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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在 1950 年 10 月至 1953 年 7 月。经过两年九个月的艰苦卓

绝的战斗，共毙伤俘敌 71.8 万余人，其中美军 29.7 万余人。迫使"联合国军"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中央军委轮番作战方针，先后有 27 个军

另 1 个师入朝参战。从 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951 年 4 月 21 日，首番参战部队有

第 38 军、第 39 军、第 40 军、第 42 军、第 66 军、第 50 军、第 20 军、第 27 军、

第 26 军共计 9 个军 30 个师（其中第 20 军、第 27 军、第 26 军首番参战辖 4 个师）；

1951 年 4 月 22 日至 6 月上旬，第二番参战部队有第 64 军、第 63 军、第 65 军、

第 60 军、第 12 军、第 15 军和第 20 军、第 26 军、第 27 军、第 39 军、第 40 军共

计 11 个军 33 个师；1951 年 6 月中旬以后，属于第三番参战部队有第 67 军、第 68

军、第 47 军和第 12 军、第 15 军、第 60 军、第 20 军、第 26 军、第 27 军、第 63

军、第 64 军、第 65 军、第 38 军、第 39 军、第 40 军、第 42 军、第 50 军共计 17

个军 51 个师，另有第 36 军、第 37 军两个军担任在朝鲜南市、泰州、院里三个机

场担任抢修、维护警戒任务。1952 年 9 月，第 23 军、第 24 军、第 46 军入朝，轮

换第 20 军、第 27 军、第 42 军回国；同年 11 月，第 33 师入朝，担任东海岸元山

地区的防御任务；为加强 1953 年春季反登陆作战力量，第 16 军、第 1 军、第 54

军、第 21 军先后于 1952 年 12 月至 1953 年 3 月入朝。朝鲜停战前后，大部分部队

先后凯旋回国。第 1 军、第 16 军、第 21 军、第 23 军、第 54 军暂驻朝鲜执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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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协定实施任务，并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1958

年 3 月至 10 月，上述 5个军胜利完成任务后，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27 个军参战概况如下： 

 

  志愿军第 38 军：1950 年 10 月由东北边防军第 38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梁

兴初、江拥辉（代），政治委员刘西元、吴岱（代）。辖第 112 师、第 113 师、第

114 师。先后隶属第 13 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 1950

年 10 月 19 日首批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 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胜利完成任务

后，于 1953 年 7 月 10 日回国。该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誉为"万岁军"。 

 

  志愿军第 39 军：1950 年 10 月由东北边防军第 39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

信泉、张竭诚（代），政治委员徐斌洲、李雪三、石瑛（代）。辖第 115 师、第

116 师、第 117 师。先后隶属第 13 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

该军于 1950 年 10 月 19 日首批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入朝，参加了第一

至第五次战役、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 年 5 月 7 日回国。 

 

  志愿军第 40 军：1950 年 10 月由东北边防军第 40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温

玉成，政治委员袁升平。辖第 118 师、第 119 师、第 120 师。先后隶属第 13 兵团、

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 1950 年 10 月 19 日由辽宁安东（今

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3 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3 年 7 月

回国。志愿军第 42 军：1950 年 10 月由东北边防军第 42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

吴瑞林，政治委员周彪、郭成柱。辖第 124 师、第 125 师、第 126 师。先后隶属第

13 兵团、志愿军总部。该军于 1950 年 10 月 19 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

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 年夏秋防御战役和 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2

年 10 月 30 日回国。 



 

  志愿军第 66 军：1950 年 10 月由华北军区第 66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新

槐，政治委员王紫峰。辖第 196 师、第 197 师、第 198 师。隶属志愿军总部。该军

于 1950 年 10 月 25 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

年 4 月 10 日回国。 

 

  志愿军第 50 军：1950 年 10 月由东北边防军第 50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

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辖第 148 师、第 149 师、第 150 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

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 1950 年 10 月 26 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和辽宁

