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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春明大校的航空摄影情缘
新华社高级摄影记者查春明大校

是我的战友，他是当今活跃在新闻领
域的顶尖级军事摄影家、航空摄影家
之一。

八九十年代我们曾同在海军北海
舰队服役，几乎同时从水兵迈入军事
摄影记者队伍，又同时从青岛调入京
城。那年，他的一幅《军礼》荣获年
度新闻摄影金奖一举成名。

查春明特别钟爱航空摄影，他从
不放过航空摄影的机会，在执行重大
事件、突发事件和军事行动报道时，
他总是下决心选择乘直升机航摄。

80 年代，黄岛发生特大油罐爆炸
火灾，他不顾危险乘直 9 飞赴火场，
航拍了一组俯视图片，向全世界形象
报告了灾情实况，并一举夺得全国新
闻大赛金奖。

90 年代，渤海湾发生特大沉船淹
亡事故。查春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并多次搭乘直升机升空参加搜救。他
拍摄的专题图片报道，以真实的灾难
现场细节，震撼的视觉冲击效果，再
次捧得全国新闻摄影金奖。

进入新世纪，作为中国海军舰艇
出访编队随舰记者，我们一起踏上周
游世界三大洋的航程，并住在一个舱
室里。我们一起闯过海盗出没的索马
里海域，战云密布的阿拉伯海域，并
一起经历了世界海洋死亡之角比斯
开 湾 12 级 台 风 袭 击 的 36 小 时。 在
23000 海里的漫长航程中，只要有升
空航摄的机会，查春明总是在飞机上
伸出镜头俯视大洋。

多年的军旅生涯，多年的摸爬滚
打，多年的居无定所，使查春明身上

多处受伤，最严重的是椎间盘突出症。
记得，在一次在航摄中，由于飞机猛
烈颠簸，他的腰椎间盘脱出了。象似
整个人断成了两截，我被这种症状吓
呆了，完全不知所措。查春明疼得满
头大汗，他强忍疼痛大喊 ：“给我压
下去，别怕！往下压呀！”我找准位
置闭上眼睛，狠心往下一压，查春明
的腰复位了。像接受大刑伺候，他大
喊一声瘫在地上，浑身被汗水湿透。
飞机到达地标上空，机舱门打开了，
我惊奇地发现，查春明竟然强忍疼痛，
艰难地爬向舱口，照例把镜头指向大
海。

军舰回到祖国，与查春明分别
时他对我说 ：“牟兄，这活干不了了，
以后我可能上不了飞机，出不了海
了！”

事隔十年，今天翻看他的简历，
我发现他这些年 20 多次乘机飞赴南
沙、西沙群岛采访，并乘坐海军直升
机航摄南沙、西沙群岛。他又先后十
多次乘威武的中国军舰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出访美洲 4 国、欧洲 4 国、
韩国、巴基斯坦和亚非 5 国和拉美 4
国，踏访了几十个国家，足迹遍及
世界三大洋，总航程超过 10 万海里，
可绕地球 4 圈之多。

在随舰出访的航程中，他还在世
界各国际海域乘国产直升机升空航摄
数百架次。

日前，查春明又出色完成了记录
和宣传歼 15 战机首次航母起降的历
史使命，成为见证中国海军和中航工
业辉煌历史的少数记者之一。

用相机见证“刀尖上的舞蹈”

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期盼百年的神圣时刻，
是一个令全球华人无比振奋的时刻，是一个载
入中国海军发展史的里程碑，也是一个让我见
证历史的庄严时刻。

2012 年 11 月下旬，歼 15 舰载机首次在
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成功起降，
举世瞩目，霎时间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有幸用手中的相机，
亲历和见证了歼 15 舰载机在航空母舰上成功
着舰和滑跃起飞的全过程，并通过新华社向全
世界发出新闻照片，为自己的军事摄影又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航空母舰“辽宁舰”的跑道只有 200 多米，
仅为陆上跑道的 1/15。飞行员在空中俯瞰“辽
宁舰”犹如一枚邮票大小，体型庞大的歼 15
舰载机要在航空母舰的狭窄空间上起降犹如在
刀尖上跳舞，在业内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蹈”。

