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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升，翻飞，旋转。

此刻，战机如肆意翱翔的飞鸟，天

空是独属于它的舞池。

2018 年，第 12 届珠海航展，李吉宽

驾驶着配装推力矢量发动机的歼-10B

验 证 机 冲 向 天 际 ，在 世 人 惊 叹 的 目 光

中，展示了“眼镜蛇”“赫伯斯特”“落叶

飘”等 5 个典型过失速机动动作。

在单发鸭翼式飞机上完成 5 种高难

度过失速机动动作，在全世界都是罕见

的。

这一刻，世界看见中国空军试飞员

的自信从容，看见中国自主研制飞机的

优异性能，也看见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防

科技实力。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腾飞紧密相

连，对李吉宽来说，这是他身为一名试

飞员最光荣的时刻。

当 一 架 架 飞 机 冲 破 新 的 界 限 ，当

中 国 空 军 飞 向 更 高 天 空 ，试 飞 员 的 身

影 始 终 随 之 翱 翔 。 新 时 代 的 天 空 ，李

吉 宽 如 愿 以 偿 ，担 负 了 歼 -20 战 机 的

试飞任务。

作 为 空 军 某 试 飞 部 队 部 队 长 ，李

吉 宽 用 一 次 次 挑 战 极 限 的 飞 行 ，为 新

时 代 的 空 中 作 战 验 证 了 更 多 可 能 ，也

为 人 民 空 军 全 力 奋 飞 开 辟 出 更 多 航

线。

选择勇敢

“ 只 有 亲 身 经 历 过 生 死
考 验 ，才 会 明 白 试 飞 事 业 的
重要性”

曾经，李吉宽并不真正理解，成为

一名试飞员意味着什么。

刚刚调入试飞部队时，他觉得很满

足。“在我心中，试飞就等于去飞我国最

先进的战机，而这正是每个飞行员的梦

想。”李吉宽说。

那么，试飞员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 果 说 飞 行 是 勇 敢 者 的 事 业 ，试

飞，便是孤勇者的战斗。

“试飞员飞的飞机、测试的武器，没

定型，没先例，而且必须飞出高风险、高

精度、高难度，从而验证拓展飞机性能

的极限。”李吉宽说。

这是一个用生命为战机试验，将热

血献给蓝天的职业。

“只有亲身经历过生死考验，才会

明白试飞事业的重要性。”李吉宽永远

忘不了第一次处置险情的经历。那也

是他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试飞员面对的

风险与考验。

那年夏日，西北大漠，四野苍茫。

日光炙烤着战机表面，李吉宽在西

北某基地执行某型战机的校飞任务。

这一天，他同往常一样确认飞机状

态良好，信心满满地进入座舱。

飞机滑向跑道，一切显示正常。李

吉宽握住手柄，操纵飞机加速，准备起

飞。

眼前的景物迅速向后倒退，机头逐

渐抬起，就在飞机飞离地面不久，机身

突然不受控制地向右翻滚。电光石火

间，李吉宽迅速反向压驾驶杆，机身还

是在持续翻滚。

飞机操纵无响应，这种特情对飞行

员来说，几乎是“无解”的。李吉宽万万

没想到，自己会遇上这一天。

反复操作无果，李吉宽灵机一动，

向前压驾驶杆。出人意料的是，压杆的

瞬间，飞机竟然自动恢复了可控。

他 立 刻 加 大 油 门 ，机 头 向 天 空 仰

起，迅疾如箭，冲向云霄。

完成当天的计划课目，落地后，李

吉宽想起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心

里一阵后怕。

“这次经历改变了我对试飞事业的

理解和看法。”李吉宽说，“我们必须做

好充足的准备，对战机了如指掌，才能

在关键时刻应对自如。”

这场险情之后，他开始更认真地学

习战机构造和机械原理，构思空中险情

处置方案，并反复在舱中操作练习。

再后来，每次遇到险情，李吉宽都

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正确的处置方

法。

“试飞员承担着国家最新式、最尖

端的军用航空器试飞任务，只有自身的

本领过硬，才能赋予战鹰最佳性能，促

进部队战斗力提升。”李吉宽说。

跨越极限

“有幸参与和见证国家航
空事业的腾飞，我们是最幸运
的一代人”

