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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德：我国气动弹性专业的
奠基者和带头人

个温馨的期待与支持的时候，也就倍加勇

往直前了。我深深珍惜、怀念、感激时代

的机遇，友好的支持。

艺术创作的同时，要重视艺术史论的

学术补养，并且逐渐形成为个人治学和教

育工作习以为常的关注点。无论待人对

己，无论评史论今，总期盼着在艺海求索

中有更多的清审与洞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动弹性专业
的奠基者和带头人管德，于 2018年 1月 9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5岁。现刊登《中
国科学报》2017年 9月 18日文章，以飨
校友读者。

大凡层累于史考，其艺术多异于过

往并富新创。即使点滴新获亦应认真待

之，此为艺术至难至珍之处也。本着这

样的学习体会，我亦抛砖引玉，把历年

创作实践和艺术教育的点滴所获汇书成

集并求教同行。

第一个飞机设计室。

管德1932年7月12日出生于北京，启

蒙老师是他的父亲。由于日寇入侵，北平

沦陷，他的小学、初中学习都是由父亲聘

用的家庭教师在家中完成的。1945年，抗

日战争胜利后，他考入北京五中。1949年

高中毕业，管德报考了清华大学、北洋大

学两所大学的航空系并同时被录取，最终

他选择了清华大学。

1952年，根据政府要求提前毕业，管

德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

他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很快在局办公室

调研科担任了局刊《通报》的主编，在这

个岗位上，他的工作得到了局领导的充分

肯定和高度评价。

1956年8月，四局王西萍局长发布

《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

令》，决定从1956年8月15日起，在112

厂、410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

室。任命局第一技术科科长徐舜寿为飞机

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

主任设计师。

管
德
院
士

进入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

1956年11月，经管德强烈请求，他

从当时中国航空工业的政府最高管理机

关——航空工业局（四局）调到了刚刚在

沈阳飞机制造厂（112厂）组建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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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同在局机关技术科工作的顾诵

芬（以后成为歼8Ⅱ总设计师，两院院

士）、程不时（曾任运-10总体设计师）

被调入飞机设计室，调研科的管德等一批

年轻人坐不住了，他们急切地请求局领导

批准自己到热爱的专业领域从事飞机设计

研究。时任局长王西萍最终批准了他们的

请求，但不无遗憾。他回忆：“1956年，

当科研设计工作拉开序幕之后，这个科里

的一些骨干，如管德、叶锡琳、朱永祺、

洪亚新、朱元喆等都先后被放走，到更需

要他们的地方去了。”

在实践中点滴积累专业知识

在飞机设计室创建前后，徐舜寿、黄

志千已经有过考虑，本着“需要与可能相

结合”和“在实践中培养、锻炼队伍”的

原则，徐舜寿提出飞机设计室的第一个任

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

四局领导很快批准了徐舜寿的设计方案，

新飞机定名为歼教1型飞机。

据管德回忆，到飞机设计室以后，徐

主任开始对他在技术方面能不能有发展没

有多少信心，因为在机关里，

他是在领导层面活动的，看到

他整日跑上跑下，徐主任觉得

他可能是从事行政管理的人，

不大相信他能坐得下来搞技

术。基于这样的看法，徐舜寿

交给管德的第一项技术工作是

歼教1理论外形的计算。

为使飞机具有良好的气动

特性，机翼、机身等外形均为

曲面，表面必须平滑光顺。这

就需要通过计算得出多个截面

的曲线，而每一个曲线都是由一段一段的

二次曲线来模拟的。每一段曲线需要三个

点，列成三元一次联立方程式进行计算。

在上世纪50年代，新成立的飞机设计室仅

有两台电动计算机，因为有更重要的计算

任务，所以对于外形曲线的计算只能用手

摇计算机计算。

这项任务技术上并没有太高要求，但

计算繁琐，工作量很大。日复一日，管德

等几位技术人员终于完成了歼教1型飞机

的外形数据计算任务。

通过这一项枯燥、单调的任务，徐舜

寿对管德的潜质有了了解，认定管德在科

学技术方面有很好的发展潜力，他为管德

选定的专业是气动弹性研究。

由于飞机结构不可能是绝对刚性的，

飞行中必然发生弹性变形，这种弹性变形

影响到飞机的气动特性，又使空气动力随

之改变，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弹性变形，形

成结构变形与空气动力交互作用的气动弹

性现象。随着飞机飞行速度提高，气动弹

性会显著影响飞行器的操纵性和稳定性，

严重时甚至会使飞机结构损坏，造成严重

的飞行事故。

1984 年 6 月 12 日，歼８Ⅱ飞机首飞成功。左起：现场

总指挥管德、发动机总师温俊峰、试飞员曲学仁、总设计

师顾诵芬、首飞指挥员王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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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二战中开始引起航空工程界普

