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发展初见成效之时，中苏关
系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多个型
号项目搁浅。突如其来的危机让航空
工业下定决心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要独立自主地建设和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航空科研和航空教育开
始起步，并在迅速发展中取得一批重
要成果，到 70 年代末航空科研教育形
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1956 年 国 家 发 出“ 向 现 代 科 学
进军”的号召，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
委员会，其中重点规划了飞机、导弹
的科技发展。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的

《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
划纲要（修正草案）》，成为国家向现
代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在着眼长远、
全面规划的基础上，为提高航空科研
能力，广泛吸引海内外航空科技人才，
航空工业自 1956 年开始着手组建科
研机构，最早一批科研院所相继成立，
包括航空研究院和 22 个航空专业设计
所、研究所。这期间，航空工业局转
隶于第二机械工业部，后又从中分离，
组建第三机械工业部，主要负责航空
工业，实行计划单列，更好地适应了
科研生产的发展。

1956 年 9 月，新中国第一个飞机
设计室在沈阳飞机厂成立。其中有室

主任徐舜寿，室副主任黄志千、叶正
大，气动组组长顾诵芬，总体组组长
程不时，主管设计师屠基达等。徐舜
寿带领新中国第一批飞机设计人员独
立设计出歼教 1 飞机。1956 年 11 月
2 日，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
在黎明航空发动机厂成立，仅 1 年多
就完成了喷发 1 发动机与“红旗”2 发
动机的初步设计。1957 年 3 月，新中
国第一个航空仪表设计室成立，开展
了轰炸机自动驾驶仪的自行设计工作。
1961 年 8 月，本着“边试验、边组建，
以任务带建设”的原则，沈阳飞机设
计研究所迅速组建。沈阳航空发动机
设计研究所合力攻关，成功研制航空
发动机空心叶片，为歼 8 飞机提供动力。

1958 年 7 月 26 日，新中国自行
设计、制造的第一种喷气式教练机歼
教 1 首飞成功，配装的喷发 IA 发动机
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涡轮喷气式
航空发动机。1954 年 11 月 20 日，中
国第一座 1.5 米单回路式开口风洞试车
成功，此后多种风洞相继落成，为歼
教 1 等型号的研制提供设计技术保障。
1960 年 2 月，中国第一座超声速风洞
鉴定合格，投入使用，歼 6、歼教 6、
歼 8 等飞机及导弹、火箭产品均在此
开展过大量试验。

在航空工业创建的同时，航空教
育迅速形成规模。1952 年，北京航空
学院开始建设 ；创办华东航空学院，
1956 年迁至西安，经过进一步充实，
改为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工业建成一
批普通高中等航空院校。1952 年 8 月，
沈阳航空工业学校创建，1978 年 4 月
扩建为沈阳航空工业学院。1956 年 2
月西安航空工业学校创建，逐步发展
为西安航空学院。航空职业教育迅速
兴起。1952 年，航空工业局提出高、中、
初三级技术教育方案，确定初级（技
工训练班）由各工厂主办，此后相继
创办 13 所技工学校。

从 1951 年至 1977 年是中国航空
工业创建时期，航空工业从零起步，艰
苦奋斗，基本建立了包括教练机、战
斗机、强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直
升机在内的战术空军装备体系，拥有
了比较完整配套的生产能力，已初具
规模并逐步形成体系 ；导弹工业也在
孕育之中 ；拥有超过 30 家研究单位，
中国航空工业科研体系布局初步形成。
一切过往，都写下了航空人忠诚祖国、
奉献蓝天的心迹，也表达了中国航空
人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决心。

| 本报记者　李梦依

1951 年 4 月 17 日，新中国航空工业创立。
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航空工业出色完成飞

机修理装配、支援空军任务。党和国家把航空工
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下决心拿出 60 亿斤
小米支持发展航空工业，在苏联援助下，“一五”
期间建成一批航空骨干企业和主要科研单位。随
后开始独立自主发展，并通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形成了较完整的科研生产教育体系。

航空工业实现了从修理到制造，从仿制到自
行设计的巨大进步，具有中国特色的“航空梦”
正式启航。

从 1951 年 10 月，航空工业局开始从空军接管飞机
和发动机工厂，并重点建设航空六大厂 ：沈阳飞机厂、
沈阳发动机修理厂、哈尔滨飞机修理厂、哈尔滨发动机
修理厂、南昌飞机修理厂和株洲发动机修理厂。这个阶段，
六大厂一边修理飞机、发动机，一边建设工厂 ，这几个
工厂在创建当年就形成了修理能力 ，到 1957 年六大厂
共修理飞机 3291 架 、发动机 14248 台，既能保家卫国，
也为中国航空工业走向飞机制造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和人才储备。

从 1953 年开始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党中央、
国务院将重点放在航空工业建设和发展上 ，在苏联援建
中国的 156 项工程中，航空工业最终确定为 13 项，占军
工项目总投资的 30%。

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各地大力支持下，到 1957
年，即“一五”完成之年，13 项援建项目先后建成，宣
告中国航空工业已具备飞机制造能力，创造了航空工业
史上许多第一。1954 年 7 月 3 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
飞机初教 5 在江西南昌飞机厂飞上蓝天。毛泽东主席得
知消息非常高兴，向工厂签发了嘉勉信，称“这在建立
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1956 年 7 月 19 日，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 5
首飞成功 ，歼 5 所用涡喷 5 发动机也是新中国制造的第
一种涡轮喷气式发动机。1957 年 12 月 10 日，中国第一
架多用途运输机运 5 首飞成功。