这一天，注定是历史铭记的一天——

歼-20 战机在四川成都首飞。

钢铁战鹰从这里掠地而起，直刺苍

穹。这一天，中国空军开始跨入“20 时

代”。

李吉宽是歼-20 首飞小组成员，与

首 飞 试 飞 员 李 刚 互 为 备 份 。 首 飞 当

天，他驾驶歼-10 战机全程伴飞，观察

歼-20 飞行状态。在歼-20 降落前，李

吉 宽 提 前 返 回 地 面 ，默 默 将 飞 机 滑 到

一旁。

作为备份，李吉宽并不失落。看到新

型战机在蓝天翱翔时，他感到热血沸腾。

近年来，中国航空武器装备呈井喷式

发展，歼-20 的首飞成功，开启了中国空

军“20时代”，也宣告中国战机“隐身时代”

的到来。“有幸参与和见证国家航空事业

的腾飞，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代人。”李吉宽

说。

歼-20、运-20、直-20 等国之重器

横空出世，试飞工作全部由中国自主完

成。李吉宽感到与有荣焉：“因为这腾

飞，与我们的努力息息相关。”

那年 3 月，李吉宽参加大迎角和失

速尾旋专项培训。

4 个多月的时间，9 个机型的飞行

培 训 任 务 ，5 万 余 字 的 学 习 笔 记 和 飞

行 体 会 …… 面 对 陌 生 的 领 域 ，他 和 战

友 凭 借 扎 实 的 理 论 基 础 和 惊 人 的 毅

力 ，成 功 取 得 大 迎 角 和 失 速 尾 旋 试 飞

员证书。这也为他后来飞出“眼镜蛇”

等 典 型 过 失 速 机 动 动 作 ，奠 定 了 技 术

基础。

中国的推力矢量发动机研制成功后，

李吉宽主动请缨，挑战“眼镜蛇”机动。

在推力矢量技术运用之前，国产飞

机飞行受到最大迎角限制，一旦超过就

可能失速，甚至可能空中停车。而他要

挑战的“眼镜蛇”，是 110 度超大迎角机

动动作。

这意味着，以往国产飞机的最大迎

角到 110度之间的范围，是前人从未探索

过的盲区。

“就像待在一个拉着窗帘的漆黑房

间，不知道外面天气是好是坏。只有窗

帘每拉开一点，多看到一丝光亮，心里

才能多一分踏实。”李吉宽的战友李刚

说。

90 度，100 度，110 度！随着迎角增

大，试飞员的每一个操作都至关重要。

李吉宽绷紧了脑中的弦，自始至终

只有一个念头：“怎么把下一个动作做

好 ”。那一刻 ，他仿佛达到了“人机合

一”的境界。

试验最终圆满完成。2018 年的珠

海 航 展 ，李 吉 宽 向 全 世 界 观 众 展 示 了

“ 眼 镜 蛇 ”“ 赫 伯 斯 特 ”“ 落 叶 飘 ”等 超

机 动 动 作 ，成 为 中 国 超 机 动 领 域 第 一

人。

传递火种

“让飞行员更加自信地捍
卫祖国的蓝天，让空中力量更
有能力守护和平”

