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左图：邓小平接见王小谟。 （资料图片）

△ 上图：王小谟(右)和学生在一起。 （资料图片）

“下一代预警机应该有更高目标，我们
有信心把预警机做成‘不戴帽子’的世界
领先。”王小谟表示，“下一代预警机将不
再是几个单项第一，而是全面领先，是中
国人来引领预警机的新潮流。”

全面领先有技术基础。
王小谟是具备战略眼光的科学家。早

在预警机事业起始阶段，他就意识到我国
疆域广大，除了装备大型预警机外，还应
形成中国自己的预警机装备系列，开始在
心中描绘我国预警机体系化发展的谱系蓝
图。在王小谟的指引下，我国国产预警机
家族不断发展壮大，既有高端产品，也有
高低搭配；既服务于国内，也出口国际市
场。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
出口预警机的国家。

未来预警机什么样？王小谟认为可能
将取消飞机背上的大圆盘，采用更小的可
贴于机身的天线。

“下一步我们准备向小型化、网络化、多
功能化、使用方便、价格便宜方面发展。”王
小谟说，“另外，我们国土这么大，对预警机
的需求量很大，我们可以按需制造各种专用
预警机，同时考虑柔性设计。像汽车一样每
两年一款，还都有新东西。”

全面领先有人才基础。
预警机的科研团队，平均年龄只有三

十多岁。很多年轻人不满 30 岁就成为某个

项目的副总设计师甚至总设计师。
给年轻人压担子也许是一种传统。王

小谟就是在大学毕业 2 年后的 1963 年，年
仅 25 岁时担任一个新型雷达项目的副总设
计师，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种传统在王小谟手上发扬光大。对
人才有信心，敢于给他们重任，关键时候
帮一把，是王小谟培养人才的绝招。“不是
不管，不能全管。”他总是很平静地笑着
说：“我心里有底呢，万一出了问题，我会
马上告诉他们的。”

正是因为他的信任与放手，由他培养
的年轻人进步都很快。44 岁当选院士的
吴曼青、38 岁担任预警机项目负责人的
陆军⋯⋯一个又一个刚毕业就被压上重任
的年轻人，在王小谟的指导下成长起来，
成为中国雷达事业和预警机事业的脊梁。

年过七旬的王小谟依然在为祖国的预
警机事业工作着。

“雷达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特别是
预警机，那是上千人协作的产物，最高奖
是奖给团队的，我只是其中一个代表。”王
小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打算拿国家
最高科技奖的奖金设立一个“雷达奖励基
金”，以鼓励雷达领域涌现出更多人才。

“预警机并没有到头，后面的路还很长。对
我们这些搞装备的工程师来说，国家的需
求就是我们的目标。”

王小谟王小谟:: 鹰击长空我为眼鹰击长空我为眼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惠敏佘惠敏

初见王小谟时，你很容易被这位智者的谦逊健谈所打动，而忘却他曾经是一位身患淋巴癌的74岁老人。
谟者，谋也。身为著名雷达专家的王小谟，在50多年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科研生涯中，以个体之“小谋”撬动国家

预警机事业之“大成”，为翱击长空的雄鹰装上了明察秋毫的利眼。

如果说雷达是国防的眼睛，预警机就是
空军的眼睛。集合了“远程侦察”、“空中导
航”、“空战指挥”各项重要功能于一体的现代
预警机，堪称“空中帅府”，已成为现代战争中
不可或缺的机种。曾有军事专家称，一个国
家如果拥有较好的预警机，即使战机数量只
有对手的一半，也一样可以赢得战争。

作为空军“力量倍增器”的预警机，过去
只有美、俄、以色列三国全面掌握其制造技
术，如今，中国已成为预警机俱乐部中后来居
上的一员，其分辨精度相当于 200 公里外打
靶，枪枪都是 10 环。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
会曾评价：解放军采用相控阵技术的空警
2000 和空警 200 预警机，比美国的 E-3C 和
E-2C预警机整整领先一代。