精心准备 确保万无一失

为了确保完成这次拍摄和发稿任务，离京
前我曾仔细推敲每一个拍摄环节，进行了精心
准备，以免出现意外，确保拍摄和发稿做到万
无一失。

我了解到，为了人员安全起见，航母上
的拍摄区域要受到严格的规定限制，不能随
便走动。这就需要我考虑到能去的拍摄位置
有几个？这几个点能够拍出什么样的画面？
在这几个点上拍摄需要什么焦距的镜头？相机
的拍摄速度定在多少为宜？感光度定在多少为
好？ CF 储存卡要用多大？储存格式设定多少
合适？等等，对于这些个问题，我都一一进行
了认真考虑，甚至就连带什么样的摄影箱适合
在航母上使用，我都进行了反复选择，基本做
到准备充分，心中有数，因为我深知 ：“细节
决定成败”。

为了便于拍摄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时那稍
纵即逝的快速动作，我决定轻装上阵，只随身
携带了两个机身 ：佳能 EOS-1DX 和 1D Ⅵ，
这两款新机身都具备高速连拍的功能。相机的
快门速度设定在 1 ／ 2000 秒，在拍摄舰载机
起降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两只机身上配装的
镜头分别为 16-35 和 28-300MM 变焦镜，这
两款镜头使用起来不论是拍摄甲板上的近景还
是远景，只要站在居高临下的舰岛上，就足以
拍摄到出现在航母甲板上的一切场景。 

为了保证在航母上能够将送审过的新闻照
片稿件在第一时间发回北京总社，我专门携带
了“比干 -700”型便携式海事卫星设备和便
携式笔记本电脑，凭以往的出海的经验，如果
在航行中的军舰上将这两种设备进行连接，再
寻找到海事卫星信号后，就可以在大海上的任
何海域将照片发回北京。我在往年随海军军舰
出国访问时，曾多次使用这些设备在茫茫的太
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上，将新闻照片传输到
远隔万里的祖国北京。

乘直升机登上“辽宁舰”

当我们接到这次采访任务时，“辽宁舰”
已经出海十多天了，鉴于时间紧迫，要想尽快
登上“辽宁舰”，最佳的选择就是乘直升机登
上这艘在渤海海域航行的航空母舰。

于是，我们 4 家中央新闻单位军事记者一
行 10 人，在总政宣传部外宣局领导的率领下，

乘火车从北京直赴东北某地，再驱车来到渤海
湾海军某军用机场，搭乘海军航空兵的直升机
登上“辽宁舰”。

可不要小看这 10 名军事记者，就是他们
在几天后发出的关于“歼 15 舰载机在航空母
舰上成功起降”的文字、图片和广播及电视新
闻，足以让全世界震惊，引起国内外新闻媒体
和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担任这次空中飞行任务的，是海军航空兵
第一支舰载直升机部队的机组，蒙光明副团长
担任机长。我和蒙光明是熟得不能再熟的老战
友了，2010 年我们曾一起随“和平方舟”号
医院船，远赴亚丁湾和亚非五国执行人道主义
医疗服务任务，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多次
乘坐他驾驶的直升机在印度洋上进行航拍，每
次我们都相互配合的非常默契，顺利完成任务。

登机前我了解到，自从“辽宁舰”进行海
试以来的两年间，蒙光明率领着他的机组成员
为航母执行飞行保障任务，开辟了一条新的空
中航线，无数次往返于航母和陆地之间，成为
舰载直升机在航空母舰上首次着舰的第一人。

下午 2 时许，我们驱车准时来到停机坪，
此时直升机已经开始隆隆发动了。当我登上直
升机时，坐在机长驾驶位置的蒙团长转过身来
激动地和我紧紧握手，意思是 ：老朋友，又见
面了！当我环顾机组人员时惊奇地发现，6 名
机组人员中竟有 3 名是我们一起出访亚非的战
友，由于在轰鸣的机舱里说话声音无法听到，
我们只好用握手和拥抱来表达此时此刻的激动
心情。

按照人员乘机规定，登机后我们刚把救生
衣穿好，直升机就轰鸣着拔地而起，紧接着机
头向下一点，朝着渤海的深处飞去。

直升机在 500 米高度在海面上飞行不到一
小时，就飞临“辽宁舰”上空，我透过舷窗从
空中望去，威武的“辽宁舰”犹如庞然大物，
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宽敞的飞行甲板呈长方
形，甲板上标有不同颜色的实线和虚线清晰可
见。

直升机开始下降高度从航母的右后方进
入，很快就对准了“辽宁舰”的尾部，200 米、
100 米、50 米、20 米， 随 着 机 身 轻 微 震 动，
直升机稳稳地将落在“辽宁舰”的飞行甲板的
3 号停机坪。