做了 20 年试飞员，李吉宽明白，试

飞员是走在战争前面，为部队战斗力的

成长排雷开路的人。

如果一名合格的试飞员能够一次

次挑战极限，将飞机和武器装备的最高

战力化为部队的常态化战斗力。那么，

一名杰出的试飞员，就需要将这种能力

传授给更多飞行员，如传递火种一般，

让尖端的技术、高难度的操作，在更大

范围推广开来。

那年 3 月，空军决定重启院校失速

尾旋普训。李吉宽和战友接下了带飞

首批种子教官的任务。

在航空界，失速尾旋是一个令人谈

之色变的话题。飞机进入失速尾旋，会

一边自转，一边小半径螺旋下降。据统

计，世界上军用飞机失事，有 41％由于

失速尾旋造成。

酷 暑 时 节 ，空 气 中 热 浪 翻 涌 。 经

过 一 年 多 的 研 究 准 备 和 试 飞 验 证 ，李

吉 宽 和 战 友 李 刚 进 驻 某 飞 行 院 校 ，正

式开始带教空军部队失速尾旋种子教

官。

考虑到失速尾旋课目危险性太高，

为了减轻学员们的心理压力和畏难情

绪，李吉宽和战友采取“稳扎稳打、步步

为营”的策略，由简入难进行教学——

先让学员感受飞机即将失速的状态，一

点点建立信心、掌握技术，再控制飞机

进入失速，进而进入尾旋。

“就像在悬崖边上搭台子，每迈出

一步都要十分小心。”李吉宽说。

带飞学员时，他将飞机拉升至一定

高度，随后减小速度，增大迎角，蹬舵。

顷刻间，飞机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怒

吼着翻滚起来，进入尾旋状态。

很快，李吉宽和战友让首批种子教

官掌握了失速尾旋和左边界飞行的操

纵特点、教学方法和风险防控手段。

从试飞、带训到普训，从飞行教官

到新飞行学员，在一级一级的教导与学

习中，李吉宽和其他试飞员点燃的“火

种”慢慢散播开来。

失速尾旋纳入院校教学内容，不但

为飞行员打牢了防范事故的安全基础，

也从战斗力“源头”锤炼了他们特情处

置能力和心理素质。

“我很高兴能将自己的能量传递给

更多飞行员，为战友遂行各类飞行任务

贡献一点力量。”李吉宽说。

在李吉宽和战友的带教下，一个个

从空海军航空兵部队走出的优秀飞行

骨干 ，驾驶战机上高原、越崇山、征大

漠、赴远海……

“让飞行员更加自信地捍卫祖国的

蓝天，让空中力量更有能力守护和平。”

这，是李吉宽与所有新时代试飞员心中

共同的愿望。

人 生 无 畏 筑 梦 蓝 天
—记空军歼-20战机试飞员李吉宽

■唐 浚 何丹谭 王 刚

1952年 3月，空军组建驻沈阳飞机厂试飞组，新中国第一支试飞部队正
式成立。转眼，已经过去70年。

在抗美援朝战场的炮火中，第一代试飞员不顾生命危险，驾驶战机冲上
云霄。而后，他们将修理后重新验证的飞机，一架一架送上了战场。

70年来，一代代试飞员坚守在国防科技战线前沿，见证我国航空事业发

展的一个又一个辉煌，歼-20、运-20、直-20等新型装备陆续列装部队，人民
空军进入“20时代”。

70载光阴，空军试飞部队承载了中华民族的航空梦想，推动着人民空军
战略转型的步伐。我们希望，通过记录一名名优秀试飞员的故事，回望这 70
年的峥嵘岁月，也为新时代的空军试飞员做一次画像。

空军试飞部队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 军工科普

你是否听过这样一个航海故事？

很久以前，一支船队在航行的途

中遇到强风暴，狂风巨浪之下，货轮危

在旦夕，随时面临被掀翻的风险。老

船长当机立断，命令船员向船舱灌注

海水，使货轮转危为安。

听到这里，你是否产生了一个疑

问：给船注水，岂不是白白增加航行的

负担与能耗吗？

事实上，船舶也是需要“喝水”的。

在 运 河 上 ，专 门 有 这 样 一 种 营

生——给空船注水。让空船“喝水”，

其实是出于航行安全的考虑。

空船像是一片漂在海上随波逐流

的叶子。在海水的强大推力下，轻飘

飘的叶子几乎没有任何抗衡的能力，

它的前行速度、前行方向及动力，全都

要听凭海水的“心情”。而航海不是漂

流，它是一项有方向、有目标的运输活

动。所以，掌握海上航行的主动权，就

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船舶设计师在设计船体构

造之初便注入巧思。

船上专门设置了一个用于“喝水”

的“胃”，被称之为压载水舱。船舶在

空载状态时，需要将海水注入压载水

舱内来保持一定的吃水，维持船舶的

稳定性和推进效率。这一功能区往往

被设在船舶的货舱两侧，宛如调节船

只平衡的天平。

根据运输货物的重量大小，航海

者会相应增加或减少舱内的水量，以

保证途中遭遇风浪时，船舶依旧能平

稳航行。由于船舶自重和水流的浮力

作用，漂浮航行的船舶一定会有所倾

斜。这时，航海者便会通过适时调节

压载水来调整船舶浮态。“喝水”这一

策略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航船为何要“喝水”

