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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1940年，德国道尼尔公司制造出

Do-335战斗机，飞行速度高达 765

公里/小时，是二战时期飞行速度最快

的活塞式飞机。

早在一战时期，道尼尔公司的创始

人克劳德·道尼尔就对螺旋桨飞机的飞

行速度极限进行了探索。经过大量试

验，他发现：决定战斗机飞行速度的主要

因素不仅仅是动力的大小，还有飞机在

飞行过程中的迎风面积。这为道尼尔

研制Do-335战斗机提供了一个方向。

二战时期，为了提升战斗机的飞

行速度，设计师采用横向增加发动机

的数量来加大动力。然而，随着发动

机的增多，飞机的体形会变大，飞行阻

力也会增加。道尼尔另辟蹊径，在设

计Do-335战斗机时采用了纵向布

局，即在机身的前后各装备一台发动

机，分别提供拉力和推力，相当于在保

持迎风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飞机获得

了2倍推力，时速大增。

为了进一步提高飞行速度，道尼

尔将双座式改为单座式，采用流线型

的外形设计，使机舱和机背融为一体，

尽可能减少了飞机的横向面积。

1943年末，首架量产型Do-335V1

战斗机亮相，机头安装了一门30mm

机炮，两侧各有一门20mm机炮，机腹

挂有1000公斤炸弹，火力十分强大。

不过，此时的德国根本无力采购这种

价格昂贵、工艺复杂的战机。无奈之

下，Do-335战斗机只能暗淡退出历

史舞台。

Do-335战斗机——

飞得最快的活塞式飞机

1937年，德国航空部提出设计一

型单发动机、三座短程侦察与观测飞

机的需求，其中特别强调了飞机要有

良好的视野。当时，布洛姆-福斯公

司提交的方案便是德国设计师理查

德·沃格特设计的BV-141侦察机。

BV-141侦察机采用了当时极为

罕见的不对称外形设计，为飞行员

专门设计了一个独立短舱，布置在

机身右侧，通过一个巨大的梯形机

翼连接主机身。BV-141的设计方案

提交后，遭到德国空军的强烈反

对，不少人质疑这架飞机的飞行安

全性与稳定性。

但布洛姆-福斯公司冒险自费制

造了第一架原型机。在试飞过程中，

BV-141侦察机展现出惊人的性能参

数：最大飞行速度达370公里/小时，

海平面实用升限10000米，最大航程

1200公里。

闻讯后，德国航空部拨款给布洛

姆-福斯公司，要求他们再建造2架

原型机，进行更多的飞行测试。理查

德·沃格特在后续原型机上调整了独

立短舱的设计，使用了观察视野更好

的全玻璃风挡，同时为独立短舱安装

了相应的自卫机枪和航空侦察设备。

德国空军对3架BV-141原型机

的初步评估相当成功。BV-141不仅

具备战术侦察的能力，还配备了4挺

机枪，挂载了4枚航空炸弹，可以说

是火力十足。

尽管最后德国空军以动力不足

为由将BV-141项目废止了，但设计

师脑洞大开的设计思维，为航空飞

机设计探索开辟一条新途径，催生

了飞行器的创新发展。

BV-141侦察机——

外形设计不对称的飞机

歼教-1的技术难度

在我国当时的航空工业

史无前例

黄志千，出生在长江边上的淮阴小
城。他取名“志千”，顾名思义就是“志
在千里”。少年时期的黄志千，凭借过
人的勤奋，自学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

学生时代的黄志千，就不同于常
人。他的大学同学、航天专家王子仁回
忆说：“志千性格内向、寡言谈，因络腮
胡很密，面目虎虎然，同学们亲切地称
他‘黄老虎’。”

沉默寡言的背后，是他对事业特
有的专注与细致。别人要反复修改的
机械设计图纸，他往往一次就能制作
成型。

留学英国时，黄志千抓住难得的
机会，刻苦学习航空设计技术。当时，
英方禁止中方人员进入设计部门，还
封锁了核心技术资料。但优秀的黄志
千被英方破例选中，负责机身后部结
构设计。

