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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矫 阳

人物档案

尹泽勇，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科 技 委 原 主 任 ，“ 玉 龙 ”发 动 机

总 设 计 师 ，我 国 第 一 型 涡 扇 发

动 机 总 设 计 师 、长 江 1000 商 用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验证机总

设 计 师 ，曾 获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一 等 奖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进

步奖二等奖等。

◎本报记者 李 禾

尹泽勇院士尹泽勇院士 田晶娟田晶娟绘绘

视 点
I N S I G H T S

致青年科技人才

青年科技人才首先应该有“家国情怀”。我一路走来，最正确的

选择就是跟着党走，为国出力。没有这种将个人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的情怀，不可能做出任何成绩。

要有敢于争先的决心。我担任过多个型号的总师，一直认为，要

做就做最好的发动机。我们要勇于承认并面对暂时的落后，但绝对

不可以不进取，不能重复搞低水平、没有竞争力的发动机。

要以科学 创 新 为 动 力 ，跳 出 条 条 框 框 限 制 ，在 探 索 中 不 断 突

破。我觉得一个卓越工程师要终生学习，基础宽厚，要注重不同学

科之间的知识交叉融合。“国之重器”都是复杂的大系统工程，无论

是做总师工作还是承担具体技术工作，都必须有系统思维和锲而不

舍的毅力。

——尹泽勇

当下，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1000

千瓦级 AES100 民用涡轴发动机，正在为

今年自主适航取证做最后冲刺。

它是我国第一型具有国际竞争力和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比肩国际

第四代先进民用发动机的产品。

“要做成民用航空发动机的中国品

牌，做出最先进的发动机，让中国飞机都

用上强劲‘中国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航发科技委原主任尹泽勇日前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访谈时表示。