直升机的舱门打开了，我踩着梯子踏上了
航空母舰的坚实的甲板。一阵寒冷的海风袭来，
让有点发晕的我精神了许多，我抬头望着高高
舰岛上的猎猎飘舞的八一军旗，心中默默地说：

“辽宁舰”，我来了！

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

登上“辽宁舰”的第二天，我们就迎来
了载入中国海军历史的重要的日子。歼 15 舰
载机将要在航空母舰上首次降落和起飞，是成
功？还是失败？这个问题让许多从事这项工作
的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无论是舰上的指挥
员和普通官兵，还是科研专家和船厂工人，包
括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新闻记者，都在盼着这一
天早日到来，又都为舰载机首次着舰捏着一把
汗。

这个即将发生在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上的
重大事件，是我从事军事摄影 30 年来从未有
过的拍摄内容和场景，以往的拍摄经历和经验

都无法借鉴，能不能完成这次采访任务？还真
让我心里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航母上的
第一个夜晚，我久久难以入睡。

1、进入拍摄阵位
翌日上午 8 时许，我披挂起两套数码相机，

提前来到事先选好的拍摄位置——舰岛塔台的
顶部，发现这里已经架设了两台摄像设备，狭
小的空间只能再容下一个人。这个机位是拍摄
舰载机着舰挂阻拦锁的最佳位置，距离飞行甲
板的高度约 15 米，距离舰载机着舰的位置也
只有 20 米，4 道阻拦索和整个甲板尽收眼底，
长短两只镜头在这里都可以发挥作用。

但我很快又发现，这是一个没有遮挡的
突出部位，虽然这天阳光明媚，但海上的风很
大，气温也非常低，尽管我穿了两条毛裤，还
套上了厚厚的军用棉大衣，再加上救生衣，强

劲的海风很快就把几乎悬在空中的我吹了个透
心凉。这还不算，海上的低温还使充满电的相
机电池电量大减，我只好将双手紧紧护在相机
的电池盒上，使电池的温度下降的慢些。

8 时 30 分，“辽宁舰”的广播里传出播报：
“歼 15 飞机 552 号已经起飞，预计 30 分钟后
临空！” 

9 时许，远处的天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
我全身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甚至都能听到自
己的心跳。我举起相机向天空望去，很快就从
28-300MM 的长焦镜头中捕捉到了歼 15 舰载
机的身影。

2、抓拍舰载机着舰
转瞬间，552 号舰载机已经飞到“辽宁舰”

的上空，紧接着从左舷开始向舰艉绕飞，将机
头对准航母的甲板跑道，转眼间就来眼前。

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552 号威武的身躯
伴随着强大的轰鸣声在甲板上通场而过，由于
距离太近，舰载机那高分贝轰鸣声震耳欲聋，
几乎要把耳膜震出血来，我急忙用软纸堵住耳
朵。

很快，歼 15 在航母的左舷海空中画了个
圆。“552 号开始着舰了！”不知是谁提醒了一
句。只见歼 15 舰载机开始放下起落架，放下
尾钩，调整好姿态飞至舰艉后上方，对准甲板
跑道，以近乎完美的下滑轨迹开始降落。我立
刻举起装有长焦镜头的佳能 EOS-1DX 相机，
屏住呼吸将 552 号锁定在相机的取景框里。

9 时 08 分，惊心动魄的场景出现了 ：20
多吨重的舰载机以每小时 200 多公里的时速、
自身 4 倍的重量猛地“砸”在甲板上，两只后
轮与甲板猛烈摩擦后窜出两股白烟，机腹后方
的尾钩牢牢钩住第二道阻拦索。刹那间，风驰
电掣般的舰载机在阻拦索的作用下，只向前冲
出了几十米，就稳稳地停在飞行甲板的跑道上，
歼 15 舰载机成功着舰！ 552 号舰载机飞行员
将这段“刀尖上的舞蹈”在瞬间演绎的非常完
美和精彩！

我站在高高的舰岛上，亲历和见证了中
国海军史这最为伟大的一幕，心灵受到强烈震
撼！我用每秒 12 张的高速连拍，将这段完美
的“舞蹈”完整地记录下来，通过相机观片器
回放，逐一观看了刚刚发生的场景，确认拍摄
到了关键画面，“成功了！”，我悬起来的心终
于放了下来。

3、追拍舰载机滑跃起飞
拍摄完舰载机着舰后，我迅速下到飞行甲

板，向位于舰艏的 552 号舰载机跑去，记录下
了向飞行员献花、各级领导和指挥员眼含热泪
与飞行员紧紧拥抱的感人场面。我也被这种激
动人心的场面所感染，止不住的眼泪夺眶而出，
以至于挡住了我的拍摄视线。

