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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李有国

《重庆市防空志》的编纂．是我市防空事业发展史上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它

涉及的历史跨度大，内容浩繁，搜集、考证各类史料的工作量很大。1986年3月

按照市政府对编修地方志的统一部署，我办正式成立了修志组，经过8年多的艰

苦努力，查阅了大量的防空档案和文献资料，走访了解放前后各个时期的当事

者及知情A．-士-，在占有410万字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反复筛选、考辨及多层次的

集体讨论，几易其稿，终成志书。‘这是我市人防战线广大职工积极参与、协同努

力、多方支持的成果。

纵观世界近代史，防空作为人类战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已成为两次世界大

战和其后几乎所有局部战争的重要内容。防空是随着空袭的出现而萌生，随着

空袭的发展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被迫西迁至重庆，重庆因此成为El本飞机狂轰滥

炸的重点目标。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重庆的防空建设随即开始并逐步发展。其

间，重庆定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防空工作主要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一级的情况；

防空当局虽然倾其全力对付日机空袭，在一定程度上破灭了日本统治集团“以

炸迫降”的战略企图，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局限，仍留下了许多惨重的教训。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防空工作，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人

民防空会议，对各个时期的人防工作制定了大政方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人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作过很多重要指示，国家主要领导人

亦直接领导人防工作，使人防建设获得了迅速发展。198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

发布了《人民防空条例》，使人防工作更趋完善和规范化。

重庆从50年代起就是国家确定开展人防工作的重点城市，又是西南地区、

长江流域的经济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家对我市的人防建设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使人防建设的。质’’和“量”均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正逐步走上有

计划、有规范、按程序进行的轨道。特别是80年代，党的工作重点全面转移，我国



实行改革开放，在新形势下，我市的人防建设按照。平战结合”的原则，与城市建

设和经济建设有机结合。又有了新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都使我们深

深感到，编修好这本志书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重庆市防空志》作为一部专业志，它的问世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存史。该志

全面记述了我市半个多世纪以来防空事业发展的历程，对各个时期的建设方

针、机构设置、重大事件、建设规模及成果均有客观记载，为当代及后世子孙保

存了丰富的史料。二是资政。古人日：。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该

志以史料为据，客观地反映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人防部门及领导

机关总结经验，探索人防工作的发展规律，进行科学决策。尤其是重庆还有一段

陪都历史，它当时的特殊地位及遭受日机轰炸所留下的血与火的史实，在全国

绝无仅有，至今仍为海峡两岸关注；它不仅为我市防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

借鉴，还将对我国防空事业的研究发挥积极作用。三是育人。凭借该志所提供的

丰富翔实的科学资料，可使各级人防干部加深对本职工作的了解，包括从历史

到现状，从局部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从而增强敬业精神，并激励人们奋发向

上，为新时期的人防建设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当前，我们正面临改革开放、发展腾飞最有利的时机。盛世修志，是历史赋

予我们的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重任。在《重庆市防空

志》终于成书之际，谨以此书告慰许许多多曾为重庆防空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

前辈，并作为留给后来者可资继承的宝贵“遗产’’。

1994年8月



凡 ．例

一、《重庆市防空志》为第一部全面记载重庆防空事业发展的资料文献，以

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贯穿全书，力求做到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

统一。

二、本志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由“记”、。志”、“图"、“表’’、“录”等

五种形式组成，以“志’’为主体，述而不议；篇以下划为章、节．、目三个层次，以事

命题。

三、本志以1936年8月四川省防空协会重庆办事处成立，重庆市开始防空

建设为上限．下限至1989年底．即80年代末；部分具有连贯性的内容，酌情上溯

和下延。

四、地域范围：原则上以80年代末重庆市的行政区划为准，个别历史时期

的变化按实际情况加以说明。

五、时间表述：一律书写具体时问；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El用阿拉伯数字

表示，如“20世纪”、“80年代”、“1986年10月1日”；历史纪年，先书写朝代年

号，再注明公元纪年．如“民国30年(1941年)’’，同一节中一般只注明第一次出

现的历史纪年。书中所用的“解放前’’、“解放后"，系指1949年11月30日重庆市

解放前和后。

六、数字使用：专用名词、成语、习惯用语、次第、不定数等均使用汉字；计数

与计量(包括统计表格)，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

七、计量名称：一律采用国家现行法定计量单位，如“米’’、“厘米”、“千克’’、

“吨”等。

． 八、称谓：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一般，不用。我国"、“我市"、

“我办”等第一人称；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派、机构、职务以及地名(包括行政区划

