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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张连芳叱咤蓝天28载，执行重大任务数百次

原子弹爆炸后她驾机两次冲向蘑菇云

高中毕业后，选择加入空军

张连芳出生在东北的一个普通家
庭。高中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张连芳面
临两个选择：公派到苏联留学，或者到
空军当女飞行员。张连芳打定主意：加
入空军，为国争光！经过严苛的选拔，张
连芳进入江苏徐州空军航空预备学校
学习。她立志：“一定要让我们国家富强
起来，不再受人家欺负。”

1959年，张连芳从航校毕业，成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第13师的一名飞机
领航员。在没有定位系统的当年，领航员
的作用非常关键，决定了飞机的航向，要
求有强大的计算能力，数学好的张连芳脱
颖而出。

空中指挥作战、大兴安岭森林救火、
南海空中搜寻难民……张连芳曾经一夜
飞行半个中国，足迹遍布祖国各地。“离地
三尺，不分男女！”聊起自己的那段“高光
时刻”，她爽朗地笑了。

执行任务前，曾拍下“遗照”

1964年，张连芳被选中前往大西北执
行秘密任务。到了马兰基地，张连芳才得
知，这次秘密任务与原子弹有关——— 她和
战友们要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
空中保障以及空中采样工作。

大西北地理环境恶劣，交通极为不
便，只能靠飞机进行运输作业。一望无际
的戈壁滩上，大风天气是家常便饭，全年
中最大风力能超13级，天空中连一只敢飞
翔的鸟都看不见。

最大的考验来自大西北极其复杂的
飞行环境：机场没有完整的导航设施，飞
机领航设备落后，在荒无人烟的罗布泊上
空飞行缺少地标参照物，航线上的偏流有

时高达20多度。
张连芳和她的战友们驾驶着飞机，承

担着大量运输工作，凭借着对航线充分的
了解和高超的技术能力，十个月时间，机
组没有出现一次飞行事故，她也因此获得
了“老西北”的外号。

和出色地完成工作相比，张连芳还要
克服很多生活上的困难，而这些困难是她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在那儿脸不洗、澡不
洗，机械员找破席子、破雨布给我搭一个
厕所。一刮风他们就说，‘姐，你的厕所又
刮跑了’。”

在这片戈壁滩上，先后参加新中国第
一次核试验的基地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
10万人。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一座属于
中国人自己的共和国原子城拔地而起。

就在正式执行空中采样任务前，根据
组织要求，张连芳和战友们拍下了一张特
殊的照片。“准备去牺牲，那是遗照。”照片
里，张连芳的脸上依然是熟悉的笑容，坦
然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我张连芳干啥都要十全十美”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原子弹爆炸后形成的火
球，在空中变成一个巨大的蘑菇云烟柱，
看上去很漂亮，却隐藏着巨大的辐射力和
杀伤力。

当时，张连芳和战友们一直在现场待
命，他们趴在坑道里戴着墨镜、塞着耳朵
等着爆炸。“一个小战士一睁眼说‘成功
了’！我们才把眼睛睁开，就往飞机上跑，
要去采样。”

为了获得分析爆炸效果的第一手资
料，空中取样是原子弹爆炸实验中必须完
成的一项工作。在国外，这些工作都是由
无人机完成的，可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们
还没有无人机，只能采用空中人工取样。
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这次取样任务，张连
芳他们驾驶的飞机进行了专门的改装。

核爆发生30分钟后，蘑菇云形成最好
的时机。这时，蘑菇云虽然已变成一团黑
色残云，但残云中仍有放射性物质和未知
的高温等，飞机会遭遇什么情况，没有先
例，无法预测。蘑菇云附近气流强劲，能见
度很低，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使飞机出现剧
烈摇晃。

机组努力保持飞机平飞，等待张连芳
计算好进入云团的最佳角度和最佳时机。
张连芳回忆：“飞机震动得上蹿下跳，脸都

被烤得像发烧一样。”
张连芳和战友们临危不惧，他们紧紧

握住驾驶杆，保持机身稳定，朝着蘑菇云
顶端追去，直至上升到极限高度5200米。

“从边上‘噌’一下穿过去，大概几秒钟，样
就采到了。”张连芳对那一刻记忆犹新。

然而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第一次采
样工作完成后，张连芳和战友们却作出一
个决定：返回，再采一次！

好不容易成功了，为什么还要再采一
次？张连芳的回答气势十足：“要保证任务
完成得好。我张连芳干啥都要十全十美，
不能半途而废！”

这已经是向死而生了。

“有西北的任务，准有我张连芳”

