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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人民空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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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初创时期和关键阶段，各项建设突飞猛进，部队在

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本文从调整扩充编制体制、加速发展武器装备、大力推进实战训

练、不断强化政治工作、着力提升地面保障能力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人民空军建设情况进行了考察，以期廓

清史实、梳理经验，为人民空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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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人民空军作为一支年轻的力量，在飞机紧缺、人员较少、战术技能不成熟的

条件下，主动作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从打小仗到打大仗，从只能在昼间

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到能够在昼间比较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和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1］84 并不

失时机地组织大批新建部队轮番担负作战任务，实现了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预期目的，取得了骄人

战绩，为空军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调整扩充编制体制

( 一) 组建航校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航空兵部队的迅速扩充，对空、地勤人员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我军原

有航校的培训规模已很难满足部队发展的需要，从 1951 年开始，在原有 7 所航校的基础上，先后两

次扩建新的航校，至 1953 年年底空军共有航校 13 所，另加一个空军指挥员训练班。在不到 4 年的

时间里，航校共计为部队培养飞行人员 5945 名( 其中女飞行学员 55 名) ，机务人员 2. 4 万名，军事

干部 396 名，政治干部 690 名，后勤干部 310 名，［1］42 保证了航空兵部队对人才的需要。1950 年到

1953 年间，先后成立了 8 个航空预科总队( 后改称航空预备学校) ，对准备入航空学校学习的学员

集中进行预科教育，并相继成立了机务学校、干部学校( 1952 年 9 月改称空军政治干部学校) ，人民

空军逐步建立起多种类型、综合性院校培训体系。［2］113

( 二) 组建航空兵部队

人民空军为适应参战的需要，遵照军委关于抓住友军空军部队协助我防空的机会、帮助我进行

训练和作战的指示，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尽最大的可能，采取一切最迅速最有效的措施，组成与训练

出一批空军部队，使之能早日参战。
1950 年 8 月，周恩来在主持召开检查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情况的国防会议上决定: 空军在已

有第一批 7 个航空兵团的基础上，增编 3 个轰炸机团和 1 个海军飞机团，1951 年下半年再增大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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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3］1901950 年 10 月 1 日到 11 月 25 日，空军先后以从陆军调来的机构和干部为基础，组建了空军

第二批航空部队共两个旅，即: 空军驱逐第 3 旅，下辖第 7、8、9 共 3 个团; 空军驱逐第 2 旅，下辖第

11 和第 14 团，原第 4 混成旅所辖的第 12、13 团暂归该旅建制。除上述 2 个旅以外，10 月 22 日军委

决定第 4 混成旅旅部率第 14 团自上海出发，去东北与驱逐第 3 旅的第 7 团合编为驱逐第 4 旅。①

为进一步加速空军部队的建设，1950 年 11 月空军首长两次建议并经军委批准，以陆军调来的

机构和干部为基础组建第三批航空部队共 5 个师，即: 第 5 师( 冲击师) ，第 6 师( 驱逐师) ，第 7 师

( 驱逐师) ，第 8 师( 轰炸师) ，第 9 师( 驱逐师) 。② 这 5 个师自 1950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7 日的

37 天时间里先后组建，并分别接收了 1、2、3、4、7 航校毕业的飞行学员，迅速投入飞行训练。1950
年 12 月下旬至 1951 年 5 月下旬，组建了空军第四批航空部队共 8 个师，即: 空军第 10 师( 轰炸

