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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芷江机场研究 
宋娜杰 

（吉首大学 427000） 

摘要：抗战后期，由于豫湘战役失利，大批空军基地和机场相继被日军占领，芷江机场便成为华中、华南中美空军重要前进基
地。这个时期的芷江机场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芷江基地驻扎了大批中盟空军飞行大队，保障了飞行大队作战的需要。
同时，机场的修建也给芷江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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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建机场给芷江带来的影响 

（一）芷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冲 

芷江为湘西门户，湘黔铁路由此经过，地处川、黔、云、桂、

湘五省中央，军事上可攻可守，属战略要地。中美空军混合作战司

令陈纳德从 1938 年起，负责修建芷江机场。 

从 1938 年冬到 1945 年 10 月，先后有苏联志愿空军中队、

中国空军第二大队、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运输

机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第一大队 、第五大队和中国空军第四大

队等空军部队进驻芷江机场。 

1943 年 3 月，随着战争的发展，陈纳德将刚刚从巴基斯坦卡拉

奇训练基地结束美新式飞机飞行训练归国的中美空军混合团主力：

第一大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派驻芷江。随后，美国驻中国空军

司令部、美国驻中国后勤司令部、美国驻芷江空军司令部、中美空

军混合团司令部、美国战勤部队司令部、美国空军勤务部及美国医

院、美国招待所纷纷驻扎芷江。 

1943 年冬天，从 320 国道口修一道街，一直到蜈蚣坡，那儿两

边都建房子。只用六个月的时间，通往蜈蚣坡的路两边全竖起了房

子，一栋挨一栋，当地人称这条新街叫美国街 1。美国街就是一个

美国盟军的集中宿营地和办公场所。除了修成了一条美国街，街两

边的山坡上、田岭旁，到处还修有营房，驻扎的主要是美国的后勤

部。 

（二）芷江是战争的避风港 

自从中美苏空军进驻芷江后，他们随时歼灭日机，芷江城渐渐

安全了。大批沦陷区的难民纷纷逃入芷江城。在这里，营房、仓库、

商店、酒吧皆自成体系，使芷江呈现出一派独具战争特色的繁华 2。

凡是能遮风避雨的地方都住满了人。芷江，成了躲避日军扫荡的避

风港。 

二、驻芷江的中美空军 

（一）中美空军混合编队 

1939 年春，中国空军第二大队进驻芷江，驻扎于县城的火药巷，

担负着对日作战任务。 

1943 年冬，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主力战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

队，由昆明进驻芷江。 

1944 年 1 月初，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大队长司徒福的率领下进

驻芷江机场，与同在机场的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大

队，支援了河南、长衡和桂柳作战（豫湘桂空战），炸毁了敌军大

量的车辆、运输船只、军火仓库、兵站、码头，炸死炸伤大批日军。 

中美空军混合团是陈纳德将军亲自组建的空军部队，先后接回

了美制的“P 一 40”、“P 一 43”、“P 一 66”等型的作战飞机。当时，

张廷孟兼任中美空军混合团中方第一路司令官，1944 年夏移驻芷江

3。 

1944 年初，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第一和第五大队在大队长王育

根、张唐天的率领下，进驻芷江机场与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美空军

第十四航空队一道参加了豫湘桂空战，中美国飞行员混合编队，同

机飞行，并肩战斗，在芷江保卫战(湘西会战)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地勤保障部队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航空