1947 年，英国伦敦郊外，一架“流
星”喷气式战机灵巧地在云朵中穿梭，
最高飞行速度达到 975公里/小时，创造
了飞机飞行速度的世界纪录。看着自
己参与设计的飞机试飞成功，黄志千心
中有了新的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也能制
造出喷气式飞机。

新中国成立后，黄志千回到祖国，
担任航空工业局飞机设计组组长。

不久，他便主动提出，离开北京到
东北，设计制造我国第一型喷气式战
机——歼教-1。

当时，新中国的飞机设计制造业几
乎是一张白纸。为数不多的设计人员，
见过喷气式飞机的人屈指可数。缺少
技术资料，技术人员就从科研院所借来
外文资料，边翻译边学习；缺少试验设
备，他们就自己动手，焊接加工。
“图纸是工程的基础，一定要严格

遵守制图规定，练好基本功……”飞机
结构强度专家冯钟越回忆说，黄志千对
待工作异常严谨，培养年轻人耐心细
致，经常一边帮着修改设计问题，一边
给大家示范讲解。

当时，歼教-1 设计图纸多达上万
张。为了确保上百人设计的图纸协调
一致，黄志千通宵达旦地审核把关。为
了尽快让年轻人练好基本功，黄志千会
在图纸上进行详细地修改和批注，便于
设计人员及时发现图纸问题、提高设计
图纸的能力。

在飞机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发
现新机型常常出现颤振问题。当时，
正值东北的冬天，风比钢硬、钢比风
冷。但是，团队上下攻克难关的意志
坚如磐石。在多数东北人选择“猫冬”

的时候，黄志千带领设计人员拖着木
质战机模型，顶风冒雪跑到城市郊外，
进行风洞试验。
“每次试验，他都在场，像守望自己

孩子一样，观察战机的一举一动。”顾诵
芬院士回忆说，长达 2个月的时间，黄
志千带领设计人员一起梳理试验现象
数据，确保了战机两侧进气设计的可
靠性。

千辛万苦，终于等到新型战机诞生
之日。这一天，黄志千激动不已——

1958 年 7月 26 日，在北陵机场，当
信号弹划破天际，歼教-1呼啸着向跑道
滑去，轻盈地飞上蓝天，成功做出多个
高难度动作。

飞机着陆后，黄志千和在场的设计
人员高兴地欢呼起来。他们有足够理
由自豪，因为“其技术难度在我国当时
的航空工业史无前例”。

如今，人们已无法想象，研发者当
时在完成这“惊天一飞”时所拥有的巨
大决心与勇气。

他为天空而生，又在

天空陨落

20 世纪 60 年代，美军高空侦察机
常常侵入我国领空，我军雷达“看”得
到，但战机“够”不着。研制一款速度
快、航程远、战斗力强、能与当时世界同
类型战机相匹敌的“竞争机”的重任，就
落在黄志千和他的同事们肩上。

当时，我国仅具备仿制第一代超音
速战机的能力，直接跨越到自主设计 2

倍音速战机的水平，难度可想而知。
从系统原理到成品附件，再到试

验方法，每一次艰苦攻关，都烙上了
那一代人历经磨难、不懈奋斗的集体
印记。

在歼-8研发工作取得一定进展时，
战机“心脏病”的问题成为他们前行的
“拦路虎”。

一次会上，大家争论：是安装一台
全新研制的国产发动机，还是安装两台
经过改进的歼-7发动机？大家各抒己
见，争论不止。
“某型飞机因为没有成熟发动机

而不能定型，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汲取，
我们不能再重蹈发动机拖飞机后腿的
覆辙！”黄志千权衡当时国内的技术条
件，冷静地提出应采取较为成熟的“双
发方案”。实践证明，这一选择大大缩
短了战机的研制时间，有效规避了技
术风险。