师) ，第 11 师( 冲击师) ，第 12 师( 驱逐师) ，第 14 师( 驱逐师) ，第 15 师( 驱逐师) ，第 16 师( 驱逐

师) ，第 17 师( 驱逐师) ，第 18 师( 驱逐师) 。③ 截至 1951 年 5 月，连同空军第 13 师( 运输机) ，共编

组了 17 个航空兵师( 含第二批、第三批组建的 3 个旅) ，34 个航空兵团。④

到 1953 年底，空军“边打边训边建”，在苏联的援助下已建成一支拥有 28 个航空兵师 5 个独立

团的空中力量。［4］23

( 三) 组建空降兵部队

1950 年 4 月 17 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建空军空降兵部队。由于空

降兵部队作战的特殊性，在选拔人员的时候，各军区、野战军抽调的人员几乎全是解放战争时期的

战斗英雄、模范班排干部以及一、二等功臣; 而空降兵领导机构的人选则全是从有指挥作战经验的

步兵师团营领导干部中选调，同年 7 月 17 日，中央军委正式确定部队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陆战第 1 旅。［5］237

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在编制上参照了苏联经验，并结合我军实际情况，确立了旅机关设司令部、
供给处、技术处、医务处等机构; 作战和保障分队，设狙击第 1、2、3、4 营，1 个迫击炮营，1 个战防炮

营，1 个坦克营，以及通信、侦察、高射机枪、工兵、运输、卫生等直属连队，全旅共编 3884 人。［6］51 在

基地选择上，经过对开封、新乡、安阳三地的实地考察，最终确立开封为训练基地。在旅机关组建

后，立即开展了部队的组建工作，先后接收了从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东北、华北、山东军区中的

37 个军和 3 个军级单位抽调来的 6862 人，经过体检淘汰 1809 人，最终编制 5000 余人。1950 年 9
月 17 日，空军陆战第 1 旅正式成立，［3］151 这批军政素质高，作风纪律优秀的战斗功臣成为空降兵建

设的中坚力量。

二、加速发展武器装备

( 一) 建立航空工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因此人民空军的武器装备只能靠进口。朝鲜战争

爆发后，航空工业的建立再次被提上日程。1950 年 12 月，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中国航空

工业问题。［7］31 中共中央派出由何长工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援建中国航空工业的问题。
经过艰苦谈判，中苏双方于 1951 年 2 月 19 日就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原则、规模及工厂选址等问题

达成了协议。［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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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1965 年，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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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抗美援朝大事记》，1965 年，第 8 页。



为加强对航空工业的领导，中央军委成立了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1951 年 4 月 17 日中央人民

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下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5 月初，以大连建新公司

为基础，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机关在沈阳组建; 5 月 15 日，航空工业管理局正式成立。［8］343 至 9
月 14 日，空军 16 个工厂全部按计划移交该局。① 该年下半年起，航空工业局将接收的工厂有计划

地陆续调整为 11 个工厂，并将其中 80% 的人员与 70% 以上的设备，集中到哈尔滨 120、122 厂，株

洲 331 厂，南昌 320 厂等 6 个主要工厂，［9］16 航空工业各项建设快速发展。到 3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

期末期，6 个主要工厂都已具有了新型大修理厂的规模，［9］18 不仅为全面开展航空产品修理工作创

造了条件，而且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大规模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加速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到战争结束时航空工业已完成了由修理到制造

的过渡，［10］21 为武器装备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 二) 提高战机数量和质量

为了解决空军的武器装备问题，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的建设由原来重点加强海军、空军

建设改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 含高射炮兵) 和装甲兵的建设。1950 年 2 月中旬，中国政府同苏联

政府签订贸易协定，在苏联向中国提供的 3 亿美元贷款中，原计划以 1. 5 亿美元购买海军装备，此

时决定将这笔贷款大部分转为用于购买空军飞机和陆军武器装备，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

要。［3］1861951 年 2 月，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表示人民空军将以 10 个航空兵团( 4 个米格-15 歼击机航

空兵团、1 个拉-11 歼击机航空兵团、3 个图-2 轰炸机航空兵团、2 个伊尔-10 强击机航空兵团) 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还需订购飞机、弹药、专用汽车、通信器材、油料等配套物资，并要求苏联于 4 月

