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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上海天空尚未!解放"

!"#"年 $月 %&日，上海回到人民手中。也是从
那一天起，人民政府就必须面对一个迫在眉睫的课
题———来自空中的威胁。
当时，解放军海空力量建设几乎是一片空白，国

民党残军在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将“窒息上海”作
为“'"("年 $月至 '"$)年 $月间最重大之任务”，
不仅动用军舰封锁长江口，还从台湾派来飞机侵袭。
就在上海获得解放不到一周后，国民党飞机就来袭
扰，一次又一次刺耳的警报声给城市笼罩上阴影。

原上海防空司令部参谋长黄径琛回忆，从 !"("

年 !)月至 !"$)年 *月，国民党飞机空袭上海达 *)

多次，'"$)年 '月 &日至 *月 +日，敌机连续四次
集中对上海重要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尤以 *月 +日
的轰炸最为突出，“那一天中午 '*时 *$分，上海市
民正在用餐和午休，突然警报声响起。国民党空军出
动 '&架飞机，疯狂地对上海市轮番轰炸。……此次
空袭，敌机投弹 +)余枚，毁坏房屋 *)))余间，市民
伤亡 '())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轰炸”。

对此，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在会议上指出：
“……'"("年 $月 *&日，我们解放了上海，但只解
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所以，那时上海只能算是
解放了一半……”

!

"

#

$

%

新
中
国
雷
达
队
首
战
上
海
滩

小小的荧
光屏上，一丝
微弱的波束忽
隐忽现，随着
目标距离的变
化，信号越来
越强，操纵员
兴奋而紧张地
跟踪着，“报
告 ， 发 现 敌
情！”……这是
发生在 1950
年 5月 11日
晚上的一幕，
面对两架企图
窜犯大上海的
国民党飞机，
驻 守 安 国 路
76号大楼内
的解放军第一
支雷达部队成
功 捕 捉 到 踪
迹，引导兄弟
单 位 将 其 击
落。这是新中
国雷达队的首
战，就发生在
上海。如今，那
栋有过传奇经
历的大楼仍静
静伫立，铭刻
下一段上海珍
档故事。

初战未告捷
用好雷达，光靠现有的十几个人肯定不够，防空

处在 '"("年底培训过 ,)名雷达学员，但这些
人都不是无线电专业出身，基本是“会用不会
修”，对真正的雷达战斗值班并不熟悉。“%·+轰
炸”发生后，上海防空部队的压力很大，压力最
大的就是雷达队，那一天，安国路雷达天线不停
地转，可直到敌机轰炸，显示屏上却什么
也没有。要知道，国民党大机群
在正常工作的雷达面前是无法
隐藏的，如果大家操作上没错，
问题显然出在雷达本身。
要排除故障，就要找专

业人才。%月 '+日，陈毅给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写信，希
望借调相关专业大学生支
援。经过协调，交大电机系电
讯组毕业班的 %'名同学集
体到防空处报到。这群大学
生分成七个值勤小组，轮流
参加战斗值班。他们是第一
次见到雷达，但雷达总归是
无线电设备，大家对雷达结
构、原理、部件进行研究。根
据线路图，他们对雷达做了
仔细分析，发现显示器、接收
机等部位存在明显的故障并
予以排除，直到自己认为所
有部件都没问题了，才再次
开动雷达，期待发现目标回
波。可奇怪的是，国民党飞机
多次飞临上海，雷达仍然没
有发现迹象。

! ! ! !怎么办？雷达队的新老成员经过讨
论，决定进一步请求外援。作为中国工业
基础最雄厚的地方，上海卧虎藏龙，找出
熟悉雷达的无线电专家应该“有戏”。终
于，防空处打听到交大无线电实验课讲
师蒋大宗在二战缅甸战场接触过盟军雷
达，于是请他来帮助寻找问题。

根据雷达架在六层楼顶，却没有周
围建筑的固定回波的现象，蒋大宗判断
可能是收发系统没有调好，于是建议请
旧上海国际无线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来
“会诊”，“钱先生虽未搞过雷达，但有丰

富的无线电收发经验”。防空处当即派人
持公函把钱尚平接到队部，钱尚平到现
场观察后，明确指出机器的“病根”是发
射接收系统失调，即发射机的工作频率
与接收机的工作频率不一致，导致接收
机无法接收到从目标反射来的雷达回
波。,月 ')日，在钱尚平和蒋大宗的具体
指导下，雷达队员用钱尚平带来的仪器
对雷达发射、接收系统进行仔细检查和
调试，终于在显示器荧光屏上出现周围
一些高大建筑物的近距离固定回波，这
意味着几个月以来，雷达终于能用了！

