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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次年10

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被任命为院长

的钱学森，为新中国绘制发展导弹与航天事业乃

至全国科学发展的规划蓝图，踏遍祖国各地，而

其中重要一处，就是当年地处北京西南远郊的云

岗。昔日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现如今已发

展为一座赫赫有名的航天城。这与60多年前钱

学森开辟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历史情缘密不

可分。

钱学森的
云岗行

1962年 6月 14日，钱学森出席国防
部五院科技委冲压发动机组会议，讨

论冲压发动机的研制发展途径。
钱学森指出：“首先要选定用什

么燃料，然后再研究扩压器、
燃烧室。按这个思路去

考虑研制冲压发动机
问题，这条路可以

走通。”
1967 年

11月 23日，钱学森来到云岗参加三院军管会
主持召开的某型超音速导弹方案讨论会。会
议初步确定了导弹总体方案和研制进度，预计
1969年完成三发遥测弹并进行飞行性能考核。

与此同时，三院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积极
开展了冲压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先后研究试
制出多种型号的冲压发动机，被选用为我国第
一代超音速导弹的动力装置，为发展我国新一
代超音速导弹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航天科工三院微信公众号）

1961 年 9 月
1 日，钱学森来到云

岗出席国防部第五研
究院三分院（即我国导

弹试验保障研究院——创
业时期的导弹试验基地）成

立大会。他强调，三分院将要
承担起我国各种导弹的风洞吹风

和地面热试车等地面试验，确保我
国第一代各种导弹仿制与研制任务

的完成。
为了加强三分院的技术领导，钱学森将

梁守槃（导弹总体和发动机专家，后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从哈军工调来北京，任三分院技术副

院长；将庄逢甘（空气动力学专家，后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调配到三分院，任技术副院长兼空
气动力研究所所长。

三分院成立后，钱学森又多次来三院视察
指导开展科学研究和地面试验工作。他一手
抓风洞、火箭发动机、全弹试车台的建设和试
验，一手抓冲压发动机和液体火箭发动机推进
剂的研制与试验，将三分院建成我国第一个空
气动力研究与试验、冲压发动机研究与试验、
火箭发动机与全弹地面试验的基地，完成了我
国早期“东风”地地系列导弹、“红旗”地空系列
导弹以及后续战术与战略导弹型号的各种地
面试验任务，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事业的
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3年 9月 27日，钱学森再次来到云岗。这次他
是带领国防部五院全弹试车台验收委员会成员，为刚建
成的全弹试车台进行鉴定而来。

当时，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导弹——“东风二号”导
弹首次飞行试验失利，急需对导弹补做全弹的地面试验。
抢建全弹试车台是重大措施之一，这项任务被五院列为当务
之急、重中之重。为此，时任五院副院长王铮、国家计委副主
任袁宝华亲自来云岗，检查落实抢建四号台急待解决的问
题。1963年 6月 10日试车台全面竣工，作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全
箭系留试车台备受世界关注。是否符合设计标准，能否接受

“东风二号”导弹全弹地面热试车试验任务已成关键。为此，国
防部五院成立了由钱学森为主任委员，刘秉彦、谷广善为副主任
委员的全弹试车台验收委员会，对抢建的试验站四号台进行技术

考核与鉴定。
用 1059 导弹对全弹试车台进行第二次

鉴定性热试车，试车最终获得圆满成功。鉴
定委员会根据三次冷试车和两次热试车的
试验数据，确认全弹试车台已达到设计和试
验大纲的技术要求。全弹试车台验收委员
会主任钱学森正式宣布：“四号台通过鉴定
验收，可以转入对‘东风二号’导弹全弹进行
地面试验。”

1964年 6月 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东风
二号”导弹，在酒泉试验基地发射成功。这是
我国导弹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
我国从此有了自己研制生产的护国利剑。

1965年 2月 24日，钱学森来到云岗，参加海防导弹
研究院（七机部第三研究院，即飞航导弹研究院）召开
的“海防导弹型号规划会议”。

这是三院组建型号院后第一次研讨型号发展规
划的会议，大会共开了 11天。钱学森亲临会议并作
重要讲话。这是他在抓地地导弹、地空导弹之后开
拓的一个新领域——飞航导弹技术领域。这次会议
确定了海防导弹型号发展规划并明确了研制海鹰二
号岸舰导弹任务设想。三院提出的在苏式 544舰舰
导弹基础上，采用承力式箱体结构的改型设计方案
被中央军委批准，承担起国家正式下达的海防导弹
型号的研制任务。从此，三院便踏上了研发飞航导
弹技术的康庄大道。

1965年 4月 16日，钱学森参加三院为加快“海鹰二号”
研制进度召开的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来到云岗。他在会议
上传达了关于“为打击从海上来袭的敌人，要尽快拿出
岸舰导弹”的重要指示和七机部党委的指示要求，并正
式明确：“中央决定飞航式导弹研制，由七机部负责。
三院要勇敢承担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1965年 5月 31日，根据钱学森的指示和“四·二
三”会议确定研制岸舰导弹任务分工，在沈阳 111
厂成立了海鹰二号发动机设计室，由三院三部

派 5人参加。这落实了导弹动力装置的研制
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海鹰二号”导弹的研制
进程。

在钱学森的关怀下，梁守槃带领三院广大
科技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五年奋战，终
于在 1970年 3月完成了三院第一个“基本型”
海鹰二号岸舰导弹的设计定型。这揭开我国
飞航导弹事业发展的序幕，为快速发展飞航导
弹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958 年 1 月 1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炮兵教导大队（即中国最早的导弹部
队），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四大
队，在云岗（现三院西大院）神秘地举行
开学典礼。

这是钱学森首次来到云岗，他向炮
兵教导大队第一期 683名学员和总参作
战部、军械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 105
名见习生及苏军导弹营 103名官兵作了
重要讲话。“P-2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
谈不上先进，是苏军退役的装备，是供我
们教学用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毕竟
有教学实物，可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
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钱学森
说。据当年学员回忆，钱学森当时还指
出：“对于火箭导弹武器装备，我们还是
个不会走路的孩子。现在是刚刚起步，
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苏
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我们自己的辛勤
努力，一定能会走、会跑，成长壮大。”这
一次讲话极大地激励了炮兵教导大队的
全体官兵。

在炮兵教导大队培训期间，钱学森
又 5次来部队检查教学工作并给学员官
兵们讲授导弹课程。同时，又多次来到
当时刚搬迁到云岗的国防部五院一分
院、一分院试验站和国防部五院空气
动力研究所检查指导工作。直到 1959
年 7 月炮兵教导大队撤销，这里共举
办 6 期培训班和多期干部短训班，培
训出 3000 余名导弹技术骨干。结业
时，已组建了 4 个（导弹）教导营，奔
赴重要地区布防，并向解放军总
部、院校，导弹与航天科研机构输
送出大批技术骨干人才。其中，
许多人成为我国导弹部队的中
高级指挥员、将军，航天系统的
研究员、院士和“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获得者。

为创建第一支导弹部队
首次踏足云岗

为建设初创时期的试验基地而来

为第一代导弹研制试验而来

为开辟我国飞航导弹事业而来

为加快研制第一代飞航导弹而来

为发展超音速飞航导弹而来

钱学森钱学森（（资料图资料图））

在三院办公楼前广场的在三院办公楼前广场的
““中国飞航中国飞航··超越超越””雕塑雕塑。。

进行导弹起竖操作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