1 日前将上述装备和物资运抵中国。［11］17 斯大林于 1951 年 5 月 22 日和 26 日先后致电毛泽东表示，

以前卖给中国的米格-9 飞机性能不敌美国的喷气式飞机，愿意向中方无偿提供 372 架米格-15 战机

( 只收取运输费) ，用以改装中国的 6 个米格-9 歼击机师，其中第一批 72 架于 6 月 20 日前运抵中

国，剩下的 300 架也于 8 月底前运抵中国。［3］186

鉴于在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飞机大炮数量有限的情况，1951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

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12］47 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及

机关团体、驻外机构和华侨华人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捐献。据统计，自 1951 年 6 月 1 日至 1952 年 5
月 31 日，一年来所捐献的钱款折合人民币 55650 亿元，以每架飞机 15 亿元计算，共折合 3710 架飞

机，尚余 6230 万元。［12］51

在从 1950 年 11 月至 1951 年 6 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空军组建了 21 个航空兵师，其中 16 个

歼击机师、2 个强击机师、2 个轰炸机师、1 个运输机师，当时勉强可以出动作战的 4 个歼击机师中

有 3 个半师装备的是性能比较落后的米格-9 和拉-11 战斗机，这两种飞机根本无法和美军的喷气式

飞机匹敌，从 6 月份开始，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志愿军空军逐渐将这些落后的装备改装为当时苏

联最先进的米格-15 战斗机，至 9 月份共有 8 个米格-15 歼击机师。［12］30 从 1952 年 10 月份开始，志

愿军空军又开始改装性能更加优良的米格-15 比斯歼击机。［12］288 通过改装这些性能优良的战机，大

大提高了志愿军空军的战斗力，为空军作战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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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共计移交 16 个工厂的机器设备( 包括大小各型车床) 2269 部; 建筑面积 44. 7 万平方米; 人员 5453 名( 内有排以上

参照军队供给制干部 436 名，班以下参照军队供给制人员 1420 人，薪金制工人 3597 人) ，资金( 包括设备、房屋等) 折合

人民币 4810 万元。与此同时，根据重工业部的决定，航空工业局又分别接收了重工业部兵工总局的两个工厂( 国营第

282 厂，东北兵工局 21 厂) 。



三、大力推进实战训练

( 一) 探索作战原则

志愿军空军在参战之初，没有成熟的空战战术原则，主要是根据人民解放军陆军以往的作战经

验，提出“大胆细心”、“周密准备”、“以多胜少”、“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机动灵活”等一般性的作

战原则和要求。这些战术原则在参战之初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空战规模的扩大和美军航空

兵战术的改变，志愿军空军在集中兵力、编队协同、空地指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迫切需

要有一套适合战场情况的作战方法。［10］22 在这个时候，空军领导提出了“在实践中提高，在战斗中

成长”的口号，号召广大参战飞行员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创造适合于自己

的战法战胜敌人。
空战中，飞行员们加强了战术手段及作战方法的研究和运用，经过多次战斗实践，大家普遍认

识到，在发挥编队协同作战的基础上，还必须详细解决攻击方法和战术手段问题。为此，各部队在

飞行结束后，举行形式多样的讲评会，找出空中指挥、编队战术和射击动作上存在的问题，总结出经

验教训，以争取更大的胜利。特别是“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指导原则提出后，更激发了大

家学习战术研究战术的热情，逐步摸索出了编队作战、保持双机、争取四机、讲战术、有指挥的作战

经验，从而保证了空战的胜利。［5］282 从 1952 年 1 月开始，我志愿军空军即开始由作战经验丰富的部

队带领新部队作战，先后参战的 9 个师，均取得了作战经验，开始独立担负空中作战任务。［12］289

( 二) 创新战法

创新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空军同样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创新战

法，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战法。典型的如“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这一战术原则用以