名称)，均使用当时的称谓，不另加政治性定语；人物直书其名，不加“先生"、“同

志"等称呼，不冠以褒贬之词。
’

九、资料来源：1936年至1949年的防空内容，主要来自重庆市档案馆、国家

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中国电影资料馆、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大学图

书馆的档案、图片、报纸、期刊等资料。其中日机空袭重庆的内容及有关统计数

据，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防空司令部》全宗档案为主要依据。解放后的内容，

主要来自重庆市人防办公室及重庆市公安局，现行文书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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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述

重庆是一座有3000多年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抗日

战争时期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的中心，亦为全国抗

击日机空袭的首要城市；解放后国家确定为开展人民防空工作的重点城市。

(一)

重庆市位于四川I盆地东南部，东西宽208公里，南北长220公里。东邻涪陵

地区，南接贵州省桐梓县、习水县，西靠内江市和泸州市．北连遂宁、南充、达县3

个地市．面积23113．95平方公里。东距祖国最东端3186公里、西距最西端3150

公里、北距最北端2925公里、南距最南端2934公里，占有接近大陆几何中心的

地理位置．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重庆是盆地水系汇集地，地势南北高、中部低；地貌格局受地质构造控制，

区域分异明显，地形较复杂，低山、丘陵错落绵延、山环冰抱、层峦叠嶂，长江、嘉

陵江蜿蜒其间，将城市分割成江北、南岸和西部3大片。城区坐落在中梁山和真

武山之间的狭长丘陵地带，市内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建筑依山傍水、高低错落、

‘层次分明，构成雄伟秀丽别具一格的。山城"风貌。

重庆市的防空建设始于抗日战争前夕，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间，

以重庆解放前、后，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防空实质上是国民政府战时中心的防空，所投入的

人力物力在全国首屈一指，为粉碎日本统治集团的。战略轰炸"发挥了一定作

用，也留下了大量实战中血与火的教训和可资研究的经验。解放后，防空改称人’

民防空，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防空的根本任务，是在战时保护人民群众

和国民经济免遭敌人空袭兵器的杀伤破坏、迅速消除空袭后果、保存战争潜力；

在平时，人民防空建设与城市建设、经济建设相结合。40多年来，重庆是全国开

展人防工作最早的城市之一，人防建设获得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人防建设进行了战略调整，逐步走上了平战结合、持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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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循环的轨道；重庆市亦被评为全国人防工作先进城市，多次受到上级人防
。

部门的表彰。

(三)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日本统治当局就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 931年．日本

发动“九·--A”事变，侵占东北三省；此后步步进逼、变本加厉。1937年又挑起

卢沟桥事件，以此为借口，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侵华战争，妄图一举并吞中国。

1937年11月上海被日军攻陷、12月南京相继陷落、翌年10月武汉失守，侵

华日军长驱直入，国民政府沿长江节节败退至重庆。此后，重庆不仅成为国民政

府的陪都及政治、军事中心，而且也成为日本“以炸迫降”最主要的战略目标。

1938年，日机开始试探性空袭重庆。1939年至1941年，日军集中空中优势

兵力对重庆持续了3年狂轰滥炸。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重庆付出了极为惨

重的代价。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日机在重庆市区共投下近300

枚炸弹，包括大量的燃烧弹。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天的大轰炸造成人员伤亡6300

余人，炸、焚毁建筑物近3700栋，按当时国币币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约200万

元。1940年，日本统治集团为了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实施代号为“101号作战”