! ! ! !尽管雷达屏幕上首次出现了回波，
但真正在发现飞机前，谁也不敢确认雷
达能否承担远程预警任务，好在机会马
上就来了。

,月 %)日上午，值班的石松年、计
燕华和曹美琪注意到一个不易察觉的
回波，这个微弱的回波一闪即逝，从距
离上来看应是上海东南方向 %$)公里
处，这正是“%·+轰炸”期间国民党飞机
的来袭方向。这个回波不像杂波一跳就
没了，而是慢慢地移动，幅度逐渐变大。
虽然他们没见过飞机回波是啥样子，但
凭直感判定这就是敌机，当即向指挥室
报告，紧接着又通报了目标的距离和方
位。得到消息后，刘光远立即赶到工作
室。当他亲眼看到显示器上的回波越来

越近时，他相信这就是来袭的敌机，便
果断地下令高炮部队组织抵抗。不一会
儿，防空处又陆续收到地面监视哨的报
告，先是听到飞机声音，尔后看到了飞
机，这下子大家更有信心了。

雷达队发现的正是一架从台湾机
场起飞的国民党空军 -.%(/重型轰炸
机，该机企图攻击的是上海闸北电厂，
但国民党机组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行踪
早已暴露。轰炸机刚靠近闸北，地面炮
火开始猛烈射击，国民党机组不敢低空
轰炸，又无法接近攻击目标，不得不逃
离上海空域。这一次发现敌机，证明雷
达队终于成为可以依靠的早期预警力
量，能够为上海提供超过 ,)分钟的预
警时间，意义重大！

! ! ! ! '"$)年 %月，根据中苏政府间协
议，苏军防空部队集群抵达上海及周边
地区，加上解放军更多高炮团进驻上
海，这里的防空力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虽然苏军防空部队里也有一个雷达营，
装备有 ')部0.,1型雷达，但这种雷
达的最大探测距离只有 '$) 公里，作
为早期警戒的距离略有不足，而解放
军的安国路雷达队能够投入正常战斗
值班，就使得上海的预警时间大大提
前。为此，苏军专门派遣一名情报军
官、一名标图员、一名电话员常驻安国
路雷达队，负责将该队发现的远程预
警信息及时通报给驻上海虹桥的苏军
指挥所。
中苏各部队之间紧密配合、准确协

同，迅速改善了上海防空态势。短短几
个月里，中苏军队联合，共击落敌机 $

架，本文开头所描述的一幕就是 '"$)

年 $月 ''日安国路雷达队首次成功与
其他各部队协同，击落入侵敌机的场
面。据查，当天被击落的是国民党空军
第 2大队的“"”号长机，机上的大队长

李肇华、监察室主任王鼎基、机械课长
徐书林、通信室主任黄柏根、航行参谋
傅锡利、管介武、军械员周致远均吿毙
命，令这支曾在内战期间轰炸过延安，
接着又侵袭过上海的“空中飞贼”元气
大伤。
此后，随着雷达队成员能力的提高，

不再需要把二三十个人都投入到现有两
部雷达的值班中，雷达队又组织人手，对
仓库中发现的其他雷达进行维修和装
配。这些雷达的资料严重不全，除了几张
残破不全的线路图外，其他任何参考资
料都没有。技术人员首先自行补全了线
路图、搞清楚原理和结构，然后走遍上海
各个国民党军留下的仓库，终于找齐配
件，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又修好两部雷达。

$月 %$日，上海防空司令部以安
国路雷达队为基础成立了解放军历史
上第一个雷达营，利用修复的旧雷达担
负情报保障任务。')月，苏军防空部队
集群撤离上海的时候，这个雷达营又接
收了苏军留下的雷达设备。解放军的雷
达兵从此踏上了光辉的征程。

外援集体攻关

联合建奇功

仓库淘到宝
早在 '"#"年 &月，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就成

立了防空处，还与上海市公安局等单位一起组建了
“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共同组织上海的防空作
战和民间防空应对。
机构成立了，装备哪里寻呢？防空作战的关键，

是尽早发现敌情，给民众提供准备时间，以减少伤
亡。为此，防空处安排了不少防空监视哨，但人力识
别的距离太近，往往监视哨发现情况时，敌机已经离
上海不远了。显然，要让新技术为上海防空做贡献。
就在此时，防空处的通信员无意中立下大功。原

来，他在办事途中经过一处仓库，里面堆放着国民党
军遗留的物资，那里的留守人员说这里面有能“看飞
机”的东西，名字叫“3达”（通信员没有听清名字）。
获得线索后，防空处长刘光远立即带着通信员赶到
仓库，发现留守的是几名原国民党军技师，他们透露
仓库里有国民党当初从投降日军手里接收的“四式”
雷达，能够探测到空中目标，只是由于长期不用，不
知道这些器材是否还能用。
刘光远如获至宝，立即组织人来清理，最后拼出

两台较完整的雷达。随后，防空处紧急抽调人手，加
上从各处找来的八名国民党技师，在 "月份成立了
解放军第一个雷达队。他们把雷达天线架到安国路
&+号原国民党高等法院的六层楼房顶端，从 ')月 '

日开始执行警戒任务。

" 雷达队干部及学员在

上海大厦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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