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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创新能力的

培养。上世纪 80 年代，王众托在国际系

统分析研究所作为中方负责人主持国际合

作项目时，就很注意把东方传统哲学思想

和西方的先进科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创

新尝试。“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创新的过

程，人的生存和发展就靠创新。随着社会

的发展，涌现出许多新的需求，加之科学

技术的推动，为了改变现状，就需要创新。

“对于学生而言，成绩好和能力强不

一定等价。”王众托直言，“成绩固然重

要，但不能用苍白的分数衡量学生能力，

学生自己要意识到方法的重要性，在如今

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的信息时代，提高学习

自觉性和主动性很有必要。”

“大学是学生获取知识、给创新打造

坚实基础的重要时期，学生应该多参加一

些创新活动，培养创新意识，要注重创新

精神的培养，不能尽信书，敢于质疑，敢

于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不断挖掘大脑

潜力，提升创造力。”王众托说。

(原载《中国科学报》2014年 12月 26日 )

天之骄子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首席专家李天

○李晓滨

平和、刚毅的慈祥面容，儒雅、谦逊

的学者风范，51 个春秋的不懈追求，成

就了他航空报国的梦想。

2005 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被誉为“航空英才的摇篮”的沈阳飞机

设计研究所，他成为继顾诵芬、管德、李

明三位院士之后的第四位院士。

2014 年，荣获第十届“航空航天月

桂奖”的“终身奉献奖”。

他，就是航空界著名的飞机气动力专

家、博士生导师、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首

席专家李天。

漫漫征程，艰苦求索，执着奋斗，披

荆斩棘。

李天，这位飞机设计专家，在飞机气

动布局设计、隐身技术研究、航空技术预

先研究和重大基础项目研究领域，做了大

量创造性工作，为我国新一代飞机的研制

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浩瀚蓝天，他用智慧

与辛劳书写了壮美的篇章，他，无愧为天

之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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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解决了飞机研制过程中遇到的多项重大

技术难题，并在工程实践中完善了我国飞

机气动力布局的设计方法。

他率先建立了“从风洞数据修正到飞

行数值的相关性方法”。在某型飞机设计

中，通过计算分析和风洞试验，解决了喷

流对平尾效率和方向安定性的影响问题；

通过对飞机的全面气动力设计计算、风洞

试验和飞行试验研究，建立了一套超声速

飞机小风洞试验结果换算到真实飞行数据

的修正方法。利用该方法对某型飞机风洞

试验数据修正后作为工程设计依据，经试

飞验证气动布局设计一次成功，气动力特

性准确。该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型号设计中。

他创造性提出并实施了增加襟翼偏度

的方案。某型飞机改型设计后，由于外挂

武器增加，导致飞机重量、重心变化，影

响了飞机的起降性能。经过系统地研究

分析、缜密思考，李天果敢提出增加襟翼

偏度的大胆设想，经过多种方案的分析对

比、风洞试验，获得了满足设计要求的襟

翼偏度增大方案。经

试飞验证，有效地改

善了起降性能。目前

采用该襟翼的多个型

号飞机已装备在空海

军中。

他成功解决了放

减速板振动大及减速

性差的问题。某型飞

机在使用时出现了放

减速板时振动大及减

速性差的情况，所里

立即成立了以李天为

组长的攻关组进行现

追求·实干

从事航空是他的梦想，航空报国是他

的追求。

1963 年，李天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

力学数学系流体力学专业。那时，他所学

的专业有很多就业的选择，可以从事航天、

航海、水利……而李天却毅然选择了他所

挚爱的航空事业。

怀着一腔热血真诚，满载丰富知识底

蕴。同年，他来到了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从事飞机气动设计和隐身技术研究工作。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技术员、专业组长、室

副主任，到成长为一名副总设计师、首席

专家、院士，航空领域的技术专家，他一

步一个坚实的足迹。

空气动力学在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

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军用飞机的更

新换代离不开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和进步。

李天在所从事的飞机空气动力学研究领域

造诣颇深，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造性

  李天院士（右３）在风洞中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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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攻坚。经过仔细地观察、分析、判断，