的空袭方案，扩大轰炸规模；从5月13日至9月4日，日机进行的大编队轰炸共

持续了3个多月。特别是8月19日1时55分至20日14时，在不到两天的时间

里，日本陆、海军共出动近300架次飞机，连续4次对重庆市区进行了毁灭性的

轰炸，损失异常惨重。这次大轰炸，日机其投爆炸弹和新型凝固气油弹500余枚，

市区变成一片火海，炸、焚毁各类建筑物1500余栋，市区的街道几乎无法辨认。

大批难民流离失所。1941年。日军改变战术，采用小批量飞机轮番轰炸重庆市

区，使空袭警报难以解除，城市进一步陷入瘫痪。为此，日本大本营签发了《大陆

命第925号命令》，并制定了《第五次内地空中作战计划》，重庆第三次被确定为

战略轰炸目标。5月至9月，日机共出动116批、2553架次，以平均每批22架的

少量飞机进行持续性疲劳轰炸；其间，6月5日晚，在日机对市区长达5个多小

时的疲劳轰炸中，终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

次惨案，即“六·五’’大隧道窒息惨案。这次惨案伤亡人数为2000至3000人。是

年9月以后，日本全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航空部队纷纷南调，才基本结束了

对重庆持续3年的野蛮轰炸。

从1938年1月30日重庆发布第一次空袭警报至1943年8月24日日机最

后一次空袭，日机空袭重庆(含对空监视范围)共203次；出动飞机437批、9166

架次；投弹17812枚；炸死炸伤24004人；炸、焚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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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26日重庆市政府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报送的公私财产损失统计．

按1937年国币币值计算约64亿元。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了对付日机对重庆的iE轰滥炸，组设了庞杂的

防空和救护机构，开挖防空洞，设置空袭情报传递网络，构筑高炮阵地。

1936年8月1日，重庆按照四川省政府的要求，正式设立四川省防空协会

重庆办事处，主要任务是进行防空常识宣传，同年10月j重庆市防护团相继成

立。防护团为地方自卫组织，主要承担空袭救护任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事变"后不久，9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立即决定，正式成立重庆

市防空司令部，负责组织重庆市的防空建设。随后，上海及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陷落，时局十分严峻。鉴于此，翌年2月，军委会重庆行营对重庆市防空司令部

充实调整，将其改隶航空委员会，并改称重庆防空司令部，对空监视范围相应扩

展到重庆周围的32个县。此后，1939年至1941年在日机不断改变战术、长达3

年的空袭中，重庆防空司令部不断加强，几易防空司令．所需经费均由国民政府

直接拨款，并调集主要高炮部队保卫“陪都’’。与此同时，加强了空袭救护工作，

1939年1月，国民政府中央及地方党、政、军各机关联合设立重庆空袭紧急救济

联合办事处，由中央赈济委员会牵头处理难民的抚恤、救济等事宜。此后的两年

中，办事处不断扩充，并明确基本职责为抚慰伤亡、收容安置、医疗救护、遗产处

置等4项。1940年12月，按照蒋介石手令、办事处撤销，空袭救护工作改由地方

主办。1941年2月，成立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由重庆防空司令直接主持救护工

作。在日机惨无人道的空袭中，当时的救护工作对减轻损失、安定民心起到了一

定作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因受战争牵制，大规模的空袭

随之结束；国民政府陪都防空工作亦渐趋停顿，防空和救护机构逐步收缩、裁

并。1942年12月，行政院、军委会确定了调整陪都防空机构方案。1943年5月，

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正式撤销，遗留事宜移交市卫生局处理。1944年9月．重庆

市防护团裁并，另设防务科、隶属市警察局。是年底，重庆防空司令部内部机构

进行收缩。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1月，行政院、军委

会发布训令，对各级防空机构全面裁撤；重庆防空司令部裁并，另设防空科．隶

属卫戍总司令部。

重庆构筑防空工事始于1937年。当时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防空

工事均系依山而建，洞体简陋、洞壁裸露的毛洞居多。1939年在日机的大轰炸

中，重庆防空当局被迫加快了挖洞的速度；除防空司令部筹建的防空大隧道和

公共防空洞外，私人挖洞的势头甚猛，许多达官显贵雇人构筑坚固、条件优越的

防空洞。至1943年，重庆的公共防空工事为282个，总长1．9万米、可容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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