委员会，将原来的各级航空场、站，改编为航空总站和航空站两级。

芷江的航空第九总站是由原武汉的空军第九站改编而成的。 

1938 年秋，芷江机场的扩建工程尚未完工，航空第九站在总站

长侯拔仑、副站长郝中和带领下，七百余人分两批从武汉匆匆南迁

至芷江，到芷江不久，总站扩编后，胡一之任总站长，1944 年高正

明继任。总站下辖 8 个科室、1 个机械士大队、1 个养场大队。总

站下属科室、大队分工明晰。书记秘书室负责全站一切文件收发、

译电、文稿的拟写、人事档案的管理。第一科：负责机场航务工作。

第二科：负责通信工作。第三科：负责补给供应运转工作。第四科：

负责总务工作。机械士大队：负责驻场飞机维修、加油、挂炸弹以

及围绕机场服务等工作。养场大队：负责保养机场的跑道以及铲除

跑道两侧的杂草、修路、搬运等工作。 

（三）航空第二飞机修理厂 

1934 年 2 月于南昌建立第二飞机修理厂。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

会下属的军工厂。全厂合计 769 人，能承修更为复杂的各种教练机、

战斗机、轰炸机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东战事日趋吃紧，厂长派高级工程师李立

德率领十余名员工前往芷江筹建新厂，4 月份又派人在长沙、吉安

两处设立修理所。而工厂大部分人员则分两批西迁常德。9 月份以

后，由于武汉、洛阳相继沦陷，常德吃紧。于是在 12 月份，第二

修理厂全部人员设备西迁至芷江，又将原驻宝庆的第七修理厂的全

体人员归并，使第二修理厂的规模得以扩大。厂长先为汪柱成，后

为陆履坦，均系江苏人。第二修理厂迁来芷江后，全厂共有军官 80

人，技工 650 人，士兵 74 人，民工 743 人。当时修理的飞机主要是

苏联的 N 一 15 和 N 一 16 式驱逐机和美国 P 一 40、p 一 51、B 一

25 等军用飞机。工厂附近还建造有宿舍区和职工子弟学校。抗战期

间，他们除飞机修理和培训机械士的任务外，厂里的文娱活动也开

展得十分活跃。1940 年起，在厂内成立了“剑影剧社”，内分京剧

和话剧两组。逢年过节或周末假日，剧社经常组织演出，常常是场

场爆满，热闹非凡。抗日战争胜利后，工厂迁往武汉。 

（四）航委会第二油弹库 

1938 年底，航委会第二油弹库在少校库长胡远的率领下，由江

西南昌迁来芷江。 

1939 年 2 月，航委会将设在常德的第四航空器材库迁来芷江；

3 月，航委会根据战时油弹进口路线、便利飞机用油用弹安全在芷

江设立第 19 油弹库；4 月，航委会调整空军通讯部署，在重要航空

场站的芷江等地设立无线电分台，与洪江、晃县电台组成无线电通

讯网；6 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修理工厂(包括合并后的

第七修理厂)从江西南昌迁来芷江，负责修理驻芷江飞机并面向全国

招生，另担负起培训机械士的任务，为常驻芷江机场的中美空军服

务。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又先后命令航空特务旅第

一团和陆军一二一师第二团进驻芷江，分别负责保护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的空中走廊芷江机场和通往大西南的交通命脉湘黔公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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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库办公室设三里坪蚕桑园。其中大部分是随库从南昌来的，

由于缺少守库及勤杂人员，即从芷江招收了一批年轻力壮的人员充

当，全库人员 108 人。第二油弹库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和收发航空第

九总站芷江机场飞机需用的油料和弹药。弹药及油料进出库不分白

天黑夜，随到随卸，随到随运，来加油的车辆有国民党部队的，也

有苏联和美国的。 

当时油弹库的设置，是根据战时油弹进出的路线、便于补给和

安全选定的。为避免日机的轰炸，仓库都建在高大的树林之中，仓

库一般为传统的木板房，与当地的民房相似，稍高大些。每个分库

由一名库员负责，配备有机械士、机械兵、勤杂员、运输夫等。油

库人员经常对库房进行检查。发现情况，机械士与机械兵及时修理，

加强防范措施，以保油弹库的绝对安全。抗日战争期间，芷江虽遭

日机的多次空袭，均未出现过仓库被炸现象。 

三、战时芷江社会生活、市政等公共服务 

（一）外来驻芷的机构和单位增加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原驻芷江的国民党陆军第 15 师王

东原部即奉命开赴东战场，参加抗日战争。第 15 师离开芷江不久，

成立芷江警备司令部，李善后任司令 3。宪兵司令部迁芷江时该组

织才撤销。 

1938 年武汉战事紧张，航空第九总站与航空第二飞机修理工厂

迁来芷江。由于抗战需要，武汉、长沙有下列一些机构陆续迁来；

宪兵司令部，宪兵学校，宪兵九团。这些机构于 1941 年秋陆续迁

往四川重庆。 

宪后兵十团，继宪兵九团接管芷江防务。直至 1945 年 8 月底

才迁走。中央陆军大学，1938 年冬迁来，1939 年夏迁去。两湖鉴察

使署迁芷时，鉴察使为高一涵，后由苗培成继任。海军司令部，海

军陆战队亦迁芷江，司令林秉周。战地干部训练团来芷停留三个月，

所属宣传队，曾上演著名话剧，盛况空前。三青团妇女抗日宣传队

住芷半年，每天出一期墙报，宣传抗日道理，报道前线战讯。航空

特务旅驻防飞机场附近，负责警卫机场。 

抗战末期，中国空军司令部与来华美军空军司令部相继设立于

芷江。中国空军司令为张廷孟。 

（二）芷江城出现“美国街” 