他果断提出了在减速板上开孔消除振动的

方法。然而，要设计出高效的减振孔并非

易事，必须要对孔的形状、大小、位置进

行优化设计，为此，李天设计了多种开孔

方案，并在高速风洞中首次采用同时测量

阻力和脉动压力的方法，获得了既满足增

阻要求又不产生强烈振动的减速板方案。

经试飞验证，飞机减速性能达到设计指标，

振动消除，该研究成果已在飞机上广泛应

用。

早在 1975 年，李天作为国防科工委

重点预研课题先进气动布局研究的课题负

责人，就开始对第三代战斗机各种先进气

动布局形式及特性进行系统研究。他通过

对边条翼布局参数的系统研究，经过大量

的计算分析、高低速风洞试验及流场测量，

最终掌握了各项气动特性优良的先进战斗

机布局方案及边条翼设计原则和方法，其

研究成果已纳入 2002 年航空工业部主编

的《飞机设计手册》第六册中。作为项目

负责人，李天还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的、可用于战斗机设计及改进的“大

迎角非定常涡破裂产生的飞机抖振特性研

究”课题。

一个个创新的设计方法、一条条迥异

的思路方案、一项项攻克的技术关键，化

为了工程研制的强大推力，拉近了中国与

世界飞机设计研制的距离。

探索·开拓

要夺取未来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掌握

制空权。因此，各国都把发展高性能军用

飞机放到重要位置。航空高科技的研究与

探索永无止境，李天放眼未来，在隐身技

术领域纵横驰骋，为后人的研究铺下了坚

实之路。

为了我国隐身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李

天点燃了他智慧的圣火，用执著的追求和

不懈的奋斗辉映着生命的光华。

李天 1986 年担任航空部隐身技术研

究课题组组长后，带领院校、研究所几十

名专家组成的团队，在隐身外形、材料及

隐身特性计算、测试方法等方面进行攻关。

通过大量的机理分析、试验研究，以及十

几年的研究和积累，全面掌握了飞机主要

部件参数对雷达波散射特性的影响规律，

提出了解决减小雷达散射截面的有效方法

和措施。他主编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我

国第一部《飞机隐身设计指南》，为航空

设计部门的隐身设计提供了方法。

身为航空人，李天秉承着中国航空人

几十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他更强烈地感

受到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开拓与创

新是推动航空高科技行业的重要力量。航

空报国之志和科学奉献精神，使李天在航

空新领域中勇于创新，在研究中不断超越

自我。不断创新与超越，使他的人生之旅

异彩纷呈。

新一代飞机要求具有良好的隐身与气

动特性，而两者在外形设计上的矛盾成为

当今飞机设计的一个难题。李天率先领导

课题组开展新一代飞机总体、气动、隐身

综合一体化设计技术研究，采用涡控方法

及隐身技术，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多种布局

形式几十种方案，全面掌握了各种布局特

点和部件干扰机理，创造性地解决了总体、

气动与隐身在飞机设计上的矛盾，最终设

计出一种符合未来需求、综合高性能飞机

布局方案，为我国新一代飞机研制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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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性贡献。

