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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市场潜力

从类型上，航空救援分为两类：一类是航空应急
救援，处置火灾、洪涝等突发灾害；另一类是航空医
疗救援，也被称为“空中 ICU”。在中航材航空救援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航材航空救援”） 位于
浙江杭州的救援基地，记者就体验了一把模拟救援
飞行。

走进基地，一架蓝白涂装的直升机便映入眼帘，
身形俊秀，旋翼舒长。打开舱门，“机肚”里别有洞
天：两个医护位、一个担架位，除颤仪、呼吸机、注
射泵等设备依次排开。

“这是一架专业的医疗构型 AW119 直升机，我们
在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设置救援基地以及数字
化指挥中心，常态化备勤，救援半径可覆盖 200—300
公里。”中航材航空救援副总经理李晶晶介绍。

说话间，直升机旋翼启动，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机长手握总距杆，飞机缓缓向斜上方升起，逐渐攀升
至约 300 米的高度。向下俯瞰，沿途风光尽收眼底：鳞
次栉比的高楼、宽阔的钱塘江、一艘艘轮渡、齐整整
的田野……直升机掠过群山时，下方的塔架线缆纵横
交错，仿若触手可及。

约 15 分钟后，直升机进入消速进近阶段，震动幅
度稍显加大。不同于民航客机着陆的巨大震动和俯冲
感，直升机悬停、下降、落地，一气呵成，并无太大
颠簸。最终，机组抵达终点浙江省绍兴市鉴湖机场，
整个过程平稳、顺畅。

记者看了一眼手表：这场跨城飞行仅仅用时 20 分
钟。而手机搜索显示，若从地面驾车行驶，这段约 50
公里的路程需耗时 50分钟。

“医学统计显示，如重伤者在 15 分钟内得到及时有
效救治，保住生命的几率将达到 80%。航空医疗救援
的及时性大大降低了病患的死亡率和后遗症风险，有
传统地面救援无法替代的优势。”国家级航空医疗救护
联合试点单位、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

“十堰人医”） 航空救援科主任郭文萍说。
在欧美国家，航空医疗救援已有成熟市场。2018

年，李晶晶和团队曾前往法国调研，一个“荒郊野岭”
里的机组让她印象深刻：上一秒，大家还喝咖啡、聊
着天，下一秒，BP 机铃声一响，机组就“一键切换”
到工作模式，打开机库、装卸设备，准备转运附近登
山摔伤的患者。约 5 分钟后，机组便带着赶来的医护人
员起飞，驶向崇山峻岭之中。

“他们非常娴熟，整个过程极其流畅，机组一天甚
至可能有七八次救援任务，这让我很受触动。”李晶晶
和团队不禁感慨：如果航空医疗救援也能成为国内消
费者的常态化选择，将带来多少新的可能！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中国通用及小型运输
航空公司在册机队规模 2141 架，其中民用直升机 784
架。业内人士分析，如以建立 15—20 分钟航空医疗救
援圈为目标，全国各省份大概需要布局 1500—2000 架
医疗直升机，航空医疗救护的直接运营收入将超过 80
亿元。

“目前，中国航空医疗救援的供给和需求还不平
衡，这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李晶晶
说。自 2021 年 11 月至今，中航材航空救援在华中区域
已完成 95 人次救援、转运任务，病情涵盖骨折、休克、
脑出血等急危重症，救援飞行时长累计 155.5小时。

除了常态化的航空医疗救援，突发性应急事件也
是航空救援的重要场景。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多变、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自然灾害多发，对应急救援能力
提出刚性需求。

专家分析，航空救援响应速度快、机动能力强、
覆盖范围广，即便在复杂地形和极端天气下，也能实
现空中侦察、防汛抗洪、洒水灭火、人员物资投送等
任务，可与地面、水域等应急力量形成有效互补。

“打造区域性航空救援基地”“加大航空救援等先
进专业装备研发配备力度”……今年 9 月，应急管理部
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提及航空救援能力
建设。按照 《“十四五”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规划》，到
2025 年，全国开展通用航空应急救援服务的省份将不
少于 25个。

装备制造国产化提速

如果说，航空救援是一条“空中生命线”；那么，
驱动这条线转动的“齿轮”，便是产业链上的一家家
企业。

结束此次飞行，记者来到中航材航空救援杭州基
地内的指挥中心，大屏上赫然出现刚刚飞行的轨迹。
随着鼠标滚轮滚动，地图上的轨迹坐标点越来越精细。
这背后，离不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