王小谟，就是中国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
和奠基人。

中 国 预 警 机 的 第 一 次 公 开 亮 相 是 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的国庆 60 周年阅兵式上，
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

领机群，一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那一
刻，看台上的王小谟热泪盈眶，为了这一天的
这一秒，他曾历经坎坷而矢志不渝。

预警机是体现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
的标志性装备，技术高度密集，系统十分复
杂。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就曾经启动预
警机的研制，但终因当时国力有限和技术基
础薄弱而未能成功。“最开始的预警机，是把
地面雷达放到飞机上，好比母鸡想变身老鹰，
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而没有成功。”
王小谟说。

上世纪 80 年代，在位于贵州山沟沟里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38 所研究雷达的
王小谟，规划和实施了对于机载预警雷达的

技术攻关，并逐步突破了机载雷达最为关键
的技术。

上世纪 90 年代，为了加快预警机研
制，我国曾与外方开展合作。作为该项目的
中方技术总负责人，刚刚调到北京的王小谟
坚决要求中方主导研制方案，并在国内同步
研制。“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
做到！”

“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坚持参与所有环
节。有一些本来是合作方承担的任务，我们
也主动要求做，对方认为占了便宜，还很高
兴。”王小谟说，“有的同志不理解，我说，我们
做过了，以后就会做了。”

这样的坚持，为后来的自主研制打下了

坚实基础。不久，因为美方干预，外方单方面
撕毁合同，取消合作。但聪明而坚韧的中国
科研团队并不泄气，在国家利益面前，作为国
家军工集团，共和国长子，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两大系统通力合
作。“我们不但要研制出预警机，而且还要研
制出世界领先的预警机！”

时任预警机研制工程总顾问的王小谟始
终坚守在科研最前线。一次上机往往需 4 到
6 个小时，40 多度的高温，90 多分贝的噪声
干扰，都不能阻止年近七旬的王小谟坚持奋
战在紧张的试验现场。在预警机研制的关键
时刻，王小谟遭遇车祸，腿骨骨折。住院 1 个
月后，又被诊断出身患淋巴癌。

“那时我去探望他，心中忐忑。可是一进
病房，看见他非常淡定地一边做化疗一边跟
学生和同事讨论预警机的技术方案，我一下
子心里就踏实了。”中国电科集团电科院副院
长陆军说，“能在病床上描绘出下一代预警机
的人，是不会轻易被病魔击倒的。”

中国人必须自己干

“万事开头难。”王小谟说，自主研发
预警机是国家需要，但要让国家需要变成
国家项目，就必须以事实说话，“让人相信
你能干。”

“能干”需要创新。
大多数预警机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

机背上背有一个大圆盘，那是预警雷达的天
线罩。中国人设计了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
雷达天线罩，这被西方认为是整个项目中最
具挑战性的内容之一。此外，我国预警机上
的所有关键元器件都是国产的，雷达等电子
设备高速数据处理所需的专用处理器芯片也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现在，从基础元器件
到上游设备，预警机的制造技术我们已经全
面掌握。”王小谟自豪地说。

“能干”需要协作。
预警机是协同作战的产物。在缺少经验

和技术的情况下，国家调集了最优质的资源
来保障工程的进行，中国电科、中航工业这
两个在我国军工电子领域和航空领域最具实
力的集团公司全力投入到工程之中。空军部
队成建制全面参与预警机的科研试验试飞和
设计定型试飞，积极组织试用，也使预警机
在不同地形地貌、气候环境、海域和电磁条
件下，用比国外同类装备短得多的时间通过

试验考核。
微波功率管是使雷达成为“千里眼”的

最重要器件之一。为解决它的国产化问题，
元器件分系统打破参研单位分工和领域限
制，组织跨地区、跨研究所的任务攻关，十
几个研究所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在单项技术
有差距的情况下，通过各环节协作和科学的
资源整合，中国人只用 6 年时间就追上了国
外 20多年才能达到的技术水平。