遍关注的一个跨多学科的新领域。

在收集到国外并不丰富的相关资料和

专著后，徐舜寿带着管德等开始了对非定

常空气动力学的钻研。对于管德来说，学

习这些前沿航空科学技术并非易事。他在

清华大学只读了三年，刚进入专业基础课

时期就离校参加工作。在毕业以后的四年

中，他主要从事的是行政方面的事务性

工作。但天资聪慧又肯钻研的管德利用

落后的计算手段，很快算出了歼教1型飞

机的颤振速度。管德回忆：“开始因为

没有电子计算机这样的计算装备，就用

手摇计算机摇，把歼教1型机翼颤振的数

据给它摇出来了。这件事在当时还是比

较有影响的。徐主任把我算的结果拿给

黄玉珊教授看，他评价不错。他说这是

中国人第一次算颤振速度，原来没有人

算过，这是第一个。”

迈出可贵的第一步以后，管德更加潜

心于气动弹性力学的研究。

顾诵芬多次提及：“管德非常注重专

业知识的积累，密切关注着国际气动弹性

专业前沿技术的发展。他有一个‘破笔记

本’，大概是从1959年困难时期开始用

的，笔记本活页纸都是灰色的再生纸。那

时候沈阳能看到的技术资料很少，他每次

经过北京，总要去科技情报所和国防科技

情报所查找资料，然后分门别类把文献目

录摘抄在笔记本上。他自己曾说过，那个

本子上收集了50年代到80年代的气动弹性

领域的文献目录，他感到获益匪浅。我最

后一次看到他那个‘破本’是在上世纪80

年代，已有一寸多厚了。从民航局退休

后，他还经常来628所借文献，看期刊，

特别是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的AIAA Journal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学报）。”他的刻苦

钻研使他领导下的飞机气动弹性设计研究

工作总能跟上技术发展前沿。上世纪80年

代初，他为歼8Ⅱ建立了检查气动伺服弹性

稳定性的阻抗试验设备；90年代，他开始

应用芯片传感器研究颤振的主动抑制；本

世纪初，他又开展了变体飞行器的研究。

我国气动弹性专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

顾诵芬对管德在歼教1型飞机研制中

的贡献有很高的评价：“实际上真正开始

进行飞机颤振设计研究的是管德，他是咱

们国内第一个搞飞机颤振研究的。”

1960年底，中共中央批准国防部第

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成立，1961年8

月，由空一所、112厂飞机设计室等合并

而成的第一研究所（六院一所，后改称

601所）成立。管德担任了新组建的气动

室颤振组组长。

1963年，管德被聘为由钱学森担任组

长、代表着中国空气动力学最高水平的学

术团体——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第16专业

组理论分组成员。

1964年8月，管德担任六院一所气动

室副主任，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尉

军衔。

1964年，歼8飞机开始研制。管德主

持了歼8飞机研制中的气动弹性专业设计

计算和试验，创造了国内该专业领域多项

第一次。在成功完成了歼8飞机各项颤振

计算后，又进行了国内第一次飞行颤振试

验。601所《歼8飞机研制史》记载：“歼

8飞机在技术上的成功处之一是，控制住

了机翼重量，没有按面积的平方向上涨。

这主要是由于管德同志所领导的颤振分

析工作，在摸透米格-21机的基础上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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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21机载刚度上还有潜力可挖，并采取

了相应的措施，其次，参照美国F-4B、

F-86飞机残骸，采用了一些新成果，而不

是照搬苏联。”