“我们的北斗三号机载终端，可以为航空救援提供
综合有效的时空信息保障服务，完成实时定位、传输，
无网络情况下可实现 30 秒返回一次飞机位置信息。”北

斗天汇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斗天
汇”） 董事长刘忠华向记者介绍。

实践中，提供航空救援的社会力量往往是一些通
航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救援作业点分散、航空器
及随机设备标准不一等因素，在救援飞行中往往不便
于统一安全管理。因此，通信、导航、监控等一批数
字 基 础 软 件 便 极 为 关 键 ， 相 当 于 为 飞 机 装 上 了

“眼睛”。
北斗天汇是一家专业从事北斗卫星终端应用领域

科研、生产、销售和运营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然而，
从地面、海洋再到天空，设备研发的过程并不简单。

“对于地面上的汽车，定位导航终端可吸附在车
顶，甚至直接放在前挡风玻璃下方即可工作；在轮船
上，定位导航终端甚至随便放在一个暴露空间的角落
里就能作业；但在飞行器上，条件相对苛刻了不少。”
刘忠华说。

一开始，公司尝试将终端架设在机身外，但飞行
时的巨大震动容易让设备安装支架变形或脱落；后来，
研发团队改设终端于机内，但部分型号直升机玻璃上
的金属丝，又可能会屏蔽信号；还有一次，团队把产
品放到客户的直升机上试验，结果直升机的仪表指针
竟出现异常——原来，产品和飞行器自身的航电设备
频率出现相互干扰。

“适航性是任何‘上天’产品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我们通过不断试验，最终研制出既与飞行器航电设备
频率适配，又能保证效果的便携式北斗机载终端。”刘
忠华说。

目前，业内已有一些为航空救援提供定位导航服
务的供应商。刘忠华表示，未来，随着“低空热”“通
航热”的不断升温，低空空域的定标、计算、管理将
是一大发展方向。航空救援作为低空经济的重要应用
场景之一，将吸引更多通导、空管系统供应商聚集，
赋能行业整体提升。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要“软硬兼施”。对航空救援
而言，除了必需的各种服务“软件”，还有装备制造这
个“硬件”。

2023 年 10 月，湖北荆门漳河水库。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 亮
相消防演练现场。地面上，近半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
火场燃起熊熊烈火，“鲲龙”在上方飞驰而过，一道

“水墙”便从天而降。未等水雾升腾消散，“鲲龙”又
在火场附近的水面上轻巧滑行，20 秒内最大汲水量达
12吨，“喝饱”后再度奔赴火场……

装备制造是航空救援产业的关键一环，长期以来，
我国救援飞机多依赖国外进口。“核心关键技术我们是
等不来、要不来、更买不来的。”“鲲龙”AG600 总设
计师黄领才表示，“自主可控这条路，我们必须坚定不
移走下去。”

经过十余年研发，设计团队连续突破掌握了气水
动融合布局、高抗浪适海船体、复杂高支柱起落架等
关键技术。最终，“鲲龙”拥有 5 万多个结构、2 万多个
系统零部件、100 余万个标准件，海上救援时单次最多
救护 50 人，执行灭火任务时一次投放可覆盖 4000 平方
米，比国外同类飞机高至少 50%。

中航工业的 AG600 已完成最小离地速度表明符合
性试飞，中国商飞研制 C909 医疗机……航空救援装备
的国产化进程正在提速。与此
同时，在数字化时代，救援航
空器的形态也愈发多元。

无人机正在成为近年来的
亮眼新秀。今年 8 月，工业和
信 息 化 部 办 公 厅 发 布 《2024
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推广典型
案例名单》。记者统计发现，
11 个和航空救援有关的无人
机已列入其中，并在空中灭
火、物资投送、巡查测绘、伤
员转运等场景下实现运用。

中国在无人机制造方面有
完整产业链优势。截至 2023
年底，中国无人机设计制造单
位约 2000 家，运营企业近 2 万
家。专家分析，无人机安全可
靠、高效便捷、成本低廉，将

有效解决传统应急救援手段反应速度慢、处置成本高
等问题，为行业带来变革。

探索商业运营模式

一个成熟的市场，完备的商业模式是必备要件。
目前，面向普通消费者的航空医疗救援市场还未

被充分开发。深耕航空医疗救援的企业不多，只有中
航材航空救援、红十字会 999 等几家。虽然也有社会化
通航公司参与其中，但往往散、乱、小，参差不齐。
同时，考虑到购置飞行器耗资大、运营成本高等因素，
单纯靠航空医疗救援业务，通航公司也缺少充足的
收益。

