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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飞机时，你有没有注意过，飞机从停机位启动滑行时，舷窗外总会有2个身穿反
光背心的工作人员挥手送机？他们就是保障飞机安全运行的“保健医生”——机务！7
月下旬以来，上海遭遇持续高温酷暑天气，机务人员就在无任何遮挡、地面温度经常超过
60℃的机坪上为飞机做航前航后检查、排除故障、紧急维修。而为了保障航班正点，他
们有时甚至要冒着近100℃的温度更换零件。昨天，上海的最高气温又达到了35.9℃，
身处多个热源“包围”中的机务人员继续“战”着高温。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上烤下蒸中间还有热风烘 机务人员战高温保航班准点

近100℃高温下 他们终结故障

在动辄四五十摄氏度的机坪上，
如果旅客登机后等待起飞的时间里
飞机空调不给力，旅客难免要抱怨，
而为了能让旅客在客舱内享受到清
凉，机务人员则在“幕后”默默地忍受
着高温的煎熬。

7 月 27 日，上海的气温达到了
40.3℃，入夜后，虽然气温有所回落，
但机坪上仍是闷热难耐。当天晚上，
一架飞机降落虹桥机场，机务人员检
查后发现，飞机的空调性能不太好。

“问题是凌晨4点发现的，飞机
是早上9点的航班，除去通电、需要
留给机组准备的时间等，真正给我们
排故的时间没多少。”王浩喆说，为了
不耽误航班，机务人员只能加快速
度，最终顺利找到原因更换了组件，
确保了机舱里的清凉。

而这种晚上连夜排故的情况对
机务人员来说是家常便饭。已经做
了5年机务的纪晓辰说，7月26日晚
上他上夜班时，就遇到了一个发动机
防喘活门开关的故障，要拆下来返
修，“飞机凌晨1点多落地，早上7点
又有航班，时间很紧。”纪晓辰说，防喘
活门的位置就在飞机发动机核心区域
的“屁股”后面，因此维修工作时周围
温度非常高，“我们等了半个小时，温
度降得很慢，但时间不等人，为了不耽
误航班准点，只能尽快钻进去修。”

而钻到飞机发动机核心区域工
作，所承受的热度外人难以想象，“戴
2副手套，在里面5分钟不到全身就湿
透了，只能3个人轮流上。”最终，纪晓
辰和同事连夜用了4个小时排除了故
障，保证了飞机第二天的正常运行。

与飞行员、空姐等旅客看得见的
“台前”岗位相比，整天与飞机“打交
道”的机务完全就是一个“幕后”职
业，而且工作地点是在“夏练三伏冬
练三九”的机坪，工作环境艰苦。

三伏天里，机务的工作环境到底是
什么样的呢？青年报记者走进春秋航
空维修工程部虹桥车间，近距离了解
高温下机务人员如何保障航班运行。

“从飞机落地到飞机起飞，这段
时间内我们要进行外部、电气系统等
一系列的检查，确保飞机安全、适
航。”春秋航空维修工程部虹桥车间
工段长吴祖洪介绍说，在飞机降落
前，机务人员要提前至少十五分钟到
位，在机坪上进行各种检查工作，确
保桥位附近没有外来物。飞机降落
后，机务人员要用手势引导飞机准确
停靠停机线，“飞机发动机关闭后，我
们要摆好轮挡，等飞机刹车松掉，我
们放好防撞柱，客梯车才能靠近。”

飞机下客后，机务人员就要对飞

机进行详细“体检”，“每架飞机都有
‘检查工卡’，所有需要检查的项目都
在上面，要按照要求逐一检查，检查
好一项标记一项。”吴祖洪介绍说，所
有项目都检查完毕且符合放行标准
后，放行工程师才会准许放行，飞机
才能上客执飞下一个航段。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一架飞机的
“检查工卡”都至少是密密麻麻的两
页纸，多的甚至有三四页。而所有这
些工作，机务人员都是在没有任何遮
挡的机坪进行的。在春秋航空维修
工程虹桥车间，有一块白板上按时间
顺序写着当天的过站航班，大多数航
班的过站时间都集中在中午11：30-
14：00的时段。这也意味着，一天中
最热的时段正是机务人员最忙的时
段，“现在春秋航空在虹桥机场每天
有23个过站航班，中午时段是最多
的，基本上送完一架接着就要做准备
迎接另一架，一个白班在机坪上待
4-5个小时肯定要的。”吴祖洪说道。