中国航空发动机
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记者：航空发动机被称为现代工业

“皇冠上的明珠”。世界上有哪些国家能

研制先进航空发动机？

尹泽勇：当前，美国、俄罗斯、英国、

法国和中国能够研制先进航空发动机。

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在抗美援朝的烽

火中诞生，靠的是自强不息。经过一代

代从事航空发动机事业的航发人的不懈

努力，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实现了涡喷、涡扇、涡

轴、涡桨等先进航空发动机系列产品的

研制生产。

记者：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发展现

状怎样？这些年涌现出了哪些代表性产

品？

尹泽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航空发

动机事业发展。2023 年 9 月 1 日，习近平

总书记专门给中国航发“李志强班”职工

回信指出，“这些年，中国航空发动机事

业有了长足进步，初步探索出一条自主

创新发展的新路子”。这是对航空发动

机事业取得成绩的高度概括和褒奖。

这 些 年 ，航 空 发 动 机 取 得 长 足 进

步。民用发动机方面，近年航展中，中国

航发先后展出 CJ（长江）1000A、CJ2000 等

大 涵 道 比 涡 扇 商 用 发 动 机 ，AES100、

AEP100 等涡轴、涡桨通航动力，以及其

他各类新型发动机。这些都是我国航空

发动机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具体体现。

记者：您提到的这些发动机处于什

么水平？

尹泽勇：以国人关注的大飞机动力

长江系列发动机为例。我是该系列发动

机的首任总设计师。在立项之初，我和

团队成员的目标就是对标世界一流，做

最先进的发动机。经过多年努力，该系

列发动机已取得显著进展。

记者：长江系列发动机具体配装什

么飞机？

尹泽勇：CJ1000A发动机能满足150座

级单通道飞机的动力需求，将是商用飞机

的强劲“中国心”。CJ2000发动机以配装双

通道远程宽体客机为目标。这两型大涵

道比发动机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且

油耗低、排放低、噪音低、可靠性高、寿命

长，还可通过改进改型系列化发展。

坚持自主研制
理念不动摇

记者：曾有种说法是，“一代人，一型

航空发动机”。研制发动机为什么需要

这么长时间？

尹泽勇：研制航空发动机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集成了气动、燃烧、结构

强度、控制、机械、材料等诸多现代科学

技术的最新成就。发动机的使用要求也

特别苛刻。发动机需要在高温、高寒、高

原及盐雾等复杂环境下长期可靠工作。

它的设计、制造及试验工作量极大，因此

研制周期长。

记者：随着新机制以及新技术的出

现，我国发动机研制周期是否会缩短？

尹泽勇：我国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

步伐在不断加快。尤其是 2016 年，党和

国家批准成立中国航发后，许多关键核

心技术都实现了突破。

我深有体会的是，研制战线全体成

员直面困难，敢于拼搏，采取了许多创新

理念、创新方法。

比如，我们着力加强应用基础理论

研究、共用技术研究和型号预先研究，并

与型号研制紧密结合；加强叶片、轮盘、

控制系统、轴承等关重件和关键成附件

研制；加强试验能力、生产能力和保障能

力建设等。我们的工作很务实也很有成

效，保证了发动机技术水平的大幅提高

及研制周期大幅缩短。

记者：为加快国产飞机发动机研制

进程，我们做了哪些努力？

尹泽勇：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努力是

坚持自主研制理念不动摇。这些年，我

们克服重重困难，主动建立起自主创新

研发流程，大力应用仿真技术，建立健全

质量管理体系，推进“一次成功”工程实

施，推广“一装一试”装配模式转换等。

设计、试验、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研发周

期不断缩短。

近 8 年来，一批新型发动机成功首

飞，一批重点型号鉴定定型，一批关键技

术被陆续攻克，一批核心装备正在加速

研制。

需要具备十年
磨一剑的毅力

记者：研制高技术水平的发动机，需

要具备什么条件？

尹泽勇：想独立自主研制出技术先

进、质量可靠的航空发动机，需要科学的

研制方法、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创新务实

的研发团队。当然，也要付出大量的资

源，具备十年磨一剑的毅力。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团队成员

在发动机设计中，创新研究应用先进的

数值分析方法。这也是现在设计分析的

重要方法之一，对加快自主创新研制至

关重要。

从当年开展方法研究，到今天团队

成功开发出我们自己的通用设计优化工

业软件，这个过程非常艰苦，没有毅力无

法坚持下来。

记者：在能力建设方面，我们做出了

什么创新举措？

尹泽勇：这 些 年 ，相 关 部 门 加 大 了

支 持 力 度 。 我 们 加 快 设 备 建 设 进 度 ，

新 建 的 航 空 发 动 机 高 空 模 拟 试 验 基

地 、航 空 发 动 机 露 天 试 车 台 等 一 批 先

进 的 试 验 设 施 ，都 有 力 保 障 了 先 进 发

动机研制。

我 们 还 充 分 利 用 新 型 举 国 体 制 优