指导志愿军空军空战战术，在此基础上志愿军空军还发明了很多新的空战战术，或者是对过去战术

的改进，或者是新发明，或者是学习借鉴。这些空战战术包括诱饵战术、阶梯战术、钳形包围战术，

其中有些战术是学习陆军的，比如诱饵战术。①

创新的首要前提是要学习和了解相应的规律。早期我军从苏军那里学的是一字阵形，具体说

就是一个团的飞机，二十几架排成一字横队，这是二战期间用得比较多的战法。美军也总结了这一

战法，并应用到战斗中去。针对这种情况，志愿军空军大胆创新，总结出了“两翼夹击”的战法，即

当敌机排成一字横队时，我方从美机群中间穿过去，将美机群一分为二，然后中间几架飞机向前飞，

让美军的飞机跟着我们中间的飞机往前飞，接着我机分开左右两个阵形，一起对敌机进行合围。再

比如志愿军空军根据美军指尖阵形的四机编队总结出了蛇形队形编队。就是每一层都是四架飞

机，这四架飞机组成一个机群，四架飞机不在一个高度，越往后越高，而后面每一层的小机群像蛇一

样呈“S”形排开，这中间前后左右上下都有距离差。这样的编队队形，从战术使用上比较灵活，能

够起到互相掩护的作用。一旦有四机受到攻击，其他的飞机很快能赶上来对敌目标实施攻击。②

除了学习对手创新战法外，志愿军空军也根据自身飞机的特点及陆战战术原则积极创新战法，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最著名的战术动作“向上综合机动、向下综合机动”就是由我志愿军空军

发明的。众所周知，在空战中从后面打是最安全最容易的打法，而从侧面打就比较困难。采用“向

上综合机动，向下综合机动”的战术动作可以实现对敌机的咬尾，实现战略优势，然后实施攻击。志

愿军空军王牌飞行员赵宝桐在空战中结合陆军战法发明了“横扫敌机”的战法。一般在空战中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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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空军主办的《空军课堂》2009 年第 4 期整理。



到敌机后，用光环套上，然后射击，这称为“点攻击”，这种攻击方式的命中概率相对较低。赵宝桐

在空战中发现，如果能够像地面上的机枪一样横扫，命中概率就大大提高了，基于这种想法，他在瞄

准敌机以后扫射，然后压低操纵杆，将点射变成横扫，结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取得了击落敌 7 架

喷气式飞机的辉煌战果。
( 三) 轮战锻炼

1951 年 10 月毛泽东指示刘亚楼，要争取时间锻炼部队，应设法使更多的部队参加实战锻炼。
为此，空军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认为毛主席关于争取时间锻炼部队的指示对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具有

决定意义，要以最大的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争取时间，将所有可能参战的部队投入作战，

得到实战锻炼。①

为此，空军根据作战计划，从 1951 年 8 月至 1952 年 6 月共安排了四批次部队参加了实战锻

炼。战场是最好的练兵场，通过轮番作战，各参战部队能够在一般气象条件下遂行作战任务，创造

和发展了歼击航空兵战术，技战术均取得了较大进步，部队的作战水平得到了提高。在战斗指挥方

面，重点解决了指挥员率领机群有组织地作战问题，特别是纠正了部分指挥员只顾个人攻击敌机，

而不顾指挥编队作战的毛病; 在编队作战上，提高了飞行员双机协同作战的意识，克服了单机蛮干

的缺陷; 在装备维护上，不断改进装备，提高装备作战性能，保证了飞机的出动。
1952 年 6 月，空军党委决定军区空军的指挥机构要进行轮战锻炼，借以提高指挥能力。同时

确定航校和没有参战部队的主要领导及部分战勤人员，也要分批到安东进行战地实习。截至 1953
年 7 月，到志愿军空军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见学实习的空军人员共有 1727 名。［13］70-71

四、不断强化政治工作

( 一) 强化战斗精神培育

克服畏敌情绪，消除思想障碍。志愿军空军在刚组建的时候，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联合国

