维修师就像细致、贴心的医生，

每一个细小的故障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刘

明德就是这样一位资深的飞机“医生”。

刘明德先后任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

司车间主任、车间经理、附件业务中心总监兼

清远分公司总经理，还是刘明德劳模（高技能

人才）创新工作室领头人。人称“德叔”的他，

在飞机维修行业深耕33年，带领团队开发新维

修能力达2400多项、子件号项目约16000项。

“维修这个行业要想进步，必须得积累，不

光是某一个工匠在职业生涯中不断积累，还需

要一代一代工匠不断积累。虽然技术手段不

断改变，但是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不能改变。

这种精神是创新的前提和动力。”刘明德说。

“在以前，没有任何检测设备，维修辅

助测试手段都是空白，我们能取得现在的

成绩，靠的是不断学习。”刘明德回忆起入

行之初，中国的飞机维修行业几乎没有可

继承的经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由于信

息不发达，很多时候飞机零件损坏，只能按

照厂家要求维修，甚至可能要把损坏部件

送回国外修理，一来成本高、二来时间长。

尤其是近十年来飞机附件制造商开始进行

技术垄断，从设备采购到技术支持逐步对

外实施封锁。

刘明德率领团队开始了探索，从数据分

析到系统架构搭建，他亲自主抓，及时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没有中文资料，就研究多

份英文原始材料，查阅飞机实际装载情况，

再与航空电子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相结

合，不断突破创新。

“比如飞机的燃调设备，就好像起动机

的心脏，若在飞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就会造成

空停。因此，必须对产品严格要求，保证产

品质量和100%合格率。”飞机安全至关重要，

各种精细设备不能出现任何马虎，维修过的

零件要安装到飞机上，经过无数次的测试，

才能确定零件的安全性。刚参加工作的时

候，刘明德压力很大，每天都在担心“零件能

否修好、修好之后是否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后来，我们开始自己做检测设备、模拟

整个飞机系统运行的东西，用这些设备去确

保我们维修的产品。”最开始，刘明德使用机

械表进行测试，偶然间他看到国外的资料，

才发现可以利用传感器系统进行更精确的

测试。“当时这种叫做虚拟仪表，于是我们派

了很多人去学习并引进这种国外先进技术，

现在这种仪表还在飞机上使用。”刘明德和

团队硬是靠着一股子韧劲打破了欧美国家

的技术垄断，拿下了多个国家发明专利。截

至2018年，共获得国家专利93项，其中发明

专利21项、实用新型专利72项，并投入到实

际生产应用中。

2017年年初，附件业务中心收到南航反

馈副翼伺服控制组件故障信息。该部件在

最近的几次修理装机后均出现故障信息，纵

观其维修历史，包括在国外原厂的索赔修

理，都检测未发现异常。

“对该件进行预测试，功能测试无故障；室

温下按手册线路图测量相关线圈的电阻，没有

发现异常；反复重复多次测试和测量，没有发

现故障。一开始让人摸不着头脑。”刘明德说，

“最终在飞机远程诊断传下的代码信息中发

现，巡航阶段飞机处于万米高空，温度在零下

40摄氏度，在室温测试相差了60摄氏度！”

确认到怀疑点，刘明德和他的团队迅速

模拟部件在高空飞行时的外部环境，用超低

温冰箱对该部件进行冷冻测试。试验结果显

示，车间将部件冷冻至零下40摄氏度后，发现

LVDT的线圈断路，电阻值为无穷大。随着部

件温度的上升，LVDT的电阻值恢复正常。至

此，这个谜团彻底解开。为了验证，团队立刻

和厂家反馈此问题，最终得到了空客的认可，

并采纳了车间发现的“冷冻”测试意见。

由于民航附件维修特点，每一个部件的

维修都要求具备完整的维修记录，也就是说

每一次部件维修都会有一套完整的维修“档

案”。刘明德介绍，传统的附件维修档案都

是纸质版本，非常不利于翻查管理。如果希

望通过传统纸质文档来对部件维修质量、周

期等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几乎是天方夜谭。

2018 年，附件业务中心全年完成飞机

附件维修数量高达48000余件。此前，附件

年维修量还是几千件的时候，刘明德看到

了传统管理的局限性，因此，他全面梳理维

修生产流程，带领工程师经过无数次的模

拟和优化终于成功开发了附件“综合信息

平台”。

据了解，该“综合信息平台”是基于附

件维修特点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帮助车

间提升维修质量。刘明德说，“综合信息平

台”还主要运用在生产管理、航材管理、物

流管理、工程技术管理、业务流程管理以及

市场数据分析管理等领域，可以称得上是

附件领域的“专家”数据管理平台。据了

解，基于该平台的使用，附件业务中心的年

维修量也实现了从“几千”到“几万”这样一

个数量级的飞跃。

价值高达一万多美元的

飞机附件是怎样被修好的？

扫码看视频，刘明德告诉你

维修过程中的艰辛。

致力传承 吸纳数十名高技能人才

大步创新 搭建大数据平台

坚持探索“解密”附件冷冻术

打破垄断 拿下93项国家专利

在广州白云区老机场，走进刘明德劳模

（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立刻就被琳琅满

目的各种专利奖状所吸引。为更好建造工

匠精神孵化基地，自 2016 年 8 月挂牌以来，

该工作室吸纳了数十名高技能人才。

而在工作室旁边的一个高流量车间里，

年轻的工程师徐晓亭正在检测飞机附件合

格情况。他是刘明德的第三代传承人，在他

工作台右手边的一叠图纸中，就有一张刘明

德于1997年亲手画的图纸。“现在选择电脑

设计图纸的居多，像德叔这样一笔一划较为

少见了。”徐晓亭表示。

徐晓亭说：“我们在装配的时候，出现

一些不规范的动作，德叔都亲自纠正，精益

求精地要求着我们。耳边经常响起他的告

诫，‘当你设计出来的东西都是完美无缺

的，这样做出来的产品才能保证飞机的安

全。’”

看着图纸，刘明德回忆起当年的维修情

景：“这个装置按照测试要求要达到每秒两

万的转速，平衡要求极高。如果高速旋转起

来停不下的话，整个装置就废掉的了。这个

装置一件要一万多美元，比黄金还贵，所以

当年我修的时候内心很忐忑。”

刘明德说，下一步，他将带着团队从

事无纸化作业推进项目、工具设备自动检

测项目、部件智能维修项目、航材仓储物

流管理智能化改进项目、移动管理平台项

目等研发工作，朝着智能化发展继续努

力。

■刘明德（左）看到自己在1997年手画的飞机附件手稿，兴奋地演示起这个附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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