一个多小时后，552 号舰载机经过加油和
地面起飞准备，将要在“辽宁舰”上滑跃起飞。
拍摄歼 15 舰载机滑跃起飞的位置，我选择在
驾驶室顶部平台，这里能够看到歼 15 滑跃起
飞的全过程。

起飞助理将 552 号舰载机准确引导到起飞
位置，偏流板打开，止动轮升起，舰载机两台
发动机开始加力，喷出蓝色火焰，轰鸣声震耳
欲聋。只见飞行员头靠座椅后枕，抬起右手行
礼，示意起飞助理可以起飞。

起飞助理看到飞行员的手势后，右手臂

迅速指向前方，如同矫健的射手。“航母 style”
就此诞生。“砰！”止动轮挡迅即放下，战机
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飞速冲向舰艏的 14 度
滑跃甲板，托举着战机驶向湛蓝的海天，此时，
舰上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现场有不少人在用
手擦拭着激动的泪水。是啊，中国人的百年梦
想，今天终于实现了！怎能不让人感动落泪？

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我用 20 多张照片
追拍下了战机起飞的全过程，场景非常壮观、
震撼！战机加力起飞时发出那强大的轰鸣声，
似乎要把我的胸腔和耳膜穿透，我不由得张开
嘴随着轰鸣声大吼起来，才感到舒服些。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逐一拍摄到了多名
飞行员驾驶歼 -15 舰载机成功着舰和滑跃起
飞的珍贵场景，记录下了发生在中国海军第一
艘航空母舰上的精彩华章，每一名试飞员演绎
的“刀尖上的舞蹈”，都是那么精彩、那么完美、
那么动人心弦！

 
后记 ：最艰难的海上发稿

按照上级发稿规定，参加采访的中央新
闻单位将在 11 月 25 日统一发稿。24 日深夜，

“辽宁舰”驶入大连港锚地进行锚泊。时针指
过 25 日零时，我背起海事卫星和笔记本电脑，
来到“辽宁舰”飞行甲板的尾部，准备将通过
审查的新闻照片预发回北京总社。

冬日的大连港寒风刺骨且风力很大，呼呼
作响。当我刚把卫星天线架好还没有传稿，浑
身已经冻透，双手不听使唤，就连笔记本电脑
也快冻得要死机了。于是，我急忙回到住舱把
所有的厚衣服穿在身上后返回甲板继续传稿。

谁知，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 ：海事卫星天
线只有对准天上的卫星才会有信号，由于海风
和海流不停地转向，数万吨的航母在海风和海
流面前也只能束手就擒 ：随波逐流，舰体方向
总不能固定，一张照片传了不到一半航母就转
向了，造成卫星信号中断，还得重新调整天线
寻找信号，当我再重新传输照片时，刚才的情
况又发生了。调整、中断，再调整、再中断，
16 张照片让我发了 3 个多小时，寒冷、饥饿、
焦急、烦躁，让我苦不堪言，这是我十几年来
在军舰上用海事卫星发稿最为艰难的一次。

不过，苍天不负有心人。当我将 16 张数
码照片传回到新华社摄影部后，值班编辑将这
组照片对国内外播发了通稿，引起国内外众多
媒体的强烈关注。

这组照片最先在新华网首页头条出现，又
被全国 448 家网站转发，新华军事的访问量达
2201488 次，新浪微博当日被转发上千次。

新浪微博网友“风生水起每一天”留言说：
“舒服，这组照片夜里看完提神，比喝咖啡还
提神，算是万里长征迈出了坚实一步。”

新浪微博网友“环球音乐放送”留言：“新
华网的歼 -15 舰载机着舰辽宁号照片，张张
高清！真给力！”

新浪微博网友“蹉跎网事”留言 ：“喜欢
这些图 ：承载着大国梦想，起飞！”

11 月 26 日，全国各地上千家报纸都纷纷
刊登了这组照片，有多家报纸还辟栏登出了摄
影画刊。据新华社不完全统计，这组照片被国
内外 1938 家中文报纸采用，几乎涵盖了全国
所有的省地市的报刊。        

   （本报独家专稿）

   歼 15 舰载机系泊在航空母舰上。 
 查春明　摄

“辽宁舰”机务人员在为歼 15 飞机进行
起飞前准备。  查春明　摄

 歼 15 舰载机尾钩挂上阻拦索的瞬间。
 查春明　摄

—— 歼15舰载机航空母舰首次起降拍摄记
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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