军特别是美军，他们的飞行员大都参加过二战，飞行时间都在 2000 小时以上，而我们的空军刚组建

不到一年，飞机老旧，飞行时间大都是几十小时，作战经验为零，因此不少人产生了畏敌情绪。面对

这种情况，空军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在战斗中成长”的思想，通过强化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

英雄主义的教育，要求官兵继承陆军的光荣传统，不断摸索，“研究敌人，摸到脾气”，“以我之长，击

敌之短”，达到逐步消灭敌人的目的。② 通过及时有效的思想教育，参战人员增强了信心。
结合重要战例，激励战斗意志。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志愿军空军利用既有装备，与敌机斗

智斗勇进行了殊死搏斗，取得了辉煌战绩，其中许多战例堪称经典。我志愿军空军各级党组织抓住

时机，结合这些经典战例，教育部队，同时号召大家向英雄学习，在战场上立功。
开展立功运动，提升战斗热情。为提升广大指战员及地勤人员的战斗热情，志愿军空军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立功运动。随着作战的不断深入，细化完善了立功标准，涉及飞行员、地勤人员、后勤人

员等各个方面。飞行员的立功标准，不仅有打敌机数目的标准，还有掩护和援助别人的英雄行动的

标准，提出“援助战友比打下飞机更光荣”的口号，③不仅提升了广大参战官兵的战斗热情，更发扬

了作战飞机之间相互协作的精神，极大地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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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加强官兵思想引导

消除两种倾向，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在作战过程中，部队思想易于发生左右摇摆，在连打

几个胜仗取得一定成绩、战术技术均有提高时，易于滋生骄傲、松懈的思想，往往只有攻击，而无防

御。而遭到某些失利时，则易产生恐惧、消极避战和互相埋怨的情绪。针对这两种倾向，空军各级

党组织审时度势，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向广大官兵反复说明朝鲜战场就是一个练兵场，不战就不能

得到锻炼和提高，“主力”是打出来的，“英雄”是在战斗中产生的。而麻痹大意，消极应敌只能处处

挨打。通过正确的思想引导，及时消除了这两种不良倾向，保证了后续战争的胜利。
加强地勤人员思想引导。战时地面勤务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空战能否胜利，因此加强地面

勤务人员的思想教育极为重要。空军加强了党支部对机务、供应各业务部门工作的领导，并反复教

育告诫官兵，如果机务、供应工作不到位，一架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就会失去双机甚至四机的战斗

力; 一架空中指挥员的飞机不能按时起飞，更会影响到空中带队指挥，只有“地面精修”，飞行员才

能“空中精飞”。
强化官兵持续作战思想引导。朝鲜战场战斗频繁，每天几乎都会有飞机出动，有时候每天出动

两次到三次。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官兵产生厌战情绪和麻痹大意思想，特别是后来实行部队轮番

作战后，这种思想倾向有所抬头; 在作战时间较长的部队中，又易于产生“换班”和“歇一歇”的思

想。针对这种情况，各级部队进行了持久作战的教育，教育广大参战人员“只要战争还没有结束，我

们就一天也不能松懈”，要发扬陆军在长期的战争中形成的“连续作战”的精神，自觉地同麻痹大意

思想作斗争，消除各种不良倾向，稳定了军心士气。
( 三) 严格战斗纪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部分官兵认为空军是技术兵种，只要学习掌握好技术就行，不需要强调纪

律。针对这种情况，志愿军空军制定了严格的战斗纪律，各级党委领导积极贯彻上级领导指示，对

于作战训练中的违章违规操作的行为，给予了严厉批评，作出严肃处理。1951 年 2 月 13 日，空军第

五航空学校组织飞行训练，飞行教员刘登起严重违反纪律，驾驶飞机向某地集市俯冲以炫耀自己，

结果撞山，造成机毁人亡，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并在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时任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严厉批评说:“应把这种坏作风看作‘空中流氓’行为。”［4］369 按照他的指示，《人民空军》杂