随着“二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
大规模展开，航空工业新建成一批骨
干企业和科研院所，形成了较完整的
工业体系，逐渐走上了自主设计的道
路。

“二五”计划时期，航空工业局开
始向内地扩展，在沈飞、洪都等“老厂”
支援下，在西安建成中型轰炸机厂和
配套的发动机厂，在成都建成歼击机
厂和配套的发动机厂。随后，又在西安、
成都、兰州等地建成一批机载设备工
厂，航空工业研制飞机、发动机能力
进 一 步 增 强。1963 年 9 月 26 日， 第
三机械工业部成立，航空工业自此开
始独立进行行业管理。

从 1964 年 10 月开始，航空工业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开展大
规模的三线建设。经过十多年努力，
在三线纵深地区建成了贵州歼击机基
地、汉中运输机基地、景德镇直升机
基地、湖北荆门水上飞机基地等。这
批厂所的职工人数、建筑面积、生产设
备，约占全行业半数，完成了中国航
空工业战略布局的重大调整。与飞机
研制相配套的机载设备厂也相继建成。
在这个时期里，科研机构在三线的建
设也有了较大进展，空气动力基地和
飞机结构强度研究所基本建成，发动

机高空试车台也全面铺开建设。三线
建设大军以惊人的毅力与无悔的付出
在荒山峻岭中建设起一座座航空企业，
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带动了地方
经济发展。

大规模建设使航空工业科研生产
能力全面提升。1958 年 12 月 14 日，
新中国制造的第一种多用途直升机直
5 首 飞。1958 年 12 月 17 日， 中 国
第一架超声速战斗机歼 6 首飞成功。
1965 年 6 月 4 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
一种超声速强击机强 5 首飞成功，满
足了空军对强击机的迫切需求。1966
年 1 月 17 日，我国自行试制的第一
架 2 倍声速中高空歼击机歼 7 首飞成
功，1967 年装备部队，此后实现系列
化 发 展。1966 年 9 月 25 日， 轻 型 战
术轰炸机轰 5 首飞成功，标志着航空
工业在轰炸机领域已逐步脱离单纯仿
制，开始向改进改型过渡。1969 年，
轰 6 轰炸机装备部队，成为中国空基
战略打击力量的空中平台。1974 年 12
月 25 日，中国第一架四发多用途军民
用运输机运 8 首飞成功，此后运 8 发
展出多种改进改型飞机。1976 年 4 月
3 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水上轰炸
机水轰 5 首飞成功，填补了我国水上
飞机的空白。

为建立“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威
慑力量，航空工业研发改装一批飞机
和相应配套设备。1972 年 1 月 7 日，
由强 5 改装的特种武器载机强 5 甲甩
投核弹成功，为我军提供了战术核攻
击手段。航空工业改装的特种武器载
机轰 6 甲，宏光机械厂研发的氢弹伞，
保证了 1967 年 6 月 17 日首次空投氢
弹试验成功。

航空发动机试制取得重要成果。
我国从 1975 年开始引进英国“斯贝”
航空发动机，国产化型号命名为涡扇
9，填补了中国涡扇航空发动机的空白。
1963 年 9 月，涡喷 6 航空发动机配装
歼 6 通过试飞考核，中央军委致贺信
鼓励。

航空工业导弹发展取得一系列重
大突破。1967 年“霹雳”2 型空空导
弹定型投产，我国空空导弹进入了自
行设计阶段，此后实现系列化发展。
1966 年末，自行设计研制的“红旗”2
型地空导弹通过定型试验，1967 年 7
月 10 日开始批量生产。我国空空导弹
进入了自行设计阶段。1973 年 9 月，“海
鹰”1 型岸舰导弹首次飞行试验成功，
我国海防导弹进入自行设计阶段，此
后实现系列化发展。艰难中起步

迅速恢复重点建设

曲折中成长　三线建设完成新布局

科研教育奠基　形成完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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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电工厂举行工厂建成、开工生产仪式。秦岭电工厂举行工厂建成、开工生产仪式。

1954年7月3日，新中国制造的首架飞机初教5首飞成功。1954年7月3日，新中国制造的首架飞机初教5首飞成功。

8月1日，毛泽东致信嘉勉洪都飞机厂全体职工。8月1日，毛泽东致信嘉勉洪都飞机厂全体职工。

1956年7月19日，歼5飞机试飞成功。1956年7月19日，歼5飞机试飞成功。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建所初期，静力实验室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建所初期，静力实验室

夯实地基的情景。夯实地基的情景。

汉中南峰机械厂建厂初期，职工们为通路、汉中南峰机械厂建厂初期，职工们为通路、

通水、通电而忘我奋战。通水、通电而忘我奋战。

贵航云马机械厂建厂初期，职工在露贵航云马机械厂建厂初期，职工在露

天环境下绘制设计图。天环境下绘制设计图。

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首飞现场。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首飞现场。

1966年9月25日，轰5首飞成功。1966年9月25日，轰5首飞成功。

正在进行水密试验的水轰5飞机。正在进行水密试验的水轰5飞机。

轰6甲飞机通过降落伞投掷氢弹。轰6甲飞机通过降落伞投掷氢弹。

1952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建设。1952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建设。

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人员考察、探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人员考察、探

讨空心叶片研制。讨空心叶片研制。

“科研试飞英雄”滑俊、王昂、黄炳新等“科研试飞英雄”滑俊、王昂、黄炳新等

在讨论试飞技术。在讨论试飞技术。

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主要人员在歼教1前合影。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主要人员在歼教1前合影。

涡扇9航空发动机。涡扇9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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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8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红色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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