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C U L T U R E

8 责任编辑 翟冬冬

2023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一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本报记者 付毅飞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

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在现代战争中，集指挥、控

制、通信和情报于一体的空中指

挥预警机，正是实现“知己知彼”，

能极大提升作战效能的利器。

1982年4月，在英国与阿根廷

的“马岛战争”中，英国舰队由于没

有装备预警机，未能及时发现低

空偷袭的阿根廷战机，以致遭受

重创。同年6月在“叙以战争”中，

虽然双方空军力量相当，但以色

列空军在预警机引导下偷袭叙利

亚防空导弹阵地，仅用6分钟就摧

毁了 19 个导弹连。而双方的空

战，更是以叙军被击落约 80 架战

机，以军无一损失告终。

“没有预警机，我们拒绝空

战。”作为世界最早研制出预警

机 的 国 家 ，美 国 人 的 话 傲 慢 又

“凡尔赛”。

这番话刺痛了中国人。20

世纪 90 年代初，预警机研究在我

国还是一项空白。要捍卫 960 万

平方公里的陆地以及 470 万平方

公里的领海疆域，研制预警机成

为我国国防建设的当务之急。

“我们不但要研制出预警机，

还要研制出世界领先的预警机！”

一位雷达科研工作者立誓。

他叫王小谟。

“我的理想就是
无线电事业！”

古 县 金 山（今 上 海 市 金 山

区），位于上海西南远郊，杭州湾

北岸，史有“控扼大海，襟带两浙”

之说。当代诗人张青云在《金山

赋》中写道：“历沧桑而多史迹，饶

物产而秀人文。”

1938年 11月 12日，王小谟出

生在这钟灵毓秀、鸾翔凤集之地。

他的童年并不平静。当时

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他经历了金

山从伪县政府到日控特区公署

的更迭。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

时光。

王小谟的父亲王宏谟，跟随

冯玉祥将军南征北战多年，曾任

冯玉祥、傅作义部少将参谋。抗

日战争期间，王宏谟带着家人辗

转后方，坚持抗日。在王小谟眼

中，父亲魁梧挺拔、一身正气。他

渴望自己也能像父亲一样，成为

一名顶天立地的军人。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王小谟

一家搬到北京。几年后，他以优

异成绩考入高中，就读北京第三

十七中学。

这段时间，他养成了两大业

余爱好。一是京剧。与别的孩子

看热闹不同，王小谟看得津津有

味，不时跟着哼唱，甚至能从中悟

出许多人生道理。后来从中学到

大学，他都是学校京剧团的骨干，

青衣、花旦、老生、花脸，京腔京韵

张口就来，还拉得一手好京胡。

很多熟悉他的人认为，如果他不

是选择了科研道路，那一定会成

为京剧表演艺术家。

另一个爱好是无线电。第一

次接触收音机，王小谟就被迷住

了。他对无线电有一种天生的敏

感，看了里面的结构，觉得这玩意

也没有那么神秘。“如果有零件，

我也能做。”他想。

想到就做。王小谟攒了几个

月零花钱，从旧货市场淘来了矿

石、铜丝、耳机、天线之类。父母

也很支持，还帮他找配件。用一

学期的课余时间，他捣鼓出一台

无线电矿石收音机，在全校引起

轰动。当时的校长刘凤吾都称赞

说：“王小谟是个聪明且爱动脑的

学生。”

这次成功点燃了王小谟的梦

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理想

就是无线电事业！”

1956 年，王小谟考入北京工

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

工程系，这意味着他的兴趣爱好、

专业以及未来的事业能够结合起

来，他觉得自己幸运极了。

1961 年，王小谟以八木天线

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毕业设计，获

得全校毕业设计一等奖。随后他

被分配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

14 研究所（以下简称 14 所）总体

室 工 作 ，在 此 后 数 年 间 参 与 了

408 雷达的研制，并担任 583 三坐

标雷达专业组副组长，参与了国

内研制 583 雷达可行性方案研究

和初步工程设计。

“为部队着想，为
祖国争光！”