在气动设计、电磁散射理论基础上，

李天采用模糊数学和遗传算法建立了隐身

气动综合优化设计软件，具有分析和计

算任意复杂飞机外形的气动、隐身特性

及对飞机外形参数进行综合优化设计的能

力，为新一代飞机的外形设计提供了有效

工具。

李天是我国许多前沿学科研究的倡导

者和实践者。从“七五”开始，他就领导

航空预研课题的研究，先后有先进气动布

局、总体综合设计、隐身技术等科研项

目都体现着当时国内航空领域的尖端技

术。如今，他又在为航空领域 2035 规划

和“十三五”重点预研项目论证日夜操劳。

在学术研究上，他紧紧跟踪国外的航

空发展趋势，主持编译了大量有关国外先

进航空技术的文献资料，其中很多重要文

献他都是亲自校稿。在型号研制和预研工

作中，他总能把最新的科研思想和成果，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并不断总结经验，提

升理论。在他的领导下，沈阳飞机设计研

究所在许多航空领域的学术水平都处于国

内领先地位。

自主创新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

点，大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能够产生一种强大

的力量，激发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的理想与激情。李天带领着他的团队，

一路创新开拓，一路披荆斩棘，为振兴中

国航空工业而搏击蓝天，推动着中国走向

未来、走向世界。

襟怀·品格

明德惟馨，襟怀广阔，宁静致远……

51 年如一日，他执著地追求着、奋

斗着，无私、无怨、无悔，将全部心血和

毕生的精力倾注于他所挚爱的航空事业。

他以其深厚、渊博的知识赢得了人们的敬

佩；以其严谨、求实的科学风范赢得了人

们的敬重；以其和蔼、谦逊的人格魅力赢

得了人们的赞誉。

科学最重要的是严谨，每一个数据都

必须要准确。他从不满足坐在办公室批阅

文件、审阅技术报告，深入试验和设计现

场成了他多年的工作习惯。

“总体气动隐身综合设计”课题研究

试验过程中遇到了难题，为选择正确合理

的气动布局方案，他亲赴试验现场和参试

人员一起现场分析试验结果，研究试验方

案，亲自绘制草图，与大家一起动手改制

试验模型部件，并亲自到风洞内进行安装。

那是一个炎炎的夏日，低速风洞内的气温

高达 60 多摄氏度，何况还要进行安装修

配调试，洞内仿佛就像一个桑拿房，进去

便会浑身湿透、热汗淋漓。大家劝他不要

进现场，在外面指导就行了，但他执意摇

摇头说：“没关系，大家能进去，我也一

样，试验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有朴实的行动。

不光是参试人员倍受鼓舞，就连风洞试

验单位的人都深受感动。他们深有感触，

像他地位这么高的专家亲临试验现场，

这么平易近人象普通技术人员一样，还

真少见。

他有渊博的知识，更有博大的情怀。

提起他的为人，合作单位都竖起拇指。作

为国内气动布局的著名专家，李天是多个

国家和航空大型重要课题的总负责人，但

他丝毫没有架子。充分调动起各参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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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使整个课题组成为一个有战斗

力的团队，是他的目标与期盼。许多参研

单位在他的指导下，在课题研究方面的诸

多方面均有所创新和突破，多次获得国家

和航空部的科技进步奖。他在协作单位中

享有很高威信，他宽容、正直、谦和，这

是一个科学家不可或缺的品质。“只要工

作认真做了，哪怕有错，也不该批评。”

与他合作共事的人，非常愿意与之长期合

作，他们喜欢这里浓厚而和谐的学术气氛，

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 

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来自于他不

断学习。平时工作任务重，他就经常利用

节假日及休息时间大量查阅国内外资料，

不断充实自己，始终跟踪世界航空先进技

术的发展趋势，敏锐地捕获和发现新技术

方向，他所领导的预先研究工作不断有所

创新。李天曾发表论文、著作 40 篇，编

写技术报告 50 余篇，其中他的文章多次

被引用，有的报告还在飞机研制技术领先

的国家进行演讲。几十年不懈地努力，获

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一项，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一项、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一项 , 部级一

等奖二项、二等奖六项。2001 年被总装

备部评为预研工作先进个人。曾荣立集团

公司一、二等功各两次。2004 年 6 月被

总装备部聘为国家某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专

家组组长。

他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

登者。他惜才、重才、爱才。

他十分注意年轻人的培养，注意在工

作中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常常给予技术上

的指导，思想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

使他们热爱航空事业，肯于钻研业务，快

速成长。他重视培养团队精神，关心年轻

人在专业发展上快速成长。他说，飞机设

计是集体的事业，一人或几人强不算强，

只有集体强才是真正强。一次在出差登机

前的短暂时间内，他还向当时的室主任详

细了解室内人员的专业发展方向，并根据

每个人所学专业和特点进行专业方向的调

整并明确重点研究和突破方向。寥寥的话

语，却真实地感受到他对后备人才培养的

殷殷之心。

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航空研

究院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他

已培养出博士生 15 人、硕士生 23 人，博

士后 1 人，其中大部分学生都已经成为所

里的专业带头人和科研骨干，有的已走向

集团公司和所级领导岗位，成为航空事业

发展的核心力量。

他总是那么平和、淡泊。一次次婉拒

了记者的采访，总是关心地询问年轻人的

生活与成长……对于院士的荣誉，李天却

说：“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也是

对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认可，更是对航

空事业高技术的认可。荣誉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人要有一种精神，要为科学事业

扎扎实实做点工作。”

航空科学研究之路坎坷而漫长，李天

从踌躇满志的清华学子到雪染双鬓、年过

古稀的渊博学者，历经岁月的磨砺，他的

内心仍然平静而清澈。面对航空高科技的

飞速发展，他的思考与探索从未停止，为

了航空事业的腾飞，为了广袤的蓝天，他

不断前行。

（原载《中国航空报》

2014 年 1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