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6 天下 13
2015年3月3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邱巧

德国之翼航空公司涉嫌蓄意坠机的副驾驶安德烈亚
斯·卢比茨的前女友爆料称，这名飞行员男友曾告诉她，自
己“有一天会干些翻天覆地的事，让每个人都知道并记住他
的名字”。

她告诉记者，卢比茨的精神状况的确有问题，“但他对
病情从不多说，只透露自己正在接受精神方面的治疗”。

前女友：他曾抱怨工资低压力大
德国《图片报》28日援引卢比茨前女友玛丽亚·W的话

报道，她听闻坠机噩耗后“非常震惊”，脑海里不停回响着前
男友说过的这句“大话”，“我那时不明白他的意思，但现在
一切都明摆着”。

玛丽亚现年 26岁，是一名空乘，去年曾与卢比茨搭档
飞了5个月的欧洲航线，其间两人坠入爱河。

玛丽亚告诉记者，卢比茨如果被证实蓄意坠机，“那是
因为他知道，由于自身健康问题，他恐怕不可能继续实现
（德国之翼母公司）汉莎航空飞行员的梦想，无法再执飞长
途航线”。

按玛丽亚的说法，两人恋爱期间曾谈论许多工作方面
的事情，而一旦触及这个话题，卢比茨就像变了一个人。“我
们的工作状况会让他感到沮丧：钱太少，压力太大，还总要
担心会失去（雇用）合同”。

专家：若飞行员刻意隐瞒抑郁症 很难发觉
德国媒体前一天报道，卢比茨 6年前曾感到严重抑郁

并因此就医。多名德国检察官说，警方在搜查他住处时找
到多张病假条，医生建议的请假日期包含4U9525航班坠毁
当天，检方据此判断，这名副驾驶隐瞒了病情。

谈及分手原因，玛丽亚说，那是因为自己愈发感觉卢比
茨“有问题”，“他总是噩梦缠身，夜里会突然醒来并尖声喊
着‘我们在坠落’”。

围绕德国之翼航空公司是否在监测卢比茨健康状况方
面存在纰漏，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如果飞行员知道抑郁的症
状会影响自身“适航性”，他们就会刻意加以隐瞒。

“如果有人故意掩饰，”专攻飞行员训练的心理学家赖
纳·克姆勒接受德国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说，“那其他人想
察觉有异常会非常困难。”

坠机地点离其儿时练习滑翔地点不远
位于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一家滑翔俱乐部 28日向媒

体透露了更多有关卢比茨的信息。这家俱乐部位于锡斯特
龙镇，距4U9525航班坠机地点大约60公里。

俱乐部会员弗朗西斯·克费尔告诉法国 iTELE电视台
记者，卢比茨似乎与坠机地点周边有些“渊源”，因为他和父
母以及在卢比茨父母家所在的蒙塔鲍尔镇的其他俱乐部会
员曾于1996年至2003年间定期来俱乐部练习滑翔。从年
份推断，卢比茨当时还是个孩子。

副驾驶精神异常
谋划“干大事以留名”

当地时间27日，法国在坠机现场附近设立移动实验
室，检测遇难者DNA。

前女友爆料，男友出事前正接受精神方面
的治疗，曾夜里大喊“我们在坠落”而醒来

“准备好感受惊喜吧！”这是德国之翼航空公司
在英国打出的广告。然而，24日，这家空运商给了
世界一场震惊而非惊喜：飞机撞山，150名乘客和机
组人员全部死亡，而且可能是副驾驶蓄意所为。伦敦
交通部门 27日说，事发当天，德翼方面就要求撤除
在伦敦地铁系统中所做广告，分别为 65处数字广告
和17处平面广告。

广告画面包括一名德翼空姐和德国风光，主题广
告词为：“准备好感受惊喜吧。来德国游览。”英方在一
小时内就撤除了德翼全部数字广告；17处平面广告
中，15处已经拿掉，剩余两处“将尽快撤除”。德翼发
言人表示，公司已经完全停止在英国的营销活动，撤掉
了海报，网络推广也停止了。

德翼撤“惊喜”主题广告
◀链接▶

当地时间28日，救援人员在坠机现场搜寻遇难者遗体。

法国宪兵发言人帕特里克·图龙27日在德国之翼客机
坠毁地附近的塞讷镇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在客机坠毁现场
已找到400至600块遗体残骸，无一遗体完整。

图龙向媒体表示，法国搜救人员对现场进行了非常仔
细的搜寻。目前在坠机现场进行搜寻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
事情，法方专门配备了有高山地区经验的人员对搜寻专家
进行严密保护。

图龙说，法国医疗部门已从抵达客机坠毁地附近小镇
的遇难者家属身上抽取血样，鉴定和辨认遗体是下一阶段
的重要工作。他认为，因为遗体受损严重，脱氧核糖核酸
（DNA）对比是辨认遗体的关键，西班牙政府已把一些遇
难者的DNA样本运到法国。

另外，警方正把一套专用设备运到分析中心，以读取
遇难者遗体的指纹。牙齿以及遗体身上的珠宝也是确定死
者身份的依据。

图龙说，法国方面安排了一批心理专家，对遇难者家
属进行心理疏导。

几百块遗体残骸
无一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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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医疗部门已从遇难者家属身上抽
取血样，将开始鉴定和辨认遗体

德国之翼空难原因被披露后，全球许多航空公司规定，
飞行途中，驾驶舱内必须时刻保持至少两人。

其实，业界已经有一项技术，可以使航空管制员从地面
取得飞机操控权，从而防止“疯狂飞行员”做出危险之举，但
并未普及。

新技术9年前便已申请专利
英国《每日邮报》27日报道，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

击后，美国和欧洲飞机制造商都在研发客机防劫持技术。
其中，美国波音公司开发出“防干扰自动驾驶系统”并于
2006年取得专利。

紧急情况下，地面航空管制人员乃至中央情报局一类
的安全机构可以启动这一系统，使飞机进入自主驾驶模式，
而且机上任何人无法关闭这一模式。

另外，这一系统在驾驶舱门上装有压力感应器，一旦有
人试图强行闯入，这一系统能够自行启动。

地面管控人员可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向这套系统输入飞
行航线指令，使飞机自行在最近的机场降落。

在军用领域，地面人员操纵无人驾驶飞机已经很普遍，
在民航机上则鲜见。2013年，一架“喷气流”式16座轻型飞
机由地面遥控，在英国完成 800公里飞行。机上有一名驾
驶员，仅在起飞和降落阶段操控飞机。

为何不用？担忧遥控系统遭黑客侵入
《每日邮报》报道，波音公司内部人员当年表示，自动驾

驶系统有望 2010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但现实情况并
非如此，原因何在？

英民航局一名发言人表示，一些企业正在研制这类系
统，但是现在的技术并没有达到实用的目的。

另一担忧是，遥控系统一旦遭到黑客侵入，将对正常飞
行的客机构成安全威胁。航空安全专家克里斯·耶茨说，在
客机上应用遥控驾驶技术的呼声经常出现，但让地面控制
人员接管驾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地面人员无法
看见驾驶员所能看见的全部情况。“就我个人而言，不愿意
乘坐一架驾驶员和副驾驶可能失去操控权的客机。”

英国民航驾驶员协会也反对在飞机上采用这类系统。
协会发言人说，确保至少两名驾驶员同时在岗，已使飞行

“万分安全”。德翼航班空难发生后，重点应放在确保两名
驾驶员都能进入驾驶舱。

防“疯狂飞行员”技术
为何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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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已有技术，可使航空管制员从地面
取得飞机操控权，但并未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