2019 年 9 月，王小谟携夫人

一起重返贵州都匀，这是让他魂

牵梦萦的地方。

40 多年前，在三线建设的声

声口号中，第四机械工业部第 38

研究所（以下简称 38 所）正是在

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的。

眼前的一切让王小谟既兴奋

又感慨。过去的厂房变成了制药

厂，单位变成了影视基地，子弟学

校早已换上气派的新颜……王小

谟向身边人指认着当年居住过、

工作过的地方，那将近 20 年艰苦

奋斗的日日夜夜，不断在他脑海

中浮现。

1969 年，按照 14 所“成建制

分迁”方式新建雷达研究基地的

部署，王小谟与数百名同事一起，

投身到深藏于黔西南大山的 38

所的创建中。

铁路、公路、山路，经过几天

几夜的辗转跋涉，他们来到都匀

郊外 20 多公里的大坪山下。周

围山峦起伏、植被繁茂，眼前是一

片约 3000 平方米的空地，这就是

多番考察后确定的建所地址。

对 当 时 的 情 景 ，王 小 谟 用

8 个 字 概 括 ：“ 开 荒 辟 野 ，白 手

起家”。

建设伊始，举步维艰。这里

住房紧张，大家就地取材，以毛竹

为架、芦席为墙、油毡作顶；生产

生活用水困难，他们就搬运铸铁

管和水泥电线，铺设了上千米的

引水管道；食物匮乏，他们自己耕

种，自办农场，轮流兼任饲养员。

头几年工区没有理发店，王小谟

还自学成才，主动当起了义务理

发师。

除了物质条件艰苦，精神生

活同样匮乏。山沟沟里，电灯电

话都是稀罕物件，晚上一片漆黑，

什么娱乐都没有。王小谟倒是想

得开，没事可干就工作吧，上班下

班都一样，工作效率反而更高。

那段艰苦但平静的生活，恰恰是

出成果的时期。

1969 年底，王小谟被任命为

38 所 总 体 室 临 时 负 责 人 ；1972

年 ，他 成 为 国 产 首 部 三 坐 标 雷

达——383雷达的总设计师。

三坐标雷达是当时国际雷

达技术研究的前沿。20 世纪 50

年代末，14 所在苏联专家帮助下

已 经 开 始 三 坐 标 雷 达 的 研 制 。

1960 年，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苏联专家撤走，冷冷地丢下一句

“就这些材料，看你们能不能弄

出名堂来”。

接到任务当晚，王小谟夜不

能寐。当时我国电子工业水平整

体不高，但形势严峻，迫切需要研

制出自己的雷达装备部队。他深

知使命光荣而艰巨，又深感能力

不足，不知从何做起。万千思绪

最后化作最朴素的念头：“为部队

着想，为祖国争光！”

1977 年，383 雷达完成样机

研制，攻克技术难关 60 余项。次

年经过试飞实验后，明确了一些

技术性问题的改进方向。1979

年，383 雷达进入正样研制阶段，

并在武汉再次进行试飞检验。

然而此次试飞过程中，雷达

时好时坏，很不稳定。王小谟指

挥研制人员把每个部件查了又

查 ，花 了 3 个 月 时 间 仍 毫 无 头

绪。后来他回忆，当时“死的心

都有”。

结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

发现症结所在，破解了难题。

383 雷达作为我国第一部集

成化、数字化、自动化的三坐标雷

达，于 1984 年 4 月获批定型。对

比数据表明，其技术指标全面优

于美国 TRS43雷达。

“我国研制预警
机的条件已经具备！”