抗日战争爆发后，芷江机场囤积有大批军用物资，机场上停泊

有大批中美战机，是湘西各战区军需物质、兵源集散地，随着美军

空军的进驻，芷江城慢慢热闹起来，后来的报纸记载，1938 年 10

月到 1945 年 9 月，中国及同盟国大批军队云集芷江，驻扎在芷江

空军基地的各种军事机构多达 220 个，其中美国空军部队及军事机

构 20 个，小小的芷江县城，当时的军民人数竞超过 20 万，被称为

“小南京”，并成为各种军事地图最为重要的标识之一。 

作为战略要地，芷江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活动，产生了震撼世界

的芷江空战和芷江保卫战，从而使芷江这个边陲小镇享誉中外。 

1937 年 9 月，芷江发动民众为抗战捐款捐物，服行工役。1937

年 12 月至 1938 年 1 月，抗战宣传总队在县城及各乡镇演出，宣传

全民抗战思想，传播防空知识，募集捐款捐物。为抗战补充兵员，

从 1938 年至 1941 年 8 月，全县共有 5714 名青壮年投身军营，与日

军作战。 

(三)抗战爆发前后的芷江商业繁荣 

芷江物产比较丰富，闻名于世的白蜡，系工业、国防的重要原

料，久为商贾瞩目。农副产品也十分籍名，远销南京、武汉等大城

市。外地客商也不断将丝绸、布匹、药材、海味等货物运来芷江销

售。当时芷江城内的商号、店铺．大大小小达四百余家。 

长沙、杭州、邵阳等地的厂商不仅与芷江的商业界经常有购销

往来，有的还派人来芷江坐庄设点。城内的岳王官、雷祖殿、五通

庙等处，则是县城附近农民卖米主要场所。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新

店坪城场。地处湘黔边界，由于水陆交通方便。因此附近各县盛产

的辣椒、片糖等农副产品都来此地集散。五天一次的集市，湘黔两

省邻县赶集的人不下万数。集市贸易，品种之多，数量之大。为芷

江第一墟场，也是湘黔边境最大的集市贸易市场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的一些机关、学校、军队以及各地

的大量难民，纷纷逃来芷江。县城和郊区人口猛增到二十来万。饮

食、烟酒、杂货、肉食、修理等行业相继增多，但是，由于日寇飞

机经常骚扰轰炸，全城居民无不人心惶惶。为了躲避敌机空袭，城

区的工商业者组成了两个防护团。城内由南杂业的刘湖瑞任第一区

防护团团长，城外由中药业的杨帝藩任第二区防护团团长。各团下

设警报组、警卫组、消防组、担架组，发动青年群众参加各组为团

员。一遇敌机袭境，便发出空袭警报，各组行使自己的职责，帮助

居民向郊区疏散。待解除警报后再回城。这样一来，伤亡情况较前

大大减少。 

为了减少货物受敌机轰炸的损失，不少商品采取将货物化整为

零的办法。象民生、厚生纺织印染厂将厂房设备搬到桃花溪的果林

中继续生产。商店则将库存物寄存郊区农村或藏放在自己店后的简

易防空洞内，一听到空袭警报，就雇人将营业间的货物挑走，做到

货不离人。属于南杂、药材之类的商品，平常少上货架，以避免损

失。当警报解除后，此时的大街小巷又恢复喧闹，店铺照常开业、

进货，顾客也掌握时机，争相购置，生意并不减色。商店还采取分

散经营、设摊布点的办法来开展交易，扩大销售。 

(四)抗日战争时期芷江医疗卫生事业状况 

抗战前，芷江县城是一个仅一万多人口的古老城镇，街道狭窄，

卫生很差，商业不甚发达，医疗条件落后，仅有大小中药店十余家，

一个救济院施医所，两处教堂医药房。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同胞

不堪日寇蹂躏，纷纷逃往内地，很多人来到芷江，国民党的一些中

央机关和学校亦向芷江迁来。 

1938 年后，随着外来人口剧增，芷江县城及郊区人口猛增至十

余万，公私医院、中西诊所、药房药店也随之增多。仅中药店就有

二十四家，外地来芷江的西医诊所药房、公私大小医院，先后增至

二十家。 

1939 年 2 月以后，中国红十字会医务分队，卫生署医疗防疫大

队先后来芷江。军政部第三十二后方医院，第六十后方医院，第四

重伤医院，第五十一陆军医院，第六伤残教养院等先后迁来芷江。 

芷江县卫生院是抗战期间主要是进行：卫生行政管理；食品卫

生管理与监督，私人个体开业人员管理，每年进行种牛痘、防疫注

射、儿童链康检查比赛等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人封锁，交通阻断，西药极为缺乏，群

众大都依靠中医中药，草医草药。大部分私人医院诊所，都是购买

军用药品。一九四四年美国空军驻芷后，部分美货军用药品上市．当

时价钱极为昂贵，一般贫苦群众实不敢问津。    

芷江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县城公私医疗机构有所增多，但传

染病连年流行，伤寒、痢疾终年不绝。在芷江修建机场期间，“虎

疫”流行，当时城内城外居民极为惶恐，真是谈“虎”色变，城镇

居民感染死亡的也不少，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施工和生活条件极差，

一度霍乱横行，几乎每天都有数十人死亡。 

综上所述， 抗日战争前，芷江商业比较发达，商贾云集，与

邻近的薪晃、麻阳、以及贵州的天柱等县比较，却热闹，繁荣得多。

芷江机场修建后，芷江成为西南各战区军需物质、兵源集散地。抗

战期间，芷江是国民政府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储备有大量作战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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