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技术



西南民航科学技术志

本书编纂委员会 编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年·成都



《西南民航科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编

副主编

撰稿人

李全中

周正权 李懋友 黄先诫 戴自勇 席伟德

杜定欢

朱子良 祝茂州 谢子金 张智勇 黎茂章

刘 分 农昆武 叶显忠 吴桂芳 杨孟明

陆秉均

赵显寿

李建华 丁瑞元 李海玲 朱是民 尹安德

高朝山 罗祥辉 王业精 李洪伟 严载厚

张绪滕 王长发 周印富 刘世俊 胡金法

陆秉均 赵显寿 王 忠 吴桂芳．颜恒龙

图 编赵显寿
-

‘

封面设计和书名题签 李全中
’

题 词 蒋远猷(原民航西南管理局局长)
’

杨发高(中国民航西南航空公司党委书记)



民航西南(成都)管理局历届科学技术

’’委员会主任名单

张海如

李孝顺

周正权

傅薪喜

刘振兴

李全中

王敏

王再功

王如岑



赢砑
皈’屋庙

三。jI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诒

％。觚汝
t

粕磊鸟
． ，

三P



成都双流机场在60一80年代的候机缕

成都双流机场在80年代末至今的候机楼



重庆白市驿机场候机楼

重庆江北机场候机楼



昆明巫家坝机场候机楼

贵阳磊庄机场候机楼



拉萨贡嘎机场

成都飞机维修工程公一J(原民航103厂)试车台



民航飞行学院教学大楼

民航科研二所科研大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西南民航科学技术志．》的编纂工作，历经数载的辛勤工

作终于告成。这部科技志既是对往昔的回顾，又是对今朝的启

示。熟悉西南民航事业发展的人都很清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旧中国，民航说不上什么发展。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

创了民航事业的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航事业

日新月异，飞速发展，日益显示出它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

和作用。在盛世修志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的激励下，我们尝试

以编志的形式，表述西南民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以启迪

后人，着眼未来。民航事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是不可分

的。无论是飞机的不断更新，机场的新建扩建，飞机维修能力

的提高，航行管制、通信导航、气象保障不断改进和完善，一系

列为保证航空运输需要的配套设施日趋合理，工程技术人员

队伍的不断扩大，科技人才茁壮成长等等，这一切都给西南民

航事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历史雄辩地证明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民航事业要发展必须蚊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西南民航科学技术志》的编纂工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以曾参与编写《四川省科学技术志》、《成都市科学技术

志》“民航章”的人员为骨干，同时调动西南民航系统各方面的

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关注这一工作，群策群力编纂《西南民航

科学技术志》。由于编志工作量浩繁，缺乏已有模式可循，加之

我们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从体例安排，内容取舍，图文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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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都是在探索中举步，反复酝酿，反复修改，目的是力求较为

完美。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我们

仍不揣冒昧，作为“抛砖引玉”之作奉献出来，敬请读者批评指

正。

在《西南民航科学技术志》编纂过程中，我们受到中国民

航西南管理局、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民航

成都飞机维修工程公司、中国民航第二研究所、成都双流机

场、中国航空器材公司西南公司、中国民航油料公司成都公司

以及民航西南各省(区)局，以及四川I省航空公司等单位领导

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安谨代表《西南民航科

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为本书付

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
●

●

●

j ． 李全中

．199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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