2009 年 10 月 1 日，当国庆 60

周年阅兵式进入空中阅兵环节，

播音员激动地说道：空中方队过

来了，带队长机就是我国自主研

制 、具 有 世 界 先 进 水 平 的 空 警

2000预警机，我们的蓝天骄子！

这是中国预警机第一次在全

球观众面前公开亮相。坐在观礼

台上的王小谟流下了热泪。

1992 年 2 月，一纸调令摆到

王小谟桌上。他离开为之奋斗了

20 多年的 38 所，调任中国电子工

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由此踏上

预警机的论证与研制之路，开始

推动我国国土防空网从地面走向

空中。

海 湾 战 争 爆 发 后 ，预 警 机

凭 借 抢 眼 的 表 现 ，成 为 世 界 关

注 的 焦 点 。 有 人 说 ，预 警 机 能

做 的 事 情 大 概 相 当 于“ 深 夜 用

肉眼看见 20 公里外有人划了根

火 柴 ”。 这 种 对 远 距 离 微 小 目

标 的 判 断 能 力 ，决 定 了 其 研 制

的复杂性。为了加快预警机研

制，解决装备急需，我国开始寻

求与军事强国合作。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王小

谟就着手策划预警机的研制，并

组织规划和实施了机载预警雷达

的关键技术攻关，取得了一定突

破。搞了半辈子雷达的他，心里

早已盘算清楚：我们的研制条件

确实差一些，但研制预警机并非

绝不可为，只要努力还是有把握

的。在国防科工委组织的预警机

研发分析会议上，王小谟坚定地

提出：我国研制预警机的条件已

经具备！

为慎重起见，国防科工委组

团前往以色列、俄罗斯考察。作

为考察团副团长的王小谟，抓住

这次学习机会，就各种技术问题

同以、俄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考察结束，出现意见分歧，

有人建议整机购买，有人主张合

作研制。最后国家决定“两条腿

走 路 ”。 王 小 谟 分 析 了 美 、英 、

以、俄、日预警机的性能特点，又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建议选择与

以色列开展合作。双方协商决

定，共同研发“发展型预警机”，

以俄罗斯伊尔-76 为载机，采用

以色列费尔康预警机的雷达和

信号。

签订合同前，双方就具体设

计方案开展了多次讨论。

比如，以方提出“机身头部和

前部两侧配置 3 块天线阵面扫描

260 度 方 案 ”，中 方 认 为 存 在 盲

区；王小谟提出的“三面有源相控

阵雷达方案”可以避开伊尔-76

的高垂尾阻挡，实现 360 度无盲

区扫描，但以方认为难度太大无

法实现。王小谟解释说，采用复

合材料加大天线罩方法，可使三

面相控阵扫描时不受影响。以方

仍心存疑虑：天线罩属异形结构，

精度要求极高，能做好吗？

加大天线罩确实是个问题，

国内也有相关专家提出疑问：其

制作过程中需要很大的热压罐，

现有产品太小无法满足要求。王

小谟幽默回答：“有多大的萝卜，

我们就挖多大的坑。天线罩多

大，就造多大的热压罐。”他带领

团队紧张研发，顺利完成了我国

最大热压罐的建造。

要完整研发三面有源相控阵

雷达，还面临“三面天线如何实现

360 度全覆盖”“相控阵天线扫描

角度”“尾部盲区”等难题。王小

谟提出了“三面相控阵解决尾部

盲区方案”，与以方几经探讨终于

达成共识，决定采用大圆盘、背负

式、三面有源相控阵新型预警机

方案。合作项目被命名为“圆环

工程”。

1996 年 4 月 22 日，这场马拉

松 式 的 谈 判 画 上 句 号 。 2 个 月

后，国防科工委批复，同意项目合

同启动，并将其列入“九五”军工

技术专项计划。1998 年 2 月，王

小谟被任命为“圆环工程”行政副

总指挥兼总设计师，扛起协调、技

术、行政三重重担。

正当项目合作进入快车道

时，变故突然发生。2000 年 7 月，

由于美国的阻挠施压，以色列单

方面终止了项目。这让中方猝不

及防。

王小谟却早有准备。在项目

研制过程中，他就坚持同步安排

国内配套研制，使我国在较短时

间内掌握了多项重大关键技术，

将预警机发展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手里。

由此，他带领科研团队，在合

作终止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成功

拿出了样机，让“圆环工程”起死

回生。这不仅令外国专家瞠目结

舌，也出乎许多国内同行的意料。

这时，新的国产预警机项目

即将上马，并被明确为国家重点

工程。王小谟本是总设计师的最

佳人选，但他身兼数职，分身乏

术。项目方征求他的意见，他推

荐了一位 38 岁的年轻人，这就是

后来空警 2000 预警机的总设计

师陆军。

“我深深地感觉
到，自己很幸运！”

