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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雷达提供的参数，确定残骸坠

落的坐标非常容易。此时，在指挥所院子
里就停着一架整装待发的米-4直升机，

中苏军官立即乘机赶赴残骸坠落地点。
大家抵达后发现，附近村庄的几十个民

兵已守在敌机残骸旁边。原来，RB-57D
在空中就解体了，其残骸飞溅到半径五六

公里内，机翼、发动机和机身等成块坠入

地面，在一块大约 3平方米的机翼上留下

2471个弹孔。敌机飞行员欲跳伞时，身体
已被导弹弹片切成数段，解放军在其军服

口袋里发现了印有王英钦姓名的国民党
军官证。从找到的飞机黑匣子的磁带录

音可以断定，王英钦在与台湾通话时，并
没有意识到会遭到导弹攻击，同时国民

党军也不知道 RB-57D会遭到拦截。
中国大陆原本决定对国民党军

侦察机被击落一事严格保密，但台湾岛

内媒体随后报道称，一架 RB-57D飞机

失事坠入东海。在此情况下，新华社

受命发布如下消息：10 月 7 日上

午，蒋介石集团的一架美制

RB-57D 侦察机入侵华北上

空，被解放军击落。但报道里

既未提所用武器，也未提

飞机是如何被击落的。
这次胜利后，中方请

求苏联帮助在上海、鞍山、

广州、西安、武汉等大型工
业与行政中心部署 S-75，

这一任务再次落到斯留萨里
的身上。任务完成后，他便结

束在中国的任务回到了莫斯
科。此后，他官至炮兵少将，退

役定居白俄罗斯首都明斯

克至今。

秘密来华
    1959年，北京准备国庆十周年庆

典，但国民党飞机窜犯问题亟待解决。
当时，美国援助国民党军的 RB-57D

侦察机实际升限 2.1万米，而解放军
最好的米格-19（国产型号歼-6）歼击

机的最大升限才 1.9万米，装备最多

的米格-15飞得更低，敌人有恃无恐，
窜犯航迹逐渐逼近北京。为保障庆典

安全，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帮助组织
首都防空作战请求，其中就包括引进

S-75“德维纳”地空导弹综合体。该武
器于 1957 年定型，1958 年才部署到

苏联若干城市附近，由于技术尖端，苏
联对出口十分谨慎，但基于两国友谊，

莫斯科还是同意对华提供 5 个 S-75

导弹营，外加 1个技术保障营，内含
60多枚 V-750（1D）导弹。该导弹最大

射程 29-34公里，最小射程 7公里，飞
行速度超过 3马赫，最大射高超过 2.5

万米，刚好覆盖高空侦察机的高度。

训练出色
    当年四五月份，苏联导弹作战专

家维克托·斯留萨里上校、技术工程师
亚历山大·佩茨科上校和尤里·加尔金

少校领衔的军事小组抵达北京，随后
投入对我空军地空导弹分队战勤班的

培训。“应中方要求，苏联还将拉-17

无线电遥控靶标运来，供中国空军五
个战勤班在戈壁沙滩进行实弹射击训

练。中国军人在熟悉 S-75的过程中表

现出坚韧不拔、刻苦钻研和刨根问底

的精神，并在实弹射击考核中将靶标
全部击落，圆满完成培训任务。”斯留

萨里清楚记得，4月 19日，自己指导
中国军人在宁夏中卫县东北 40公里

处的荒滩上实施首次实弹打靶，一架
图-4NM轰炸机在靶场中心上空 8000

米投放带有角反射器的伞降靶标，中

方导弹营待轰炸机飞离危险区后，一

举击碎伞降靶标，标志着训练达标。

6月中旬，苏联专家小组返回北
京。斯留萨里回忆：“我们的主要任务

是勘察和选择 S-75导弹阵地、部署综
合体、完成通信和指挥保障工作。”首

都防空部队集群的指挥所设在地下掩
体里，5 个导弹营的指挥所则部署在

苏联专家协助勘察和推荐的阵地上。9

月下旬，时任中国空军副司令员成钧
向国防部报告：首都防空部队集群已

做好遂行首都防空作战的准备。与此
同时，斯留萨里也向苏联援华军事专

家组长尼古拉·赫列布尼科夫炮兵上
将报告了此事。

反常举动
    1959年 10月 1日至 4日，北京的

国庆 10周年活动胜利结束，但随后预期
的平静没有到来。斯留萨里说，北京时间

10月 5日早晨 6时许，一架 RB-57D侦
察机从台湾起飞，向中国大陆扑来，

“15-20分钟后，我被总参谋部一辆汽车
接到防空指挥所。在我抵达前，RB-57D

已进入福建空域，朝着南京飞来”。敌机

窜犯期间，人民空军曾起飞十几架歼击

机拦截，但均因高度不够而没有奏效，敌

机也受到惊吓，拼命爬升高度，从 1.5万
