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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 6.2级地震

救援行动中，“翼龙”无人机备受瞩目。它搭载侦

察和通信载荷，执行灾情侦察和通信中继任务，为

灾区救援提供了强有力的通信保障。

“经过十几年发展，‘翼龙’从技术创新、产品

创新到产业创新，实现了与世界强国的同台竞

技。”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航无人机）副总经理李屹东说。

如今，“翼龙”系列无人机已具备执行通信、探测、

侦察、投送等任务的能力，成为重大应急救援的新质

力量。

“翼龙”系列无人机
初步形成谱系化

12 月 20 日，积石山县地震救灾指挥大厅大屏

幕上，实时显示着翼龙-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侦

察的灾情画面。图像、数据上下贯通，一个个塌方

地点被精准定位，搜救画面被实时回传。

“翼龙-2H应急救灾型无人机在空中搭起的通

信中继站，使移动信号具有长时、稳定和连续的特点，

可覆盖约50平方公里范围。”在现场执行任务的中航

无人机飞行主管师李鹤说，翼龙-2H应急救灾型无人

机，是“翼龙”系列产品翼龙-2的衍生型，主要用于执

行灾害探查、应急通信保障、应急投送等。

无人机是无人驾驶飞机的简称。它由无线电

遥控设备和自备程序操纵，也可以由车载计算机

完全或间歇地自主操作。

无人机种类繁多。从技术角度定义，可以分为无

人固定翼飞机、无人垂直起降飞机、无人飞艇、无人直

升机、无人多旋翼飞行器、无人伞翼机等。从动力系统

定义，有油动和电池无人机。按起飞重量、任务半径和

飞行速度、高度，可分为大、中和微小型无人机。

“不同类型无人机应用场景不一样，设计思

路、可靠性和成本都不一样。”李屹东说。

1917 年，美国研制出世界首架无人机。此后

100 余年，伴随着动力和无线电指令、模拟数据链

及惯导、航电等新技术的涌现，无人机技术不断迭

代更新：从需要用运输机携带至空中放飞、回收且

只会平飞，到可以按规划自动起降，并完成复杂动

作；从低速、低航时、短航程，到高速中高空、长航

时和长航程。

“翼龙”系列属大型固定翼无人机。

2012 年 11 月，在第九届珠海航展上，首款“翼

龙”原型机亮相，被命名为翼龙-1。

此后，“翼龙”家族不断壮大，其中不乏处于国

际先进水平的明星机型。例如，翼龙-2是我国首架

搭载国产涡桨动力系统的大型无人机，于2015年立

项研制，2017年实现首飞。其气动布局、机体结构

和机载系统先进，各项技术指标趋近目前世界最先

进的同类无人机。特别是，它具有超强的自主性。

今年11月28日，在四川自贡航空产业园，翼龙-2

在中航无人机生产试飞基地完成了一次飞行演示。

当天，翼龙-2 携带光电吊舱和合成孔径雷达

等载荷，按指令起飞。

按预定规划执行自主短距起降、高速升空、低空

盘旋、“8”字绕飞……一系列动作灵活机动、控制精

准。机头下方的高清光电吊舱，如火眼金睛，将识别

到的高清画面实时回传，航程越远，识别范围越广。

“低空盘旋和‘8’字绕飞等动作，对飞行系统

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要求极高，翼龙-2 结合高分

辨率光电系统，可对现场进行 360 度拍摄。”翼

龙-2飞行表演现场总指挥张越说。

“可以说，经过十几年发展，‘翼龙’系列无人

机已初步形成谱系化。”李屹东说。

突破关键技术打造
一机多用

“‘翼龙’无人机是在已有技术基础上，大胆突

破核心技术，自行研制的系列化、中空长航时、多

用途无人机。”李屹东说。

11年来，“翼龙”创新不止。

如今，“翼龙”无人机的型号丰富多样。2018

年，“翼龙”无人机获第五届中国工业大奖，技术指

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随着世界无人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审时度势，作出“打造我国

无人机产业专业化国家队”的战略决策，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在四川成都重组设立中航无人机，

聚力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高端无人机产业

基地。

“做强做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让“翼龙”品

质更优、用途更广。在研发新型号的同时，中航无

人机也开始探索“一机多用”。

“我们在民用领域，率先开展了无人机在大应

急、大气象、大安防领域应用的探索和创新，为增

进民生福祉提供科技支撑。”中航无人机市场发展

部副部长杨翰如说。

仅翼龙-2 这个系列，除此次在甘肃执行救

灾任务的翼龙-2H 应急救灾型，还有翼龙-2H 气

象型。

2019 年 3 月，为解决祁连山生态修复问题，甘

肃省率先探索启动大型无人机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他们把目光锁定在翼龙-2身上。