任务结束后，张连芳和她的战友们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放射性污染，检测
结果显示，张连芳受污染最重，没几天，
她的头发就全部掉光了，但她并没有当
回事。为了让她安心疗养，丈夫张文波
两次推迟婚期，婚后更是全权负责家里
的大小事务。

因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地
爆”方式，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
和核反击能力，因此，实现“空爆”被提上
中国核试验的议事日程。

1965年，空军接到空投原子弹的试
验任务。已经参加过一次核爆任务的张
连芳在经过短暂休养之后，奉命再次来
到大西北，这一次她的任务是“万里长
空追蘑菇云”。

“只要有西北的任务，准有我张连
芳！”明知有生命危险，张连芳却由衷地感
到高兴，“我这人就这样傻兮兮的，所以我
那些战友叫我‘傻连芳’，傻得可爱。”

核爆试验之后，张连芳回到部队，
继续默默从事飞机领航员的工作，直到
1990年退休。如今，88岁的张连芳虽然
离开了蓝天，但仍在书写蓝天的故事。
她把记忆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变成
落在纸上的文章，将那段尘封的过往讲
给更多人听。

尽管为保障国家安全付出了巨大
的艰辛和努力，张连芳始终保持着积极
乐观的态度。她说：“高高兴兴也活一
天，愁眉苦脸也活一天。到任何时候我
都高高兴兴。”

本版综合央视新闻、长江日报、湖南
日报等

2014年，《百年潮》杂志上发表了
一篇名为《穿越蘑菇云的女飞行员张
连芳》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女飞行员
在原子弹爆炸时驾驶飞机追逐蘑菇
云的故事，这段尘封的秘密一经发
布，便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和反响。如
今，央视《吾家吾国》栏目与故事的主
人公——— 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张
连芳，相约在武汉，倾听她讲述自己
与蘑菇云的不解之缘。

张连芳今年88岁，1959年从航校
毕业后，成为空军13师的一名飞行领
航员，为驾驶员提供准确的方向，被
称作驾驶员的“指南针”。她叱咤蓝天
28载，在近4000小时的飞行生涯中，
执行过数百次重大任务，她28岁那年
接到的任务是她终生难忘的。

得知湖北革命军
事馆筹建办公室正在
面向社会征集建馆所
需文物史料后，2023年
12月10日，张连芳将自
己曾经用过的战备包、
空军服、日记本等物品
和军功章，郑重交予湖
北革命军事馆筹建办
公室工作人员。

“我妈对这个包特
别有感情，一有任务拿
上就走。”张连芳的女
儿张鸿雁说。

这只包的颜色已
经成了陈旧的土黄色，
因主人的爱惜，包并没
有明显破损的地方，甚
至拉链都能完好地拉
上，拉链上还带着一把
有了锈迹的蓝色小锁。

“这是我的战备
包，从我成为空军一员
的那天起，这个包就一
直跟随我，到现在已经
65年了。”回忆起那段
岁月，张连芳忍不住又
起身拿起战备包，颤抖
的双手不停地摩挲着。

战备包陪着张连
芳两度穿越蘑菇云，见
证了中国飞行员的奉
献与牺牲精神。“那个
年代的人，都是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豁出命
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没有我张连芳，也会有
王连芳、李连芳。”

由于执行任务的
地点众多，包里时常备
着一年四季的衣服，尤
其是可以御寒的军袄。
此次捐赠的军大衣，曾
陪伴她执行过多次任
务。翻开衣领，还可清
晰看到标签上“1981年”“国营红旗服
装厂”的字样。

“每当我看到它，就会想起自己航
行在祖国的蓝天飞越大江南北的情
景。那时候的飞机还不是密封的，可冷
啦，多亏了它们……”张连芳的思绪飘
远，脸上是止不住的笑容。

日记本上，一手娟秀的字迹、密密
麻麻的笔记，记录着一名年轻飞行员
纵跨祖国南北的奋飞心得。“团结的大
敌是个人主义”“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战术上要重视敌人”……退役后，张连
芳还邀请了爱人和其他家人一起记
录、书写对祖国的热爱。

“这些老物件见证了我一生最大的
荣耀。希望它们能够在湖北革命军事馆
发挥最大的价值，激励更多人传承空军
精神，弘扬优良革命传统。”张连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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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吾家吾国》专访张连芳（右二），听她讲述“驾机冲向蘑菇云”的惊险经历。 央视

执行任务前，张连芳拍摄的照片。 央视

张连芳捐出的珍藏的“红色宝贝”。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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