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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加油！为祖国加油！
——航空工业南京机电首台空中加油吊舱研制历程

三

609 所发挥多专业综合型科研设
计的特点，从各专业系统和行政机
关抽调技术骨干，集中形成了以飞
机燃油系统为主的吊舱总体组。全
所上下铁了心，一定要在年底交付
空中加油吊舱样机。

“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初心
和使命驱动着无畏无惧的科研工作
者们不断勇往直前。也因为有了这
个感天动地的“初心”，他们才发疯
似的奔走在繁忙的科研战场，以非

凡的智慧，把当代的科技之花移植
到了空中加油吊舱上 ：采用数字计
算机实施空中加油吊舱的程序控制 ；
采用“容错”设计思想，计算机控
制和手动操作两种加油方式，实现
空中加油 ；还有叶片泵 / 马达、恒力
弹簧、软管卷盘控制阀及松脱机构
等，这些在我国机载设备史上应用
都尚属首次。在设计过程中，好多
人眼熬肿了，人拖瘦了，谁也说不
清干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按时
优质地完成了吊舱成品附件和试验
设备的设计出图任务。

四

空中加油吊舱进入总装调试阶
段，计调部门作出每日进度网络计

划， 并 由 总 设 计
师、 主 管 生 产 副
所长、总质量师、
计 调 处 长 组 成 现
场 指 挥 组， 在 现
场 联 合 办 公。 参
研人员日夜奋战，
有 的 同 志 连 续 工
作 40 小时不回家，
拼命抢任务。

所领导及机关的其他同志经常深
入现场，随时解决科研生产中发生
的各种问题。说是深入现场实际上
是“督战”，他们希望参研人员把进
度再加快些。这些“督战”的领导
同志开始还讲上几句话，可后来谁
也不吭声了，他们看到了参研人员
为了赶进度连命都快不要了，还有
什么可说的呢？

一次为分析处理试验故障，50
多岁的吕总设计师在一米多高的吊
舱试验平台爬上爬下，观察分析的
过程中不慎把腰扭伤，回家后一躺
下就三个月起不了床。林宗棠部长

听说后，带信叫他
回北京，找名医为
吕总治病。领导的
关怀，使职工们深
受感动。在 609 所
内，党委书记副书
记经常带领政工部
门的同志下基层慰
问采访，送饭、送
饮料，党委还专门
作出决定选派机关
干部下到基层上岗
代职，协助行政做
思想政治工作。

五

在吊舱总装试验室最显眼的
墙上，贴着一条耀眼的标语 ：“严
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
万无一失”。这是周总理生前对
科技工作者的嘱托，609 所人就
是按照这一嘱托严格要求自己，
用科学的态度搞科研，确保研制
成功。

毫无疑问，装配调试工期紧
迫，困难肯定是有的。他们的口
号是 ：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
前没困难。参加总装调试的科研
人员把着眼点建立在自力更生、
边干边创的基础上。如 ：利用油

桶组合及地面泵模拟工程“主动
装置”，用变向可调速的卷扬机
牵动“从动装置”沿轨道往返运
动，模拟“主动装置”与“从动
装置”相对速度变化及联动过程
中的响应性能等等，用这些以土
代洋的试验设备，认真地做好每
项地面模拟试验。

吊舱装配调试的后期是 609
所人心花怒放的季节。“一次软
管收放成功！”……经常有试验
项目的捷报频传。

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空
军、总装备部、化工部等领导再
次来到 609 所，查看了空中加油
吊舱加油全过程演示。

六

第二次现场办公会后，609 所再
次组织誓师动员大会，一场声势浩大
的装调试飞的战斗打响。

在调整试飞中，电控系统主任设
计师常年带领技术人员在试飞现场跟
飞，他们和试飞员群策群力，经多次
调整，解决了大量技术难题。

为赶送工程部件去西飞排故，时

任航空工业部加油办主任和 609 所所
长等一行十余人乘车连夜出发，当行
至秦岭时，因天寒地冻、路滑，车被
堵后冻坏，不能启动，司机趴在结冰
的车底下修理，所有的领导和同行的
其他同志都站在刺骨的寒风中组成人
墙，给司机挡风，直至将车修好，将
产品及时送到试飞现场。

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到来了。
1991 年 7 月 18 日，加、受油机

地面对接输油圆满成功。
1991 年 11 月 25 日，加、受油

机首次空中对接成功。
1991 年 12 月 23 日，首次空中

加油成功！
从项目立项到最后交付，只用了

三年。它是众手浇灌出来的大协作之
花，参加联合攻关的有航空部的研究
所和主附机工厂，有两所大专院校，
有部队军工厂和上海、沈阳、杭州等

地的民用工厂，他们都是克服了种种
困难，急国家之所急，想部队之所想，
为空中加油工程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609 所在西方国家严密的技术封
锁下，一年完成吊舱设计，第二年生
产出样机，第三年提供上天件试飞，
第四年完成设计定型，并投入批量生
产，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情。前辈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热
爱祖国  为国争光  自强自立  艰苦奋

斗 团结协作  顾全大局  顽强拼搏  无
私奉献”的 32 字“空中加油精神”，
成为南京机电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
富。

新时代新征程。来不及感慨自己
为历史留下的这道辉煌的印记，甚至
来不及拂去满身的征尘，这支行进的
大军向着新的高度开始了飞跃！

	| 钟欣轩 

我国疆土辽阔，海岸线长，海域宽广，
而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空军的机种航程短，
作战半径小，要保卫祖国的神圣领空、领
海不受侵犯，就必须发展空军力量，提高
飞机的作战半径或航程，延长续航时间，
而空中加油就是最有效的手段。