为了让战机更符合部队需求，黄志
千带领联合调查组，走遍空军部队、院
校和机关，收集部队对歼-8飞机总体方
案的意见300余条。

受当时导弹至上的潮流影响，歼-8
飞机起初设计时没有安装机炮。与一线
飞行员深入交流后，黄志千得出结论：机
炮仍是必备的重要武器，要在歼-8原有
导弹方案基础上增加一门机炮。
“我们技术上出现了失误，志千同

志不是责难，而是经常鼓励我们如何
去消除失误。”一本泛黄的《歼-8型飞机
强度计算原则》小册子，一直放在管德
院士的案头。这些年虽接触到不少先
进飞机制造理论，但管德院士将这本小
册子一直珍藏至今。

有一次，黄志千发现年轻的管德对

一个技术问题认识不到位。他带着管
德对一组组数据进行比对，还给他讲解
国外先进设计理念。见他听得意犹未
尽，就把自己编写好的《歼-8型飞机强
度计算原则》小册子送给了管德。

在黄志千的激励下，管德顺利完成
了歼-8飞机气动弹性设计工作，建立了
一整套颤振计算程序，奠定了我国航空
气动弹性专业的基础。

他为天空而生，又在天空陨落。
1965年 5月 20日，黄志千带队前往欧洲
考察时，乘坐的班机失事，他不幸遇难。

此时，距批准歼-8 战机研制方案
仅仅 3天。
“天空没有留下我的身影，而我曾

飞过。”这位航空赤子以悲壮的方式告
别了他挚爱的飞机设计事业。他的学
生们继承了他的遗志，成功把歼-8战机
送上祖国的蓝天。

在 30多年的服役岁月里，歼-8战
机一直翱翔在祖国蓝天，以出色表现捍
卫着祖国的海空安全。

航空工业是“生产”

英雄的流水线

与黄志千共事的人，都听过他提出
的“苗子、尖子论”：“要注重发现和培养
技术拔尖的尖子和技术不那么拔尖、却
也有很好潜力的苗子。苗子出尖子，尖
子带苗子，苗子带全体，互相促进，搞活
人才队伍。”

在黄志千的眼里，顾诵芬无疑是
“尖子”的代表——早在歼教-1 研制

初期，年仅 26 岁的他即被黄志千委以
设计飞机气动布局的重任。

时至今日，年过九旬的顾诵芬院
士仍然记得恩师的教诲：“志千同志对
我们这些晚辈十分关心，要求我们有
严格的工作素质，培养了我们良好的
设计习惯。他常说，‘这些青年人，将
来是我国飞机设计的宝贝，要把他们
的基本功练好，练扎实。’”

1985 年 11 月，歼-8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特等奖。获奖名单中，顾诵芬的
名字赫然在列。此时，距恩师黄志千逝
世已过去了整整20年。
“新生事物总会有失误，知错就改，

不要考虑个人得失。”获奖后的顾诵芬，
脑海中闪现的不是战机首飞成功时的庆
祝场面，而是老师这句朴实温情的话语。

20 世纪 60 年代初，顾诵芬担任
歼-8 气动布局设计的副总设计师，为
了战机上的一处改进设计进行了大量
数据计算。不少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
解。黄志千了解情况后，鼓励顾诵芬
坚持大胆创新，直到做出最好的设计。

在“飞豹”战机总设计师陈一坚院
士的眼中，黄志千是一位近乎苛刻的
老师。

一次，黄志千问他一项技术数据，
他凭记忆随口而答。黄志千带着他一
起查阅资料，并语重心长地说：“设计师
要有严格的技术素养，要认真查资料，
记忆难免有失误，万一失误，后果就很
严重。”

在航空工业专家李在田眼中，黄志
千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来国营 112
厂（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前
身）之前，李在田就听说过黄志千的鼎
鼎大名。原以为这位名设计师高不可
攀，可接触一段时间后，他笑着说：“黄
总为人谦和，事无巨细，有问必答，从不
厌烦，也无傲气……”

长期与黄志千共事、后任某设计所
所长的张仲秋，评价黄志千是“干实务、
求实效，却不事张扬；满腹经纶，却不轻
易外露；有远有近、远近结合、有板有
眼，步步稳妥推进，质朴无华……”

