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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明一向比较低调，作者虽然收集了一些档案和型号研制大事记等材料，但要写成传记还是有一定的
困难。
几经动员，几次采访长谈，并由他执笔写了十多万字的基本素材，再经过对他的亲友和同事的调研座
谈以及整理他们提供的材料，对李明的印象才逐渐明晰、深刻和鲜活起来。
    李明于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从他的工作履历表可知，他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
、大熔炉里锻炼、成长起来的。
他从事的机务工作实践，既使他积累了一定的维修技术工作经验，也使他产生了提高自己专业技术知
识的渴望。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他于1958年如愿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所军队的最高军事技术学府，以
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他有幸被分配到了有“中国飞机设计师摇篮”之称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他一如既往地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善于思考，踏实肯干，不畏艰难，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方针下，
他先后参加了三次重大的对外军事技术合作，从而使他有了博采众长的机会，也成就了他成为航空领
域承担飞机型号和预研任务比较多的飞机总设计师之一。
    在这本书里，大家可以看到，李明院士正向你们一路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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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新立编著的《一路前行》以平实的笔触，翔实的资料，记录了李明院士在新中国航空工业领域近半
个世纪的奋斗历程。
讲述了李明如何从一名解放军战士，到全军最高学府的大学生，再到航空工业领域的院士的不懈追求
与奋斗的一生。

书中重点介绍了李明紧跟世界航空技术发展的潮流，率领团队实现了中国战斗机主动控制技术的大跨
越，并以此开创了中国航空预研的新局面。
在国际合作中，李明院士救眼未来，立足长远，既实现了中国空军装备的更新换代，又实现了中国航
空领域技术和工艺水平的整体提升。
全书是李明院上为航空丁业倾情奉献的真实写照。

《一路前行》既可供航空从业人员阅读，也可供社会公众阅读，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航空爱好者，读
之会大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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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主动控制技术是一种能提高飞机飞行性能和作战效能的综合设计技术（之前也称随
控布局技术）。
主动控制技术的基础和核心是电传操纵（Fly-By-Wire，FBW），即以飞机运动参数为控制对象，以计
算机为控制核心，采用余度信号传输的飞行控制系统。
主动控制技术在飞机上的应用并不局限于飞行控制，还涉及到气动力、飞机结构、推进系统、火控系
统及航电系统等。
主动控制技术给飞机设计师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使飞机的综合性能和效能得以优化，它的基本功能
主要有：放宽静稳定性（RSS）、机动载荷控制（MLC）、结构模态控制（SMC）、直接力控制
（DFC）、阵风减缓（GA）、颤振主动抑制（FAS）等。
以主动控制功能开发为基础，还可以开展更为复杂的系统综合控制技术研究，如火力／飞行／推力综
合控制的研究等。
 从1978年开始，李明在参与2号机研制过程中，在大量查阅国外最新资料时，他就开始关注并跟踪国
外航空技术的发展趋势。
他发现，当时西方航空技术发达国家都在开展主动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美国已经在其F-16战斗机
上将该技术实用化。
这给了李明一个启发，那就是我国未来研制的飞机，不但要追求良好的机动性能，在飞行控制和火控
系统等方面也要采用新的技术，特别是主动控制技术。
此后，李明开始留意国外主动控制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学习，并在所内从各有关研究室抽调人员组
成研究小组，收集与翻译国外资料，定期进行技术讨论和交流。
正是这个在当时看似业余性质的研究小组，为我国航空领域开展主动控制技术的研究培养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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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创建于1961年的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是新中国组建最早、专业最全、实力最强的飞机设计
研究所。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中，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在几代人的努力下，逐渐从弱小走向强大，专
业从单一走向全面，影响力由国内扩展到国外。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为国家的国防安全、空军装备的更新换代和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航空工业整体
水平的提升乃至跨越，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歼8到歼11，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所装备的战斗机，大多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主导研制和参与研
制。
    小到一个研究所，大到一个行业、一个国家，其发展和壮大都离不开人才，特别是那些在各个时期
勇担重任、默默奉献的人才，他们堪称脊梁。
作为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人才队伍的优秀代表，李明院士就是这样的人。
    他既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有精准的眼光，既有无私奉献的胸怀又有长期耐得住寂寞的韧性，既有顽