1974年，601所原气动力室与总体室

合并，组成总体气动室，管德担任该室

主任。

1979年7月，航空气动力协作攻关办

公室气动弹性组（“7210”第五专业组）

成立，管德担任了组长。

601所长期从事气动弹性专业研究的

研究员潘一心对管德在7210工程的气动弹

性专业组的工作有很深的体会：“首先在

气动弹性专业建设方面，从飞机设计的工

程应用来看，管总是一个创始人。第二就

是学术方面。我们气动弹性是一个边缘专

业，不管是在601所，还是在全国其他单

位、院校，都是非常薄弱的。通过管总的

努力，在7210任务中成立了一个气动弹性

专业组，这对我们这个专业发展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

从那时开始，管德一直承担航空预先

研究中气动弹性力学领域的组织工作。曾

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可用于超声速飞机

设计的气动弹性计算和试验方法，总结为

《高速歼击机的气动弹性分析》，荣获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1981年，

管德主持研制了“航空结构动力分析系统

HAJIF—Ⅱ”。它可以进行结构的固有动

力特性(固有频率、振型)的计算，以及带

主动控制系统的飞机颤振和突风响应计

算。管德提出了这个系统的总力学任务

书，来自5个研究所的人员参加了工作。

系统中设计了31条固定流程，以适应不同

的计算需求。

“航空结构动力分析系统”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始终坚持着气动弹性领域的研究

1980年9月4日，歼8Ⅱ飞机正式立项。

1982年底，601所发完了飞机结构图

纸，松陵公司（今沈飞集团）开始了飞

机试制的准备工作。为加强松陵公司对歼

8Ⅱ飞机研制的指挥调度能力，强化型号

总设计师系统技术责任制，确保型号设计

生产问题得到及时的协调和处理，加速歼

8Ⅱ飞机研制进程，1982年9月，上级决定

将601所副所长管德调入松陵公司任第一

副经理兼总工程师。

1983年，他兼任歼8Ⅱ飞机研制现场

总指挥、试飞领导小组组长。他按照系统

工程方法，组织了设计和试制生产准备、

试制生产准备和试制生产、试制生产和首

飞准备的平行作业，使歼8Ⅱ飞机首飞大

大提前，为此荣立航空工业部新机首飞一

等功。

1984年底，管德任航空工业部科学技

术局局长，后任航空工业部总工程师、科

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航空研究院院长。

1985年底，管德调任中国民用航空局

1990 年，管德（中）陪同乔石（左）、

习仲勋（右）参观民航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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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后兼任党委副书记。他采用系统

工程方法，实行矩阵管理，改进计划工

作，使飞行员培训、空中管制等一些原来

薄弱的系统得到加强。他积极主动组织和

参与民航系统的体制改革，拓展融资渠

道，加快民航机队、机场的拓展与技术改

造，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和

全行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行政领导职务不断变换，肩头责任愈

来愈重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丢弃自己从事

的气动弹性专业研究。在1982年离开601所

之前，他已经将颤振组从研究室划出，在所

里新成立了代号为31室的颤振室，管德希望

能在航空工业系统组建一个专门的飞机气动

弹性研究所，带出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专业

团队，向更高目标冲刺。1985年，在管德到

北京赴任之初，即受聘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桂彬教授是国内

最早从事气动弹性专业研究的学者之一。

在长期与管德共同担任教学、研究的过程

中，他的一个感觉是“管德的接受能力和

理解能力特别强”，“我觉得他理论水

平、学术水平是很强的，他写的文章、他

编的书我都看过，我觉得他有很高的学术

水平。我们这个专业最重要的就是动力

学、振动的理论和数学基础，我觉得他在

这几个方面都是很强的”。

陈桂彬用实例对此进行了诠释：“上世

纪70年代初期，我们的导弹研制单位曾遇到

了弹性体和控制系统耦合的问题。后来我们

就研究把控制和气动弹性搁在一块儿，联合

求解，就叫气动伺服弹性力学。”

作为教师，陈桂彬的感受是，学科的

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力学的范围，以

前对气动弹性的理解是弹性力学、振动、

气动力等学科的组合，现在还得加入控制

理论，所以从三面体变成四面体了。教师

也是在不断地跟着发展，在不断地补充自

己。管德进入了教师的行列，他也是这样

在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并在研究中不断

创新。

由管德编写或主编的《非定常空气动

力学计算》《气动弹性试验》与《飞机气

动弹性力学手册》至今仍为飞机设计单位

气动弹性设计人员的首选参考资料，同时

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飞机设计气动弹

性专业的经验总结。

对于管德，陈桂彬做出了一个同行和

教授的评价；“管德很敬业，他对气动弹

性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在工程实践中有丰

富的经验，在国内气动弹性领域，他有很

大的贡献。”

（师元光）

诗二首  悼念南仁东

○王培榕（1969 届自控）

为南仁东射电望远镜正名

人间天眼，天上仁东。
万世师表，毋忘南公。
水清木华，以致苍穹。
谈笑宇宙，对话太空。

央视评选感动中国人物有感

心怀敬仰念南公，天眼伴君探苍穹。
大爱若虹映日月，群山足迹印南东。
感动中国同怀念，天地亦为君动容。
民族脊梁挺华夏，彪炳史册一劲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