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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20战斗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供图

9月下旬，85岁的谢品来到位于成都锦江
河畔武侯祠旁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
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
所）武侯园区。

进入采访室，谢品首先看到的是两架飞机
模型，他脱口而出：“这是歼-10，1998年3月23
日首飞，那是歼-20，2011年1月11日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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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既纯粹又赤诚的热爱。
从沈阳来到成都，从设计员到预研主管总

师，再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所的副总设计
师，人生最丰沛的50余年里，谢品参与了歼-7
系列、歼-8、歼-9、歼-10系列、歼-20、枭龙等
十余个飞机型号的设计研制。

作为多个型号发展的开拓者，“干惊天动
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谢品的人生信条。于
他而言，干航空事业并没有很高的物质回报，
精神上富足就足够了。

说起从事航空事业的初衷，谢品说自己从小
就和飞机结下不解之缘。1939年出生的他，从记
事起就跟随父母四处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对于
当时的中国而言，飞机带给国人更多的是伤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在上世纪50年代，敌
机依然仗着绝对的空中优势，时常侵入我国领
空。“我的学校建在乌石山下，为了躲避敌机，当时
挖了许多防空壕，警报一响就要躲进去。”70多年
前的一幕幕，在谢品的脑海里依然很清晰。

“1月20日，国民党的飞机竟投下了炸弹！”说
到1955年发生的事情，谢品感触很深，当天国民
党的飞机轰炸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只听远处一
声巨响，火星四起，浓烟滚滚，我们吓坏了。”

“我们只有研制出自己的飞机，敌人才会
害怕。”那年，谢品16岁，一颗航空强国梦根植
于心底。

1957年，谢品进入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飞机系空气动力学专业学习。彼时，
我国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已试
飞成功，航空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毕业后，谢品进入国防部六院一所工作，并在
这里认识了宋文骢（歼-10之父）。“我是宋总的下
属，我们一起共事半个世纪，除了同事关系，他更
像我的兄长。”谢品说。

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中国空军主力机型的
歼-7，始终存在一个问题：航程太短。让谢品印
象深刻的是“双发方案”。通过深入的论证和研
究，谢品和同事们一致认为采用双发动机能解决
航程问题。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国家不让搞新
机。“宋总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他想了一个办法，
给方案取名为‘歼-7改进方案’，并将方案锁进保
险柜，说未来能派上用场。”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超级大国已拥有两
倍声速战斗机，而我国却没有与之抗衡的装备。
因国际形势突变，引进途径被堵死。

形势逼人，唯有独立研发。1964年，中央军
委下达研制新机的任务。在一次机缘巧合中，那
份被锁进保险柜的“歼-7改进方案”被公开，并得
到上级认可，这就是后来的歼-8。歼-8首飞当
天，谢品全程目睹。从飞机启动、滑跑，到直刺长
空，他形容：长长的脖子，像天鹅一样美丽。

作为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研制的高空高速歼
击机，歼-8的首飞成功，使我国结束了不能自主
设计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的历史。

1970年，响应三线建设号召，谢品
来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所。一起过
来的还有歼-9项目：一个研制10余年，
却未能飞上天空的机型。

“歼-9技术指标频繁改动，最后在
1980年‘下马’（项目停止），很多人因此
流下了眼泪。”但谢品并不觉得太惋惜，
他说：“积累的技术成果和研究方向不会
白费，我们会设计出更先进的战斗机。”

热血初心散落在长久而细致的努力
中。1982年，歼-10开始方案论证。
1986年，56岁的宋文骢被正式任命为
歼-10飞机总设计师，谢品深度参与其
中，负责分管总体设计、气动力分析。谈
及歼-10，谢品说：“研究歼-9多年，在鸭
式气动布局和中程武器系统上积累的研
究成果，为歼-10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8年3月23日，歼-10迎来首飞。
当天下午，温江机场，万人齐聚。由首席
首飞试飞员雷强驾驶歼-10完成首飞。

“飞机在天上飞了20多分钟后顺利着地，
宋总小跑过去和雷强相拥，现场所有人
喜极而泣。”很多年后，几乎所有参与过
研发工作的人谈起歼-10首飞成功，仍
激动不已，谢品也不例外。

“这是我国第一款自主研发的第三
代战机，直接拉开了中国航空的新时
代。”谢品说。

彼时，在漫长努力和点滴积累下，我
国航空工业的科研能力早已不是最初。
新时代背景下，一代人的航空强国梦有
了更为具象的表达。

预研作为一型飞机生命的起点，在
飞机设计过程中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
谢品承担这样的重任长达20年。“歼-20
是我投入时间和花费精力最多的项目。”
10余年的预研阶段，谢品全面领导、全程
参与。他说：“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从立
项到首飞，离不开前期充分细致的预先
研究工作。”

2011年，歼-20首飞成功，中国航空
工业的发展已然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与
世界先进水平同台竞技。

首飞成功10年后，已退休7年的谢品
从新闻里了解到在第十三届中国航展上
进行飞行表演的歼-20换上了“中国
心”。复杂的心情涌上心头，“和当初预
研阶段的判断如出一辙，歼-20一定会
换上国产发动机。”他说。

作为一个在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历
史潮流里走过半个世纪的人，如今再回
头看，谢品说：“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中
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虽经历坎坷和曲折，
却一直在稳步向前，果实累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邹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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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所青羊园区。朱鹏 摄

歼-7C试飞。姜凤祥 摄

谢品，生于1939年，福建省龙岩市
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
究所原副总设计师，原预研主管总师，研
究员。长期从事和主持新机的发展论
证、预先研究、总体设计和作战使用研
究。曾先后参加歼-7系列、歼-8、歼-9、
歼-10系列、歼-20、枭龙等十余个飞机型
号的设计研制，对多个型号的诞生或立项
有突出贡献。曾荣获多项国家及部级科技
进步奖，荣立部级一等功两次、二等功两
次、三等功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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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所原副总设计师谢品：

中国航空工业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周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