志第 20 期以《“空中流氓”刘登起丧了命》的醒目标题报道了这起事件，并且刊登了该航校党委《关

于刘登起等飞行失事检讨的报告》，号召在飞行员队伍中广泛开展批判“空中流氓”的思想斗争。
空军还先后开展了对赵砚田失事肇祸，谢登宇、焦延寿用飞机扫雪等违法乱纪事件的批判斗争，空

军党委也几次作出关于纠正飞行干部违法乱纪的决定，［15］23 进一步严明了军队纪律。

五、着力提升地面保障能力

( 一) 不断提高机务维护水平

战争初期，我军使用的是初次参战的米格-15 飞机，虽然作战性能优良，但可靠性比较差，维修

复杂，尤其是定期检修工作特别频繁，工作量非常大，使机务保障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了保证飞机的作战性能处于良好状态，1951 年 9 月，空军党委号召全体地勤人员“一切为了

战斗胜利”，提出了“胜利的表现在天空，胜利的保证在地面”的口号。号召切实做到故障不过夜，

故障不上天。空军机务保障人员本着“在实践中提高，在战斗中成长”的精神，刻苦钻研专业技术，

认真学习维修技能，保证了战鹰能够随时起飞战斗。当时的机务保障人员除了少数由陆军转入外，

大部分是刚刚走出校门不满 20 岁的青年学生，从事飞机维修也只有几个月。为解决日常维修中遇

到的技术难题，机务保障人员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故障研究活动。只要平时有时间，就聚在一起结合

研究故障，群策群力攻坚克难。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总结摸索出了在边组织、边扩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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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边工作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路子，即: 首先掌握维护时间和制定主要的工作条例，然后再注意提

高理论，逐步进行全面的业务建设。［16］80 在总结摸索中，借鉴苏联空军的各项维修条例及法规，我

军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外场工作制度，制定并颁布了维护条例。在保证飞行安全、消灭事故方面，

确定了飞行阶段机务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采取换季检查等措施，提出了飞机保持 85% 良好率的要

求，规定梯次使用飞机以及发动机空地使用时间比例标准等。［16］81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机务保障人员共修理飞机 800 多架，修理附件 20 余万件，保证了战鹰飞行

6 万多小时，10 多万架次，战斗出勤率达 99%以上，［16］80 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 二) 稳步提升后勤保障能力

这个时期的后勤工作，经历了一个由陆军后勤向空军后勤的转变。空军后勤保障工作，对于这

些从陆军过来的指战员来说，十分陌生。在转变过程中，边组建机构，边担负任务，边学习空军后勤

业务知识，成为空军初创时期后勤工作的主要特点。
早在 1950 年 12 月，空军领导就开始着手空军入朝参战前的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并派空军后勤

部政治委员杨尚儒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先期入朝。1951 年 3 月，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作出指示:

积极抓紧做好志愿军空军部队入朝参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抢修机场和仓库; 准备供空地勤人员

居住的山洞; 组织接收、保管好从国内运进朝鲜的作战物资，主要是航空油料、弹药、器材、空地勤人

员的被装、粮食等。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先后从中南军区空军、华东军区空军、东北军区空军和空

军后勤部机关抽调干部，组成了志愿军空军后勤部，下设 4 处 1 室，即参谋处、供给处、场建处、卫生

处和政委办公室。后来又组建了轰炸和冲击两个指挥部。在朝期间，后勤保障人员先后完成了抢

修作战机场、抢运作战物资、抢救跳伞飞行人员及为准备入朝空军地勤人员筹备住处等工作。共计

改扩建机场 28 处，负责保障的航油油罐达 700 多个，累计收容跳伞人员 142 人，完成对 12 个轮训

航空兵师的后勤保障任务，圆满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任务。［5］367 虽然后期空军未能进驻朝鲜

机场，但在美军频繁轰炸的情况下，后勤人员进行了各项战时准备工作，积累总结了野战条件下的

后勤保障经验，为以后更加有效地组织开展空军后勤保障工作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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