“能干”需要拼劲。
在工程最紧张的那几年里，中国电科的

预警机研发团队甚至习惯了一周 7 天、一天
11 小时的“711”工作制。陆军就曾连续 5
年春节没有休假。“我们也想休息，但差距
太大，只有拼命才能赶上人家。”陆军说。

“动力源于责任感、使命感。搞出中国
自己的预警机，是我们这批人的追求。”王
小谟感慨地说。

“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
强拼搏”的预警机精神，让空警 2000、空
警 200 这两个型号的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界
预警机发展史上的 9 个第一，突破了一百余
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 30 项，
是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
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中国人能够自己干

中国人还将带头干

作为中国预警机之父，经常参与预警机试飞

的王小谟，应该不乏叱咤风云的豪情。然而，在谈及

此生最大的成绩——预警机时，他云淡风轻地说：

“成功不过是失败得多一点。”

这个说法，猛一听叫人诧异，细一想，却是理

所当然。事实上，在王小谟的科研工作中，大到给预

警机装三面阵大圆盘，小到在预警机里安节能灯，

任何一个创新和改动，往往都要经历多次失败后

的改进，才能真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国产预警机的研发故事本身，也是一个“失败

得多一点”的成功历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预警机

的研制失利，让我们认识到工业基础的差距，为后

来的奋起直追埋下伏笔。上世纪 90 年代对外合作

的破裂，让我们专心于预警机的自主研发，为原创

技术的后来居上奠定基础。进入21世纪，在采用从

国外引进的载机平台的预警机研制成功后，对方

不卖载机平台给我们了，这又促使我们成功研制

基于国产飞机的预警机，进一步提升了预警机的

国产化程度，避免了国防关键装备的受制于人。这

样的一波三折，真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当然，不是所有失败都能通往成功。要不被失

败打倒，最终获得成功，必须有活泼的创造力、坚强

的毅力和精准的眼力。

王小谟的个人成长经历，就是一个绝好的例

证。半个世纪前，王小谟是个喜欢游泳、登山、骑摩

托的时尚青年，也是一个喜欢唱京剧、拉胡琴的文

艺青年，还是一个天天玩雷达、搞研究的科学青年。

这个青年的成绩只是中等，却因自由的成长保留

了活泼的创造力，做起雷达研究来得心应手。

“文革”时，王小谟遭遇了人生的低谷。做得好

好的副总设计师被撸了，分去管机房。坚强的毅力

和乐观的精神让坏事变成了好事。在管机房的两

年里，王小谟自学了计算机编程。“文革”结束后，研

制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和第一部中低空兼顾的

低空雷达时，王小谟将雷达、电子、计算机的最新知

识融会贯通，使项目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 年前，多年的研究生涯锻炼出王小谟精准

的眼力，让他早在我国预警机事业起始阶段，就描

绘出预警机体系化发展的谱系蓝图。他甚至突破

成规，在预警机上安装厕所，使预警机更人性化，更

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实际需要。

“坚持再坚持，成功就是失败得多一点。”王小

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化疗病床上拉起

胡琴的乐观，让他的失败退去苦涩；50年如一日全

心报国的执著，让他的成功基础深牢。

泰戈尔说：“人类永久的幸福不在于获得任何

东西，而在于把自己给予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对

王小谟来说，祖国的国防事业就是这个“更伟大的

东西”，也是他坚持到成功的力量源泉。

成功就是

失败得多一点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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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王小谟
1938年11月出生于上海，男，中共党员。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
程院院士。

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
和奠基人。在50多年的科技生涯中，主持研制了
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等多部世界先进雷达，
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建设完善作出重大贡献。
在国内率先力主发展国产预警机装备，提出我
国预警机技术发展路线图，构建预警机装备发
展体系，主持研制我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实
现国产预警机事业的跨越式和系列化发展并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我国国防从国土防空型
向攻防兼备型的跃升。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次、一等奖
2次，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小谟在座谈中王小谟在座谈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惠敏佘惠敏摄摄））

王小谟病床上坚持工作王小谟病床上坚持工作。。（（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