势，聚合全国力量，组建“国家队”。如

成 立 中 国 科 协 航 空 发 动 机 产 学 联 合

体等，形成融通创新基本格局。

记者：2016 年，“玉龙”发动机首次展

出。这款新型涡轴发动机完全由我国自

主设计研发，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这是我国航空发动机单独申

报取得的最高国家级奖项。“玉龙”发动

机的成功研发，对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

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尹泽勇：“玉龙”是我国第一型走完

自主创新研发使用发展全过程的涡轴发

动机。其根本转变了我国涡轴发动机的

研制方式，实现了涡轴发动机技术水平

从引进国外专利生产，到完全自主创新

研发先进发动机的本质性跨越。

作 为 该 发 动 机 的 总 设 计 师 ，我 认

为 其 成 功 研 发 更 重 要 的 意 义 ，在 于 证

明 了 我 们 敢 想 敢 干 敢 胜 利 。 外 国 人 能

做 到 的 ，中 国 人 不 仅 能 做到，还能做得

更好。

记者：“玉龙”发动机 1984 年启动研

制，至今已有 40 年，这个过程中凝练出了

“玉龙”精神，这具体是什么？

尹泽勇：今年恰逢“玉龙”发动机研

发、使用、发展 40 年，我亲历并见证了“玉

龙”发动机的不断发展。在它的预先研

究、设计研制、批量列装、改进改型发展

过程中，凝练形成了“脚踏实地、自主自

立 、执 著 坚 守 、志 在 超 越 ”的“ 玉 龙 ”精

神。这种精神激励我们研发出更多自主

创新先进发动机。

记者：当前，“玉龙”发动机还在升级

迭代吗？

尹泽勇：近年来，研制团队不断改进

升级，“玉龙”发动机的性能、使用寿命已

远超定型时的要求。而且团队进一步创

新 研 发 了 一 系 列 先 进 发 动 机 ，比 如

AES100 即团队发展出的最先进第四代民

用涡轴发动机。此外，还有相应的涡桨

及涡扇发动机等。

可从多方面评价
发动机的先进性

记者：您长期从事航空发动机研制

工作。在您看来，一型先进发动机的标

准是什么？

尹泽勇：我 1962 年上大学进入航空

领域，毕业后进入航空发动机行业至今，

先后参与研制了多型涡扇、涡轴和涡桨

发动机以及直升机传动系统。

我 认 为 ，一 型 发 动 机 先 进 与 否 ，大

致可从设计、制造和使用效果等方面来

判断。

只有运用最先进的制造技术，才能

造出好发动机。比如，涡轮叶片是发动

机“核心中的核心”。要生产出大推力

（功率）、高推（功）重比的发动机，必须提

升涡轮前的温度。而在高温下，涡轮叶

片材料的持久、蠕变强度、抗热疲劳等性

能则是其长期工作的基础，是判断一台

发动机先进与否的标志之一。

记者：您提到高温环境下涡轮叶片

材 料 的 性 能 是 其 长 期 工 作 的 基 础 。 那

么，当前应用的拥有良好热强性能的金

属材料是什么？

尹泽勇：目前拥有良好热强性能的

金 属 材 料 就 是 镍 基 单 晶 合 金 。 在 研 制

“玉龙”发动机的过程中，我们在国内最

先研发制造了最先进的单晶合金叶片，

克服了材料制备、叶片加工等一系列困

难，保证了“玉龙”发动机的先进性。

记者：涡轮叶片材料的发展，是否会

随着涡轮前温度的上升“水涨船高”？

尹泽勇：是的。从高温合金到定向

合金，再到单晶合金，以及陶瓷基复合材

料，每种新材料的诞生，都提升了涡轮叶

片的热强性能。

但是新材料总有一个成熟过程，在

研制“玉龙”发动机时，我们采用单晶高

温合金，极大提高了发动机性能。现在，

我们又在研究热强性更佳的陶瓷基复合

材料叶片。

记者：从发动机的使用角度来说，您

认为应如何在技术先进和成本适合之间

取舍？

尹泽勇：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航

空器种类很多，对各类发动机的要求各

不相同。从飞机用户的使用需求出发，

既能够满足使用需要，又经济可靠，才是

好的发动机。

如果发动机只是满足狭义的技术先

进，但成本高昂、使用维护不便，用户承

受不起，是没有竞争力的。

发动机的先进性，也包括经济性和

维护性。AES100 发动机在促进经济性和

维护性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我指导团

队在其先进通用核心机基础上发展了涡

轴、涡桨、涡扇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具有

极大经济优势。

记者：请谈谈航空发动机未来的发

展趋势。

尹泽勇：航空发动机未来要满足碳

达峰碳中和的要求。如今，民用发动机

技术创新的方向，正在从提高热效率减

少碳排放的渐进式改革，向开发新的低

碳 推 进 技 术 与 新 燃 料 的 革 命 性 变 革 转

变。其中，可持续航空燃料、新型混合动

力推进技术、氢动力技术等已成为最具

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

记者：中国航发在这方面有哪些研

究？进展如何？

尹泽勇：我前面说过，要做就做最先

进的发动机。这些年，为实现“双碳”目

标，我们已系统布局前沿颠覆技术，加快

推动氢能、混电等新能源、新原理航空动

力技术的研究，努力抢占未来前沿动力

制高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尹泽勇：

要做就做最先进的发动机

图为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展出的飞
机发动机模型。 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我国先后布局了北京、上