当这些碎片化的记忆整合起来，就
是对这位功勋卓著的航空巨匠最好的
追思。黄志千影响的不只是一代人，而
是几代航空人。

一颗星星陨落了，但天穹依然群星
灿烂。在黄志千的带领下，沈阳飞机设
计研究所成为名副其实的“飞机设计师
摇篮”。昔日稚嫩的苗子，很多成长为
专家、院士、飞机设计单位领导，成为航
空领域的开拓者和带头人。

有人说，航空工业是“生产”英雄的
流水线。沈飞 4位英雄黄志千、徐舜寿、
高方启、罗阳将最后的生命定格于 51
岁。在他们的身后，一代代航空人，继
承了前辈们“航空报国”的崇高理想，为
研制先进战机呕心沥血，使中国航空事
业实现了从总体跟跑、主体并跑到实现
领跑的历史跨越。

图①：歼-8战机。
图②：黄志千中年时期的照片。

资料照片

黄志千：新中国首任飞机总设计师
■云 川

今年 7 月 5 日，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
二代歼击机——歼-8成功首飞 51周年的纪念
日。51 年前的这一天，歼-8 腾空而起翱翔蓝
天，战机用呼啸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有了自
主研发的高空高速战机。

这一飞，让共和国自此有了生命力强大的
种子战斗机——歼-8 战机由此衍生出多个型
号，以庞大的家族守卫着祖国的长空。

我们将镜头投向国之重器的背后，歼-8总
设计师黄志千走进人们的视野里。在他 51 年
短暂的生命里，黄志千在我国航空领域做了诸
多开创性工作：参与组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
计室，培养出第一代飞机设计团队，主导设计
第一架自主战机歼教-1……在歼-8 之前，国
产战机设计负责人均无总设计师头衔，黄志千
被誉为新中国首任飞机总设计师。

“他们重视的是航空工业之创建，而非个
人问题。回顾当年，他们报国有心，而无利己
之念……”黄志千爱人的评价，是这位航空巨
匠一生的追求。他开启了我国自主设计飞机
的先河，扛起歼教-1、初教-6、强-5 和歼-8 等
多型战机研制重任；他倾尽毕生精力培养人
才，探索形成的飞机设计理念，奠定了我国飞
机设计基础。

军工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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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别里耶夫在

飞机工厂实习期间，曾乘Avro-504K飞

机进行了一次试飞。事后，他郑重讲

道：“设计师应该亲自体验产品，因为

飞行经验对他们大有裨益。”

别里耶夫设计局成立之初，别里耶

夫就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个航空俱乐

部。经多方协调，上级给俱乐部分配了

2架飞机。当时，没有一个设计师愿意

“冒险”试飞。为了说服大家，别里耶夫

主动申请成为第一名试飞员。

别里耶夫似乎天生就有着飞行员

的基因。经过短期培训，他顺利获得了

飞行证书。不久后，他就能够独立驾驶

飞机进行飞行试验。

一次，别里耶夫在驾驶MBR-2飞机

飞行时，途中遇到了一场大风暴，飞机

发动机受损。别里耶夫冷静地操作飞

机迫降。经过简单维修，飞机故障排

除。别里耶夫再次驾驶飞机安全飞抵

目的地。

这段试飞经历，给其他设计师很大

的鼓舞，大家积极报名参加培训。别里

耶夫随即成立了一个航空运动爱好者

小组，自任组长，向设计师传授飞行经

验。从此，别里耶夫设计局的设计师，

陆续驾驶着自家研发的飞机翱翔蓝天。

在研制别-103飞机过程中，设计

师凭借多次试飞经验，提出了三点式滑

水构想，从而改进了飞机在水上滑行时

的稳定性。

后来，有人这样评价，别式飞机不

仅仅是造出来的，更是设计局设计师们

一次次飞出来的。

别里耶夫航空俱乐部—

“设计师应该亲自体验产品”
■石 峰 范鲁港

Avro-504k飞机进行首次试飞。 资料照片

军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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