安东（今丹东）两地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 年 4 月 12 日回国休整。

同年 7 月上旬再次入朝，担任朝鲜西海岸防御及抢修机场任务，11 月参加西朝鲜

湾渡海攻岛作战。1955 年 4 月 19 日回国。 

 

  志愿军第 20 军：1950 年 11 月由第 3 野战军第 20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

翼翔、政治委员张翼翔（兼）、谭佑铭。辖第 58 师、第 59 师、第 60 师及第 89

师。隶属第 9 兵团。该军于 1950 年 11 月 7 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

第二、五次战役和朝鲜东海岸防御。1952 年 10 月 11 日回国。该军 172 团 3 连连

长杨根思（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 27 军：1950 年 11 月由第 3 野战军第 27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彭

德清，政治委员刘浩天、曾如清。辖第 79 师、第 80 师、第 81 师及第 94 师。隶属

第 9 兵团。该军于 1950 年 11 月 12 日由吉林临江入朝，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

1951 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 年 10 月 14 日回国。 

 

  志愿军第 26 军：1950 年 11 月由第 3 野战军第 26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

仁初，政治委员李耀文。辖第 76 师、第 77 师、第 78 师及第 88 师。隶属第 9 兵团。



该军于 1950 年 11 月 19 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二、四、五次战

役和 1951 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 年 6 月 5 日回国。 

 

  志愿军第 64 军：1951 年 2 月由第 1 野战军第 64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

思玉、唐子安，政治委员王昭、黄文明。辖第 190 师、第 191 师、第 192 师。隶属

第 19 兵团。该军于 1951 年 2 月 16 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

战役、1951 年夏秋防御战役和 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3 年 8 月回国。 

 

  志愿军第 63 军：1951 年 2 月由第 1 野战军第 63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傅

崇碧，政治委员龙道权。辖第 187 师、第 188 师、第 189 师。隶属第 19 兵团。该

军于 1951 年 2 月 17 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 年春夏巩

固阵地作战。1953 年 9 月回国。 

 

  志愿军第 65 军：1951 年 2 月由第 1 野战军第 65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

应堂，政治委员王道邦，后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道邦。辖第 193 师、第 194 师、第

195 师。隶属第 19 兵团。该军于 1951 年 2 月 22 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

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 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

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 年 10 月回国。 

 

  志愿军第 60 军：1951 年 3 月由第 2 野战军第 60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韦

杰、张祖谅，政治委员袁子钦。辖第 179 师、第 180 师、第 181 师。先后隶属第 3

兵团、第 20 兵团。该军于 1951 年 3 月 17 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

第五次战役、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1953 年 9 月回国。 

 志愿军第 12 军：1951 年 3 月由第 2 野战军第 12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绍山，政治

委员李震。辖第 31 师、第 34 师、第 35 师。隶属第 3 兵团。该军于 1951 年 3 月 21 日由辽

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 年夏秋防御战术、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

秋季战术反击及上甘岭战役、1953 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4 年 4 月 25 日回国。该军 100
团 2 连班长伍先华（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爆破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英雄"称号；104 团 4 连副排长杨春增（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91 团 5 连战士胡修道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杀敌英



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 15 军：1951 年 3 月由第 2 野战军第 15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秦基伟、李

成芳（代），政治委员谷景生。辖第 29 师、第 44 师、第 45 师。隶属第 3 兵团。该军于 1951
年 3 月 25 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

秋季战术反击及上甘岭战役、1953 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4 年 5 月回国。该军 135 团 2
营通信员黄继光（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
称号；135 团 7 连排长孙占元（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87 团 9 连邱少云（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 47 军：1951 年 4 月由第 4 野战军第 47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曹里怀、张

天云，政治委员李人林、刘贤权、陈发洪（代）。辖第 139 师、第 140 师、第 141 师。先后

隶属志愿军总部、第 9 兵团。该军于 1951 年 4 月 11 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

1951 年夏秋防御战役和 1953 年春上浦 防东山作战。1954 年 9 月 24 日回国。该军 141 师侦

察连文书罗盛教（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志愿军第 67 军：1951 年 6 月由华北军区第 67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李湘、邱蔚，