2013 年，王小谟获得 2012 年

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面对荣誉和赞誉，他却淡然地

说：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研

制 雷 达 ，然 后 负 责 将 世 界 上 最

先 进 的 技 术 应 用 到 预 警 机 上 ，

把设计变为现实。我只是个普

通人，国家给我这个奖，是对整

个 科 研 团 队 的 肯 定 ，我 代 表 他

们领奖。

2002 年初，随着“圆环工程”

收官，64 岁的王小谟调任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负责

预警机出口工作。这本是组织上

考虑到他年事渐高，让他退出科

研一线的安排。

然而，随着中国电科 2004 年

启动空警出口型 ZDK03 的研制，

王小谟又承担起项目总设计师的

重任。他再次绷紧神经，忘掉了

年龄，回到了习惯的高强度工作

状态。

2005 年夏天，王小谟来到大

西北戈壁滩上的某试飞现场，带

着技术人员在有时零上 40 摄氏

度，有时零下 30 摄氏度的机舱，

开展了长达数月的作业。恶劣环

境和超负荷工作，让他的身体难

以承受，腹泻、腰痛、带状疱疹接

踵而至，但他凭借顽强的意志，硬

是挺了下来。

空警出口型样机的研制成

功，为我国预警机基于国产飞机

平台实现“小平台、大预警”的跨

越，提供了重要技术基础，也标志

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出

口预警机的国家。

即便到了古稀之年，王小谟

仍心系预警机发展。中国预警

机 如 何 走 到 今 天 ，未 来 该 向 哪

去，他了然于胸。“在最初的自主

研制中，我们就有着长远考虑。

因此，第一个型号做出来后，后

面 的 各 种 机 型 也 都 能 做 出 来

了。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已经形

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系列。”他曾

介绍说，“预警机现在向小型化、

网络化、多功能化、使用方便、价

格便宜等方面发展。尤其是成

本方面，从发展来看，以后的预

警机会越来越便宜。”

走一步看两三步，是王小谟

习惯的思维方式，他也将此应用

到科研队伍培养上。在繁重的研

发工作中，他有意识地培养后备

人才，手把手地带出陆军以及空

警 200 总设计师李超强这样的业

务骨干，让雷达领域涌现一批批

年轻专家，成为我国军事电子领

域的中坚力量。

“栉风沐雨的往昔岁月中留

下了一生的坚守，也见证了事业

的 壮 阔 ，更 欣 慰 于 未 来 后 继 有

人。”王小谟在自传文章《峥嵘岁

月，我和中国电子工业同行》中写

道，“一路走来，与中国电子工业

风雨兼程同心同行，拥抱着春华

秋实的峥嵘岁月，我深深地感觉

到，自己很幸运！”

2023 年 3 月 6 日 14 时 06 分，

王小谟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4岁。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均由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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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 年 3 月 6 日 14 时 06 分，我国著名雷

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小谟院士因

病在京逝世，享年 84岁。王小谟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

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中低空

兼顾的低空雷达，并设计提出了我国预警机技术发展

路线图和预警机装备发展体系，为我国预警机研制作

出了重要贡献。本报今日推出纪念文章，追忆王小谟

院士。

一路走来，
与 中 国 电 子 工
业 风 雨 兼 程 同
心同行，拥抱着
春 华 秋 实 的 峥
嵘岁月，我深深
地感觉到，自己
很幸运！

“

” 图为空警图为空警20002000预警机预警机。。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王小谟和同事调试王小谟和同事调试383383雷达终端雷达终端。。

王小谟在联试工作现场王小谟在联试工作现场。。

王小谟研究预警机方案。

20152015年年，，王小谟在电子科学研究院机库里凝望空警王小谟在电子科学研究院机库里凝望空警20002000预警机预警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