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同时，各地不断打造区

域科技创新中心，武汉、南京、成渝等区域创新‘高地’形成，我国科

技创新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的“2024 首科

新年论坛——重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上，首都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院院长关成华教授说。

在论坛上，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城市科技创新

发展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和“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2023”（以下简称首科指数）。

《报告》显示，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加快步伐，23个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178 个国家高新区发展速度和质量“双提升”，形成了各有特

色的创新群落。整体来看，以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为代表的创新群

落市场化程度更高，开放水平也更高。长江经济带覆盖的 11 个省

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整体表现良好。

“不同城市在资本实力、产业基础等方面的创新资源禀赋各异，

呈现差异化、互补性和协同性等特征，整体表现出‘你追我赶’的良好

态势。”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刘杨说，在这种良好竞争

和合作中，各城市得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动国家科技创新水

平持续提升。

北京是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的典型代表。首科指数显示，北京科

技创新发展水平稳步攀升，总体呈速稳质优、行稳致远之势；创新服

务持续提质，高标准技术市场实现突破。2023年，北京技术合同认定

登记实现“双突破”，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总量首次突破 10 万项，成交

额突破 8000亿元。

刘杨说，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已具有全球影响力，但目前

在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

仍面临问题和挑战。

“城市是科技创新最重要的空间载体，而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城

市转型升级、人才聚集、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引擎。”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贺德方

强调，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应抓好战略和规划，明确城市

发展的重点产业、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在此基础上，要超前

规划布局，部署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牵头组织重大科技攻关和成果应用

示范；加强科技体制改革系统设计，从科技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推动

资源共建共享；做好引才、育才、用才三篇“文章”，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

强大活力；围绕城市重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需求，构建基础研究、技术

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全链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提升创新效能等。

科技创新已成为

城市高质量发展关键引擎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垠）国家统计局 1月 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以下简称文化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129515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8.2%。分领

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 83978亿元，比上年增长 12.2%，对

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93.3%。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张鹏表示，文化服务业支撑作

用稳步增强，文娱休闲行业快速恢复。2023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

收入 677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1%，增速明显快于全国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整体水平；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的比重为 52.3%。

值得关注的是，新动能不断释放，文化新业态行业带动效应明

显。2023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

入 52395亿元，比上年增长 15.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7.1个

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

贡献率为 70.9%。其中，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数字出版、多媒体

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网搜索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

行器制造、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 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增速较快，分

别为 24.0%、21.6%、19.4%、19.3%、17.9%和 16.5%。

随着经营效益持续提升，文化企业实现利润超万亿元。2023年，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利润 115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9%；营业收

入利润率为 8.93%，比上年提高 1.55 个百分点。2023 年末，规模以上

文化企业资产总计 196200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7.6%。

2023年文化新业态对

规上文化企业营收贡献率超70%

新华社讯 （记者董博婷）记者从 1 月 29 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档案

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上获悉，2024年，国家档案局将加大档案工作数

字化转型和现代化建设力度作为新一年工作重点之一。

近年来，国家鼓励和支持档案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促进科

技成果在档案收集、整理、保护、利用等方面的转化和应用，推动

档案科技进步。数据显示，2023 年，国家档案局认定首批 8 家国家

档案局重点实验室，下达年度档案科技项目 140 项，组织实施重点

项目 11 项。

同时，各地档案系统积极探索运用数字模型、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助力加快数字档案馆（室）建设，2023 年全年

新增 35家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31家国家级数字档案馆、8家全国示

范数字档案室。截至 2023年底，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

档案馆 1886家，各级综合档案馆接入率达 60%。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应用在档案开放审核、编研开发、查询

利用等方面发挥作用日益凸显。”国家档案局局长王绍忠表示，下一

步将持续深化档案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重点围绕电子档案单

套管理保障、档案数据治理开发、新一代信息技术安全应用等关键问

题，组织开展科研攻关；实行重点项目“揭榜挂帅”，充分调动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等积极性，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国家档案局

将大力推动档案工作数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