强的单兵作战能力又有善于团结的协作精神，他是一个无愧于时代的航空人。
    白1963年9月踏入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李明便与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结下了深厚情谊，至今已近50年
。
在这些年里，李明在最初的18年先后参与了摸透米格一21战斗机、歼9研制方案的提出与设计、4号任
务、歼13方案的研究和详细设计等工作，并初涉自动化领域。
用李明院士的话说，这18年是一个广泛涉猎和积累的18年，在这之后，凭借着扎实的自动化专业功底
，以及对国际航空技术发展趋势的追踪和掌握，李明在中国航空工业领域率先开始了主动控制技术的
研究。
而此前的18年对飞机设计流程的掌握，使他具备了统领中国航空工业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验证机研制
计划的能力。
又是一个18年，中国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国外的差距缩短了10年，李明
也以此首开中国航空工业领域关键技术预研之先河，成为该领域的开拓者。
    在致力于航空预研的同时，李明先后作为“八二工程”、“八三工程”的总设计师参与了整个项目
的研制，力推科研成果的工业化应用。
而正是预研成果的应用，使歼8系列飞机大放光彩，综合作战能力达到世界第三代战斗机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李明受命任“十一号工程”总设计师。
本着对中国航空工业和国防安全的强烈责任感，李明以购买苏-27CK飞机为契机，力主引进苏一27飞
机生产许可证，并在国内加速其全面国产化，以此带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整体科研能力的跨越。
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和坚持是正确的，如今的歼11系列飞机，已经成为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真
正的攻防兼备的多任务机种。
    半个世纪，虽长亦短。
长的是，他足以让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须发如霜的老者；短的是，纵有18000多个昼夜，在李明
的眼里也都如一日，那就是为中国的航空工业坚持奉献，不懈追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由此来说，李明院士近50年的lT作历程，本身就是中国航空工业技术发展史的浓缩。
他的人格以及专业素养都堪称楷模，值得学习。
2009年，经中航传媒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龙明灵推荐，应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科技委之约，笔
者开始着手准备李明院士传记的编写工作。
尽管此前笔者已经在航空出版传媒领域工作了5年多，但毕竟是非专业出身，科普文章虽然写得不少
，但是如此长篇的人物传记还是第一次接触。
所以，接手之初，常常手足无措，无从下手，一则担心专业方面有失，二则担心因个人水平不足而不
能全面展现李明院士的平生。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笔者先后3次前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对李明院士及其夫人余晓兰女士，
以及与李明院士长期一起工作的同事进行采访，希望尽量多地掌握素材，尽量真实地再现李明院士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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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工作经历。
    采访过程中，笔者深深为李明院士严谨求实、敢为人先、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服从组织、勇挑重
担、勤奋敬业的工作态度；淡泊名利、功成不居、顾全大局的职业素养；朴实低调、助人为乐、以诚
待人的高尚品质所折服。
可以说，本书编写的过程，也是笔者学习的过程，不但学习和了解了航空领域的专业知识，更学习了
李明院士航空报国、激情进取的职业精神，而后者将使笔者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大受裨益。
    此书在编写过程中，一直受到李明院士及夫人余晓兰女十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两人更是亲自执笔撰
写了大量素材供笔者参考。
此外，编写组和原主笔肖传卿老师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曾到上海采访了601所老同志张嘉华、张林堂
、付雨润、黄锦旗和二妹李清，还到北京采访了原航空航天工业部歼8Ⅲ办公室主任郭志孟，哈军工
同学肖传韩、王镇忠和601所胡秉科，其间顾诵芬院士和夫人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编写组同志讲述了李
明院十的工作和生活往事，并为本书作序。
    编写组成员在601所采访了副总师黄季墀以及赵守廷、贾鑫、于建文和阮强等同志，他们提供了许多
有意义的素材。
    另外，618所副总师张汝麟，613所副所长谢克嘉，601所副总师章怡宁、沈琪和质量师黄德森，以及
王敬玉、孔祥泰、姜作范、王德崇、曾冬娟、冯家斌、葛福生、章俊杰、姚宗信、崔建国、王国栋、
路志伟、朱铁夫、王美仙和张勇，大姐李新等都撰写了稿件。
    在提供书稿图片方面，601所人力资源部赵雪飞，工程信息部卢刚、崔海薇、王磊，以及沈飞公司总
工程师袁立、档案馆徐晓鹏，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原主笔肖传卿老师完成了本书的部分框架，为本书的编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此，对以上同志表示
真诚感谢。
    此外，还要感谢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刘艳芳和高凤勤两位老师，他们的辛勤工作弥补了笔
者写作上的不足，让本书更具可读性。
    院士的高风亮节值得学习，院士不懈奋斗的一生值得铭记。
然而，由于时问仓促，笔者写作水平有限，无法用文字全面展示李明院士精彩的人生，恳请李明院士
见谅。
    恳请广大读者和所有关心中国航空工业的朋友提出意见，笔者表示真诚的感谢。
    作者    2012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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