传统大面积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多采用有人

机播撒的方式。有人机搭载催化剂，飞至云层中

进行催化剂播撒。

这种方式有很多安全隐患。“达到催化作业

条件的云层，内部温度较低，易导致飞机空中结

冰。结冰后，飞机自身加重，会出现气动外形变

化、控制舵面结冰卡滞等，安全隐患极大。”李屹

东说。

无人机则很好地规避了这些隐患。

然而，避免飞机结冰，是迄今飞机设计的关键

难题之一。

“一旦结冰，会导致无人机损毁的灾难。”李屹

东说。

为此，李屹东带领项目团队，协同多个科研院

所、高校，共同研发了防除冰系统。

经过多轮理论分析、实验室模型验证、材料技

术攻坚、施工工艺攻坚，最终正式将防除冰系统加

载于翼龙-2上。

试飞小组成员王德林回忆说，理论和模型

验证都成功，但试飞试验却总是出问题。“在甘

肃金昌进行外场试飞验证，无人机屡现防除冰

系统在空中不受控的现象。”王德林说。例如，

降落后的无人机，机翼出现鼓包、涂层小面积烧

毁等问题。

李屹东带领团队成员攻坚克难，他们克服

种种不利因素，临时搭建试验测试环境，夜以继

日开展试验，进行故障分析。经过多次反复试

验验证，终于找到问题的症结。原来，云层中的

静电影响了除冰系统的正常工作。经过 10 个

月的研制，翼龙-2H 气象型无人机各系统达到

了设计要求并交付使用。

“利用大型无人机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填

补了国内大型无人机人工增雨的空白，属于世界

前沿性技术，促使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能力得到巨

大提升。”在当天的首飞仪式上，中国气象局副局

长余勇说。

这样的创新故事，在“翼龙”一机多用的探索

中，比比皆是。

一机多用的成功探索，让“翼龙”成为百变

之身。

多元搭载应对不同
需求

百变“翼龙”，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2021 年 1 月 6 日 15 时 24 分 56 秒，在甘肃省金

昌市金川机场，被命名为“甘霖-Ⅰ”的翼龙-2H气

象型无人机起飞。地面控制系统显示，无人机防

除冰、大气探测、催化剂播撒等功能正常，系统稳

定，性能满足项目要求，经过 30 多分钟飞行，“甘

霖-Ⅰ”平稳着陆，首飞圆满成功。

经“甘霖-Ⅰ”数次作业，祁连山雨、雪明显

增多。

这时，“翼龙”化云为雨。

2021 年 7 月 21 日，郑州强降

雨，其下辖的巩义市成为洪涝灾害

重灾区。在巩义市米河镇，由于信

号塔被冲毁，导致通讯中断，全镇人员失联。

面对汹涌而至的洪水，深陷“断网”“断电”困

境，整个米河镇，笼罩在一片寂静的恐惧之中。

就在村民们一筹莫展之时，手机突然间收到

了一条“陌生”短信：“米河镇的乡亲们，因暴雨导

致通信中断，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抵

达你镇上空，可暂时恢复中国移动公网通信……

恢复时间只有五小时！请尽快报告情况、联系家

人。祝平安！”

原本已“失灵”的手机被重新“点亮”，通信网

络神奇地恢复了！

这是一种全新的应急通信方式，即由无人机

携带基站吊舱，在空中搭建一个应急通信平台。

米河镇 50平方公里范围内恢复了应急通信。

这时，“翼龙”变身空中通信基站。

2021 年 11 月 27 日，在南海海域，中国气象局

气象探测中心联合航空工业等 10 多家单位，进行

基于无人机的海陆空协同观测试验。

当日 9 时，随着对讲机里传来的“放飞”指令，

搭载着毫米波测云雷达、掩星/海反探测系统的翼

龙-10 腾空而起。几十分钟飞行后，试验无人机

到达任务空域，与天基、海基、岸基气象观测仪器

一起，对海洋上空云系、温湿廓线分布以及海面风

场等气象要素进行协同观测。

在无人机气象保障服务指挥调度平台上，技

术人员看着屏幕上一组组实时传输回来的试验数

据很是兴奋：“这些数据用常规气象探测手段几乎

无法获取到。”