一

还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航空工业南京
机电的前身原 609 所燃油系统专业的科技
人员通过对国内外燃油系统技术的调查研
究，已萌发了研制中国自己的空中加油吊
舱的念头。但这项任务对从事航空附件研
究的科研所来说难度很大 ：一无成套的资
料和完整的实物借鉴，二无现成的地面模
拟试验装置和试验方法，三无考察过国外
实物和试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怎么办？等、
靠、要都不行，要搞空中加油技术只有一
条路可走，那就是坚持走自行研制的道路，
以自己的智慧，迎接挑战，向空中加油技
术挺进！

1979 年，609 所成立空中加油课题组，
开始进行加油吊舱的探索性研究。课题组
在情报室配合下，搜集空中加油资料数百
篇，翻译和编写出有关文章 40 余篇，从理
论上搞清了“伸缩管”式、“插头——锥管”
式和“伙伴”式的空中加油系统的基本概念。

在预研初期，大家在认识上还没有达
成共识。有人认为“研制空中加油不合国情，
我们不侵略别人，没有必要搞”；也有人说

“我们能力达不到，还是引进吧！”更多的
人都缺乏对空中加油的基本认知。

为求得多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课题组
的同志们将编写的空中加油设计方案论证
报告和实施建议等资料主动送至有关部门
参阅，进行汇报。他们的足迹遍及航空航
天部机关、空海军、各主机厂所和各地机场。
他们曾为得到支持而欢欣鼓舞，也曾为碰
到冷遇、听到“不合国情”等议论和缺乏
经费而忧心如焚，但是再大的困难，也挡
不住老一辈科研人员坚定的决心。

1983 年，因经费困难，课题组的大部
分人员都相继转行，只剩下曹近齐等几名
科研人员仍在坚守。609 所同时派燃油系统
研究室主任到部机载局向领导汇报，申请
研制费。机载局领导想方设法挤出了 100
万用于支持 609 所空中加油技术研究。100
万元搞空中加油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但有
了这 100 万元，就可以使空中加油预研坚
持下去，这是用在刀刃上的 100 万元啊！
专款专用，每年给课题组 20 万元，用于缺
损部件的研制。

在又一个宝贵的三年期，609 所开始
了第二阶段的预研，先后进行了吊舱地面
原理样机和主要部件及试验台的方案论证、
设计、加工、调试。研制过程中，609 所燃
油专业研究室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加班
加点，摸索和设计研究关键部件。没有试
验厂房，609 所自筹 12 万元，在荒草坡上
建起了极简式的空中加油试验室。试验设
备不足，自己动手干，就地取材，因陋就简。
他们利用油箱组及地面泵模拟空中加油机，
用龙门架模拟加油机机翼吊挂吊舱，用安
装了油箱和受油插头的平板轨道车模拟受
油机，用可调速变向的卷扬机牵动“受油机”
沿轨道往返运动，模拟加油机向受油机相
对速度变化及对接加油过程中的响应性能 ；
利用电动机和增速箱代替冲压空气涡轮驱
动加油泵 ；用几百公斤重的铁块作砝码，
模拟作用在加油软管和稳定伞上的气动力 ；
用单板机及地面控制柜代替吊舱的电子控
制系统。

在咬着牙的坚持中，609 所突破了多项
关键技术，完成了空中加油吊舱地面原理
样机的研制，实现了吊舱原理样机软管 / 锥
管的放出与模拟受油机的对接加油、断开
及软管 / 锥管的收回。这也标志着我国就此
诞生了第一个空中加油吊舱的地面件雏形。

二

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
609 所坚持十年预研终于迎来了为
国效力的机遇。

1988 年，依靠国内科研力量研
制空中加油机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这年 8 月，由中央军委、空军、
海军、国防科工委等相关单位的领
导以及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总
工程师王昂等领导参加，在 609 所
召开了空中加油工程现场办公会。
这是自酝酿研制以来召开的一次规
模最大的会议。中央军委总参谋部、
国防科工委、空海军和航空航天部
领导亲临现场仔细观看了空中加油
吊舱地面原理样机的模拟试验。会
议决定成立由航空航天部领导直接
参加的行政总指挥系统、总设计师

系统、总质量师系统和各分系统组
织领导机构，使空中加油这一所管
预研变成全行业大协作的部管重点
工程。

从部领导到各研究所、主机厂
层层立下军令状。时任航空航天部
部长林宗棠要求参研单位“要以最
大的政治热情，最快的速度拿出空
中加油机，要像抓‘两弹’那样抓‘两
机’（空中加油机、预警机）。”

军 委 领 导 的 重 视 和 支 持， 使
609 所广大干部职工感到无比兴奋
和自豪，他们感到作为一名科研人
员能有一次为国效力的机遇是莫大
的幸福和光荣，而争三保四的进度
又实在是太紧迫，压力太大。光荣感、
紧迫感、责任感汇成一股强大的精
神动力——一定要按时拿出空中加
油吊舱，为国争光，为巩固国防增

添实力。609 所召开动员会，立军
令状，表决心，做到了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全所上下形成了一种空
前高昂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确保空中加油吊舱研制任务
按时完成，609 所成立了吊舱研制
领导小组，由所长亲任组长，副组
长由党委书记担任，总工程师任吊
舱总设计师，同时集中全所优势兵
力，并任命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为
主任副主任设计师。除以燃油附件
研究室为主体抽调骨干组成总体组
外，还动员安排了其他研究室共约
百名优秀工程技术人员承担产品、
试验设备的设计任务。

送走严冬之后，609 所在一个
崭新的春天里正式拉开了空中加油
吊舱研制的战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