有业内人士分析，单一、分散的主体，难以支撑
起系统性的航空救援工程。要培育成熟的航空医疗救
援市场，不能靠某一家运营商独自承担风险，还需一
个完整的生态链共同发力。因此，平台模式或将成为
未来方向。

“你看，这些密密麻麻的点，就是目的地 100 公里
半径内所有可用的航空器资源。”李晶晶向记者介绍，
在中航材航空救援的信息化平台上，全国范围内登记
可查的水源点、起降点、通用机场等 8 大类资源收录在
地图中。同时，公司还推出小程序、APP 等，方便客
户在手机端“一键下单”。

“这种集纳各方需求与资源的平台模式，可以有效
打通用户、供应商、呼叫中心、航空器运营人、医院、
保险等救援主要环节。”李晶晶介绍，平台模式有利于
对接供需两端：一方面，通过签约，平台可以将社会
化通航公司的运力纳入其中，对闲置航空器进行专业
化改装，盘活行业内现存资产，降低通航公司购机和
运营成本；另一方面，社会救援需求也得到集中，用
户在平台直接下单，便可获得省心、省时的一站式
服务。

不只是商业模式。未来，航空救援产业要想从
“起飞”变“高飞”，还需要一系列“跟得上”的配套
设施。

起降点是其中的关键之一。郭文萍记得，去年 4
月，十堰人医接到求助，需要用直升机转运收治一名
在外地严重摔伤的十堰籍男性。然而，患者在陕西宝
鸡岐山县蔡家坡镇，这是医院从未飞行过的地方。

“能不能‘落’和能不能‘飞’一样重要，对于一
个完全陌生的目的地，协调起降点特别关键。”郭文萍
回忆，接到电话后，机组立刻采取多种专业化手段搜
寻符合条件的起降点位置，同时家属也到现场拍摄视
频辅助研判。最终，机组确定了一个广场作为临时起
降点，并由医院紧急联系当地警力安保疏通。在多方
配合下，机组终于飞越秦岭、完成跨省转运，原本单
程至少 5小时的地面行程，直升机仅用时 105分钟。

“航线审批、空域协调、起降点联系，这些基础统
筹工作耗时、费力，如果能有专门的行政力量统一归
口、居间协调，将会在确保安全性的同时，大大节省
转运时间，为患者带来更多生的希望。”郭文萍结合自
身经历谈道。

目前，“贵”仍是许多老百姓对航空医疗救援的
印象。如何让空中医疗飞入寻常百姓家？行业内开始
积极探索，通过区域共享、引入商业保险等模式，摊
薄成本，降低服务费用。据了解，十堰人医和中航材
航空救援合作，去年已在十堰地区将航空医疗救援单
次服务费用降至 5000 元，今年同步试点提供全免费
服务。

“从社会责任角度来看，航空救援有救人、救命的
公益属性。在市场培育
的 初 期 ， 不 激 进 谋 利 ，
先用大众消费得起的服
务，让百姓安心、放心，
做好高质量供给，才能
让整个行业行稳致远。”
李晶晶说。

中国航空救援产业——

守护“空中生命线”
本报记者  吴雪聪

16年前，汶川地震现场，唐家山形成巨大堰塞湖，溃坝风险严峻。危急时
刻，一架米-26重型运输直升机吊运重约13.2吨的挖掘机到坝顶抢险。这架

“空中巨无霸”穿越天际的一幕，成为许多中国人脑海中关于航空救援的最初
画面。

近年来，航空救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航空救援产业也不断壮
大。装备制造、软件供应、平台运营、作业飞行……一条产业链逐渐完善，为
航空救援行业“起飞”提供了动力。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与中
航材航空救援合作，通过直升机将
一位危重患者转运至十堰人医救
治，直升机飞行用时15分钟。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对全
县 21 个 直 升 机 应 急 救 援 起 降 点
进行验证飞行。该县直升机应急
救 援 起 降 点 建 设 主 要 依 托 乡 镇
学 校 、广 场 等 场 地 ，实 现 了 直 升
机救援起降点覆盖所有乡镇。

袁雪彬摄 （人民视觉）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
访企业供图 

    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 在四川西昌市进行典型灭火场景验证试飞。
新华社发  

◀中航材航空救援在浙大医学院
附属邵逸夫医院设置的救援基地数字
化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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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架直升机在湖南省资兴市执行空投物资和应急救援任务。图为资兴市第
一中学，志愿者将生活物资搬运上直升机。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