试验圆满成功，我国朝着建设以无人机为主

体的空基观测体系这一目标，迈出重要一步。

这时，“翼龙”成为勇斗台风的“追风者”。

今年 6 月 28 日，国家级机动观测业务在四川

省自贡市启动。

启动仪式上，两种型号的气象探测型高空大

型无人机完成交付，并成功实现青藏高原东南边

缘气象精细化垂直探测首飞。

两型气象探测型高空大型无人机，是我国首

次专为气象探测任务研制的，分别基于翼龙-2 和

翼龙-10 无人机基础平台。其中一款针对高原任

务，另一款则针对海洋任务。两型无人机均可挂

载气象雷达吊舱和多光谱分析仪等设备，具有航

程远、航时长、承载能力大、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

可为海洋气象目标观测、高原气象探测、重大气象

灾害机动观测及气象卫星真实性检验等关键任务

提供突破性解决方案。

这时，万米高空上，“翼龙”成为“天眼”。

自 2019 年完成大型无人机科研首飞后，“翼

龙”系列飞行任务繁忙。在三江源开展首次大

型无人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和气象探测，在青

海参与大通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在四川提供气

象服务保障“大运会”开幕式，在青藏高原实施

气象探测……

融合新技术拓展应
用场景

今年 3 月，国资委印发《关于印发创建世界一

流示范企业和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的通知》，中

航无人机位列其中。

2022年，中航无人机在科创板上市。

“我 们 的 目 标 是 做 国 内 领 先 、世 界 一 流 的

无人机产业引领者。”中航无人机董事会秘

书杨萍说。

“为顺应国内外市场发展，我们也

在研发 1 吨级以下的无人机。考

虑到市场需求、技术发展等多

方 面 因 素 ，后 续 会 有 更 多

样的无人机产品类型

出现。”李屹东说，

放眼未来，无

人 机 技

术无疑将向高端智能方向发展，从遥控、程控向

全自主控制发展。

“ 未 来 无 人 机 会 更‘ 聪 明 ’。”李 屹 东 说 ，

在目标识别、态势感知、任务规划管理以及

自 主 飞 行 过 程 中 ，甚 至 能 够 做 到 智 能 维

护。同时，无人机向低成本、高产量、新能

源技术、高空和临近空间、超长航时方向

的 发 展 ，无 疑 将 使 无 人 机 创 造 许 多 新 的

业态。

下一步，还会有更新一代的无人机，

如倾转旋翼机。“与传统无人机相比，下

一代倾转旋翼机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

降，节省占地面积；同时起飞后还能像固

定机翼的飞机一样，快速巡航飞行，未来

可应用于远程物流运输和载人飞行。”李

屹东说。

“除在应急救援、气象服务等领域进行

的应用探索，后续我们还会结合 5G+工业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

与全产业链共同推进无人机在更多领域的

高效应用，例如科考、测绘、物流等。”李屹

东说。

对于未来无人机的应用场景，李屹东

进行了展望。

在他看来，未来无人机会被用来提供

数据服务。“把无人机作为空中数据端

口，针对不同行业进行数据采集、传输、

存储、提取、分析和展现，为用户提供更

精确、更强大的数据流服务。”李屹东说，

这 个 功 能 将 用 于 环 境 监 测 与 执 法 、消

防、管线监测、道路监控、智能空中交

通、边境巡视、灾害探测、石化大气污

染、气象探测等场景。

新的业态里，未来还会出现无人机

租赁服务。“由专业运行机构，向各应

用行业提供专业化的租赁、运行服

务。”李屹东说。

“翼龙”家族扩员的生态链自主

可控。

李 屹 东 表 示 ，从 研 制 之 初 ，

“翼龙”系列无人机就根植于我

国 航 空 工 业 乃 至 我 国 整 体 的

科 技 、工 业 基 础 上 ，相 关 核 心

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们

目前的技术、制造产业链和

创 新 能 力 ，足 够 支 撑 保 障

“ 翼 龙 ”系 列 无 人 机 的 市

场需求。

百 变“ 翼 龙 ”展 大

国 之 翼 。 朝 着 既 定

目 标 ，“ 翼 龙 ”家

族 ，展 开 双 翼 ，

并 不 断 变 换 姿

态 与 队 形 ，向

着 深 邃 的 天

空 ，自 由

飞翔。

多任务、多用途、多场景应用不断延伸

百变百变““翼龙翼龙””风雨之中显风雨之中显““神通神通””

翼龙翼龙--22HH气象型无人机气象型无人机。。

翼龙翼龙--22无人机无人机。。

翼龙翼龙--22HH应急救灾型无人机应急救灾型无人机。。

翼龙翼龙--11EE无人机无人机。。

““翼龙翼龙””系列无人机机群系列无人机机群。。

翼龙翼龙--11EE无人机无人机。。 中航中航（（成都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供图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