米抬到 1.7万米，后来干脆达到 2万米

高度，进一步在我军雷达屏幕上暴露航
迹。随后，我军歼击机跟随侦察机飞越长

江，继续向北飞行。在距北京大约 500-

600公里时，侦察机突然转向上海，随后

出海返回台湾。

敌机的反常举动令解放军防空部队

指挥员迷惑不解：“难道美蒋情报部门掌
握了我们部署地空导弹的情报？要知道，

我们是在最为严格的保密条件下部署
的。难道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会前功尽弃

吗？”随后的三天，大家都是在高度戒备
中度过的。

    10 月 7 日，RB-57D 侦察机

再次飞往大陆，起飞时间和航向
与 10月 5日一模一样，它躲开解

放军多架歼击机拦截后，没有改
变航向，继续朝北京飞来。距离北

京 400-500公里时，斯留萨里所
在的防空指挥所下达各导弹营进

入战斗准备的命令。此时，搜索雷

达已在距北京 320公里处发现目
标，为了不造成误伤，斯留萨里建

议立即让解放军战机飞离导弹杀
伤区域。

不久，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向国防部
报告了空情，命令很快到来：“如果有十

分把握击落 RB-57D的话，就开火。”成
钧咨询斯留萨里的意见，多年后，斯留萨

里依然记得当时的感受：“如果说我不敢
担保，那么苏联兵器设计师的心血和导

弹武器的信誉将会大打折扣，我们向中
国提供 S-75又有何用？但如果我说敢

担保，那万一出了问题又该怎么办？复杂

交错的心情，一两句话说不清！此时，我
的脑海里全是对自己熟悉的装备的热

爱，以及对中国军人训练成果的坚定信

念。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一个人承担！”
于是，斯留萨里郑重地回答：“请转告上

级同志，我有十分的把握！”
随着时间推移，敌机离北京越来越

近，尤其距导弹 2营的阵地只剩下 200

公里了。指挥所命令该营打开制导雷达，

开始搜索空中目标。很快，雷达在距发射

阵地 115公里和 20300米高度上发现敌
机目标。斯留萨里回忆，自己在指挥所里

收到 2 营营长的报告：“我已经发现目
标，我现在使用手动方式跟踪敌机。RB-

57D距我营 95公里。”随后，2营

由手动方式转入自动方式跟踪目
标，在敌机距离阵地 65公里时转

入同步方式跟踪。“目标距导弹营
41公里时，2营发射第一枚导弹；

在距离 40公里时，发射第二枚导
弹；在距离 39公里时，发射第三

枚导弹。导弹飞向侦察机的时间

仅为 40-50秒。”指挥所的气氛
异常凝重。这时，2营营长向指挥

所报告：“第一枚导弹击中目标，
第二枚导弹击中目标，第三枚导弹击中目

标。”报告虽以间隔两三秒钟完成，但让大

家都松了口气。
尽管直觉告诉导弹已击中敌机爆炸，

而不是自毁引爆，但斯留萨里认为现在庆

祝胜利为时尚早，就像俗话说的“什么怪
事都有可能发生”。指挥所要求 2营报告

发现敌机消失的高度，前方报告：“在高度

18000米、15000米、10000米、5000米和
3000米发现目标。随后，目标消失。”可

以确定，空中强盗已被歼灭，剩下的工作
就是确认 RB-57D的残骸坠落地点。

检查残骸

    60 年前的 10 月 7 日，人
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了台
湾国民党当局的高空侦察机，
创下世界战史奇迹。这次胜利
的背后，一群苏联技术专家作
出特殊贡献。时值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亲历战斗的原苏联
专家斯留萨里讲述了其中的秘
闻，某些细节值得感兴趣
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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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画《总理来到
发射场》

■ 斯留萨里（前排左三）与中国战友在上海外滩

■ 斯留萨里和中国司机

■ 苏制 S-75导弹综合体的导弹牵引车

荨 苏制 S-75综合体

的导弹发射器

茛 中国军人

操作雷达，监测敌机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