政治委员旷伏兆。辖第 199 师。第 200 师、第 201 师。隶属第 20 兵团。该军于 1951 年 6
月 21 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 1951 年夏秋防御战役。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

及金城战役。1954 年 9 月 29 日回国。该军 595 团 1 连战士李家发（烈士）荣获"中国人民

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 68 军：1951 年 6 月由华北军区第 68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陈仿仁，政治

委员李呈瑞。辖第 202 师、第 203 师、第 204 师。隶属第 20 兵团，该军于 1951 年 6 月 24
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 1951 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

术反击、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

协定。1955 年 4 月 9 日回国。该军 607 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

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 36 军：1951 年 9 月由华北军区第 36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王建业（代），

政治委员康健民。辖第 106 师、第 107 师。隶属第 23 兵团。该军于 1951 年 9 月 7 日由辽宁

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主要担负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任务。1951 年 11 月 30
日回国。 
 
  志愿军第 37 军：1951 年 9 月由华北军区第 37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世珍，政治

委员帅荣。辖第 109 师、第 110 师。隶属第 23 兵团。该军于 1951 年 9 月 7 日由辽宁安东（今

丹东）、长甸河口入朝，主要担负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任务。1951 年 11 月 30 日回国。 
 
  志愿军第 23 军：1952 年 9 月由第 3 野战军第 23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钟国楚、吴

瑞山，政治委员卢胜、谢福林。辖第 67 师、第 69 师、第 73 师。先后隶属第 9 兵团、第 19
兵团。该军于 1952 年 9 月 5 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

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 年 3 月回国。该军 200 团 9 连战



士许家朋（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
号。 
 
  志愿军第 24 军：1952 年 9 月由第 3 野战军第 24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兼政治委员

皮定均、张震（代）。辖第 70 师、第 72 师、第 74 师。隶属第 9 兵团。该军于 1952 年 9 月

12 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

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5 年 10 月回国。 
 
  志愿军第 46 军：1952 年 9 月由第 4 野战军第 46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全夫，政

治委员吴保山。辖第 133 师、第 136 师、第 137 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第 19 兵团。该

军于 1952 年 9 月 15 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

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5 年 10 月回国。 
 
  志愿军第 16 军：1952 年 12 月由第 2 野战军第 16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尹先炳、潘

焱，政治委员陈云开、戴润生。辖第 32 师、第 46 师、第 47 师。先后隶属第 9 兵团、第 19
兵团。该军于 1952 年 12 月 28 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 1953 年春反登陆作战

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 年 4 月回

国。 
 
  志愿军第 1 军：1952 年 12 月由第 1 野战军第 1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黄新廷、唐金

龙，政治委员梁仁芥、颜金生。辖第 1 师、第 2 师、第 7 师。先后隶属第 19 兵团、志愿军

总部。该军于 1953 年 1 月 22 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

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 年 10 月回国。 
 
  志愿军第 54 军：1952 年 12 月由第 4 野战军第 54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丁盛，政治

委员谢明、谢家祥。辖第 130 师、第 134 师、第 135 师。先后隶属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

第 20 兵团。该军于 1953 年 2 月 2 日入朝，参加了 1953 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

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 年 7 月回国。 
 
  志愿军第 21 军：1952 年 12 月由第 3 野战军第 21 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泳湘、谢

振华，政治委员谢福林、吴融峰。辖第 61 师、第 62 师、第 63 师。隶属第 20 兵团。该军于

1953 年 3 月 14 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 1953 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

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 年 7 月回国。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正义之师中国人民志愿军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以美国为

首的"联合国军"，打出了国威、军威。同时，我军 73％的野战军部队（按入朝前隶属关系，

第 1 野战军 4 个军、第 2 野战军 4 个军另 1 个师、第 3 野战军 6 个军、第 4 野战军 3 个军、

华北军区 5 个军、东北军区 5 个军）经受了现代条件同世界强敌作战的考验和锻炼，培育了

一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提高了我军综合素质和作战能力及军事理论水

平。 
 
  (2004 年 4 月 22 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