除了给飞机做“体检”，检查过程
中若发现问题，机务人员也要及时解
决，而夏季高温时，最常见的就是给
起落架换轮胎。

“现在是暑期，航班量大，而且飞
小机场的航班也比较多。”吴祖洪介
绍说，有些小机场的跑道比较短，飞
机落地时就要增加摩擦力，因此起落
架轮胎磨损就比较厉害，“夏季平均
每天差不多要换一个轮胎，有时运气
不好一天要换好几个轮胎。”

虽然和给汽车换轮胎的操作原
理差不多，但给飞机换轮胎要费劲得
多，机务人员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高
温。“飞机落地后，轮毂的温度能达到
260℃-270℃，徒手不能碰的，而且因
为轮胎里的气体导热，轮胎也是烫
的，温度也能达到50-60℃。”吴祖洪
说，飞机的轮胎从热胎冷却到冷胎需
要3个小时，但一架飞机过站的时间
也就40分钟，除去上下客的时间，留
给机务人员维修的时间只有25分钟
左右，“所以根本不可能等轮胎冷下
来再换，只能抓紧时间换。”

换轮胎时，需要用千斤顶将飞机
机身顶起来，而这个过程是极其耗体
力的，“千斤顶虽然是液压的，但也要
用手一直压，需要约5分钟连续打压
才能将飞机顶起来。”吴祖洪说，这个
过程的炎热程度简直难以描述，“机
坪上的温度本来就高，能达到60℃，
轮胎和轮毂又是烫的，而且飞机空调
的出风口还正好对着机轮区域，四面
八方都是热源，所以打千斤顶时只要
1-2分钟衣服就能湿透，只能大家轮
流上。”

飞机顶起来后，热得发烫、100
多斤的轮胎需要两三个人拆卸、更
换，“要用巧劲，几个人协作。”而当轮
胎换好、放下飞机时，机务人员已经
浑身湿透，“手套经常也能被汗浸
湿。”而此时，他们往往还顾不上喝口
水，又要在飞机上客结束后送飞机出
港，“在太阳下面站着送飞机，后背很
快又会被晒干，干了湿、湿了干，一天
下来衣服上全都是盐花。”吴祖洪笑
着说道。

除了换轮胎较多，高温天飞机刹
车片磨损、故障也较多，“刹车片是在
里面的，换刹车片必须要拆轮子，所
以遇到刹车故障更麻烦，耗费的时间
也更长，维修一次差不多要 40 分
钟。”吴祖洪说，与轮胎相比，刹车片
不但重达100多斤而且还有3个锁定
销，更换的时候必须要全部对准，因
此完全是个“体力+技巧”活，“运气好
10秒钟就安上了，运气不好可能10
分钟也弄不好。”

换轮胎、换刹车片、修空调，对很
多人来说，处理这些问题已经够辛苦
的了，但在机务人员眼里，这些都是
故障里的“小case”。

“如果是大翼环路出现故障，那排
故的时间就长了。”纪晓辰说，最近的
一次，一架外场飞机在虹桥机场落地
后，绕机检查时一切正常，但等他上机
与机组交接时，仪表突然显示有故障，
而且这个故障是失效故障，不能放行。

纪晓辰介绍，飞机从机腹到大翼
有长长的、由一个个组件连接而成的
环路，这些环路依附在飞机高温高压
引气管周围，探测管路是否漏气。要
找出故障的点，就得逐段测量环路排
除管路漏气，“飞机在机坪上晒着，环
路区域的温度很高，引气管路周围差
不多都要接近100℃。”而为了判断
环路周围的管路是否漏气，机务人员
还要用手去触摸，看看故障到底是环
路性能下降还是漏气引起的。

就这样花了2个小时，一段一段
拆盖板、一段一段测量，纪晓辰和同事
终于诊断出来：有些环路有点漏气、有
的环路性能不太好。随后他们又花
了大约3个小时排除故障、恢复盖板。

前一阵持续高温热浪天气时，微
信朋友圈里流传着一个看似调侃却
是机务人员工作写照的段子：“接个
飞机，爆炒！坐在地上，铁板烧！飞
机底下，清蒸！汗水一出，水煮！回
来路上，生煎！进了待命室，冷藏等
回锅！我们是奔跑的五花肉排条肉
小鲜肉，为自己带盐！”

考虑到高温下机务工作太辛
苦，各航空公司也都有一些防暑措
施。比如，春秋航空就要求，高温时机
务人员在机坪上连续工作超过1个小
时，班组内部协调就要替换外场的员
工到休息室补水休息；机坪旁边也
有工作车，供机务人员临时吹空调
解暑。

一个白班至少要在机坪上工作4-5小时

酷暑天里100多斤的轮胎25分钟内要换好

为保证旅客清凉连夜排除空调故障

遇大翼环路故障光诊断就要2个多小时

机务人员烈日下检查飞机。 本版受访者供图

机务人员在为飞机更换轮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