图①：李吉宽驾驶歼-20战

机在空中飞行。

图②：李吉宽。

作者供图

轰鸣声彻夜不断，星星火光蜿蜒盘

踞，仿佛有腾飞之意。

这里，位于四川江油的深山。在太

华山下，这个叫松花岭的地方，诞生了

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

台。

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简称

高空台，是由一系列复杂设备及一个个

巨大的试验舱组成的。

试验舱中，无论是低空的高速行进，

还是高空的极寒飞驰，航空发动机在飞

行中可能遭遇的各种物理环境都可以被

模拟出来。发动机要在这里经过层层考

验，试验合格后，才能飞上蓝天。

在没有高空台的岁月里，新研制的

航空发动机会被运输机载到高空进行

试验。受飞行平台的性能限制，这种试

验方法效率低下，严重影响航空发动机

的研究进程。

20 世纪 40 年代后，世界各军事强

国先后建成高空台，把复杂的高空试验

搬到地面，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开始进入

“快车道”。

雏 鹰 试 翼 ，亦 有 高 飞 之 志 。 1958

年，为了紧跟时代步伐，中国决定开展

高空台建设。然而，研究刚起步不久，

外国援建计划便被迫中断，高空台的研

制陷入困境。

“你们中国没有能力建高空台，20

年后我们送你们一台，作教学使用。”外

国专家的话深深刺痛了中国航空人的

心。每个人心中都憋着一口气：誓要打

造属于中国自己的“争气台”。

高空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

的技术难度高、设备种类多、投资消耗

大，而且技术指标极为苛刻。整个系统

要面对温度、压力等指标变化带来的一

系列技术问题。

面对这样看似不可能的任务，1965

年，18 名勇士义无反顾走进深山，为建

造高空台夯下第一方土。

没有参考图纸，缺少建设经验，当

年他们除了一腔热血和双手，几乎一无

所有。从零开始，他们边学边干。就在

经年不改的坚守中，如山难关开始逐渐

松动。

艰 难 困 苦 ，玉 汝 于 成 。 谁 也 没 想

到，这个项目会整整持续 30 年。30 年

间，高空台的建设者克服千难万险，备

尝艰辛。

1995 年，中国第一座高空台全面建

设完成，试验结果表明，高空台完全满

足 我 国 航 空 发 动 机 研 制 发 展 的 需 求 。

外国专家惊叹：“你们中国人是魔术师，

这是个奇迹。”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

台，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争气台”。

站在太华山的山腰上，可以看到一

座专门为高空台修建的人工水库，建设

者 为 它 取 了 个 浪 漫 的 名 字 —— 天 鹅

湖。不过，从这里起飞的不是优雅的天

鹅，而是保卫祖国领空的战鹰。

左图：松花岭高空台试验基地。

资料图片

托举梦想的“争气台”
■沈高剑 姜子晗

军工档案

①①
②②

在飞机航行途中，吸烟被明令禁

止。那么，飞机是通过怎样的“火眼金

睛”发现吸烟行为，并及时制止的？

答案，是烟雾报警器。

烟雾报警器内部有一个探测传感

装置，一旦有烟气进入立刻报警，机组人

员便能及时定位目标，制止吸烟行为。

烟 雾 报 警 器 的 实 质 ，就 是 探 测

器。飞机作为一种高空复杂环境下运

行的交通设备，需要对自身状况及周

围环境的变化及时感知，提前预警。

这一功能的实现，便仰仗于种类繁多

又功能复杂的探测器，它们就像是孙

悟空的“火眼金睛”，总能以敏锐的感

知力，“看穿”所有危险。

探测器，顾名思义，即探测某种物

质或侦测某种指标的仪器。

飞机上，不同探测器执行着不同的

任务，比如罗盘传感器、振动传感器、航

向系统受感器、宇宙射线探测器、过载指

示器等。各种探测器的精确度和灵敏度

之高，堪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它们就

像人的不同感官，从多个维度感知航行

过程的异常，确保飞行安全。

在飞机的众多探测器中，空速管是

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它能感受并测定

气流的总压和静压，而后将测得的数据

传送给大气数据计算机和飞行仪表。

航向系统受感器，则能实时监测飞机航

行状态及航行线路，避免发生偏航，让飞

机按照预定航线飞行。

此外，也有一部分探测器属于任

务载荷，如航空磁力探测仪，是一种用

于探测地磁场变化以搜索潜艇的仪器

仪表。航空磁法勘探作为航空物探的

主要方法之一,凭借高效、快速、受地

形地貌影响小等优势, 一直在地质普

查、金属矿勘探、油气资源远景评价等

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 轶、李光豪）

飞机上的“火眼金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