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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 一座2层小楼 、 几
台机床， 见证了新中国雷达工业
的蹒跚起步； 70年后， 一座现代
化研究所矗立在长江之畔， 从这
里诞生的雷达产品， 享誉世界。

从修配仿制到自力更生， 从
保障 “两弹一星” 到为 “神舟”
飞天护航， 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
研究所， 目睹了中国雷达从无到
有， 由弱向强。

这里是中国雷达工业发源
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第14研究所。 在这里， 三代雷
达人前赴后继， 谱出一曲科研报
国的壮歌。

从落后追赶到局部领
先： 中国雷达的奋起之路

俯瞰大地、 探索海洋、 追梦
太空， 人类认知自然的每一次跨
越， 都离不开雷达的身影。

1949年4月24日 ， 中国雷达
工业在南京城北一座2层 “小红
楼” 里起步。 100多名职工 、 三
四台机床、 几部从敌方缴获的雷
达， 是当时中国雷达工业起步的
全部家底。

技术落后， 就会挨打。 今年
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义，
至今对那段憋屈的历史耿耿于
怀 ： 解 放 初 期 ， 新 中 国 只 能
“捡” 别人的雷达用， 很多武器
甚至没有雷达。 “被炮弹打中，
还不知是谁打的。”

早在二战期间， 英军已能用
雷达对德空中拦截， 守护英国本
土不致沦陷。 战后不久， 国际上
成功用雷达测出地月距离。 但一
直到上世纪80年代， 我国的战斗
机雷达还停留在只能测测距离、
能看天看不了地的阶段。 专家判
断， “中国雷达和国外起码相差
30年！”

夜幕中的 “小红楼 ”， 目睹
了一代代雷达人的不眠不休。 无
数技术鸿沟， 硬是靠拆雷达、 分
析、 仿造， 一点点追了上来。

上世纪50年代， 我国自行设
计出第一部314甲中程警戒雷达，
标志着我国迈出自主设计雷达的
重要一步；

70年代， 7010大型相控阵远
程战略预警雷达屹立于燕山余脉
黄羊山上， 中国人从此掌握了相
控阵雷达尖端技术；

进入21世纪， 中国雷达发展
更驶入了 “快车道”：

2007年 ， 国产预警机空警
2000雷达如期研制完成。 这部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 “警眼” 雷达，
让我国从零基础一跃而上、 实现
隔代跨越。

2017年4月 ， 我国第二艘航
母下水， 它的 “舰眼” 是 “中华
神盾” 雷达。 有了它， 拥有300
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 、 1.8万公
里海岸线的中国， 离走向深蓝的
梦想又迈进一大步。

2019年3月 ， 我国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的发射次数正式刷新为
“300”。 “神舟” 飞天、 “北斗”
组网、 “嫦娥” 探月， 中国实现
了用全自主研发的雷达测控保
障， 一路为追梦太空护航。

而今，中国雷达已在陆、海、
空、天四大领域，实现对电磁信息
的感知、处理、使用和反馈。

“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
力， 当前中国雷达技术已经与世
界先进水平比肩， 并在局部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曼青说。

能钻研、肯奉献：他们是
雷达工业的“老母鸡”

在行业内， 14所被亲切地称
为雷达工业的 “老母鸡”。

1956年起， 上千名14所员工
举家迁居三线山区， 在条件极其
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开拓雷达事
业 ， 先后包建 、 援建16家雷达
厂、 研究所， 为雷达工业发展作
出了卓越贡献。

14所内部 ， 能钻研 、 肯奉

献、 挑得起重担的雷达人故事，
总被一代代新人反复传颂：

国之所需， 吾心所系。 中国
雷达创始人申仲义， 生生练就一
套 “看” 雷达 “绝技”。 新中国
成立之初缺产品、 缺图纸， 每次
出国他就到处看雷达， 回国后立
刻回忆画图纸， 组织大家研究、
设计。 在中国雷达的起步阶段，
许多雷达产品就这样一点一点被
“看” 出来。

一句承诺， 一生报国。 62岁
入党的雷达先辈张直中， 在宣誓
时说： “我要把62岁当作26岁去
工作， 把一切献给党。” 从修配
到仿制、 从自行设计到保障 “两
弹一星”， 直至暮年， 张直中都
在践行对祖国的承诺， 奋斗在雷
达技术的最前沿。

为国科研， 万死不辞。 “拼
命三郎” 贲德， 面对西方国家的
封锁困境立下军令状： 研制战斗
机雷达， 让中国部队用上自己的
“争气机”！ 1年多的试飞期， 贲
德两次遇险。 发动机停转、 起落
架失灵， 都没有把这个文弱书生
吓走： “任务逼人！ 只要能做出
雷达， 献出什么都行！”

“先辈们的事迹， 让 ‘奋斗’
‘奉献’ 不再是空泛的字眼， 而
成了活生生的人和事。” 年轻研
究员陈栋说 ， 在雷达研制团队
里， 有两条 “潜” 规则： 一是团
队唯技术不唯权威， 鼓励年轻人
说话。 即使刚工作的 “小菜鸟”，
也能直接向权威挑战。 二是老同
志必须毫无保留培养新人、 绝不
藏私， 出现难题也总是 “老人”
在一线带新人一起干 。 也正因
此， 年轻人总能站在前辈的肩膀
上快速成长。

老带新 ， 靠言传 ， 更靠身
教。 参与 “中华神盾” 项目的一
批年轻技术人员， 至今对研制中
的惊险波折记忆犹新 ： 2003年
初， 历经万难造出的雷达一上舰
却差点被判 “死刑”： 在陆地上
好好的机器， 到了波涛滚滚的海

面上却无法识别海浪反射出的千
万个假信号， 完全无法工作。

一些人断定， “中华神盾 ”
到此为止了。 科研团队憋着一口
气， 由负责人带队， 直接住到了
海边。 从此， 人员轮班， 机器不
歇。 海上联试， 他们带100个塑
料袋挂满栏杆， 晕船了出去吐，
吐完回来接着干。 2005年， “中
华神盾” 如期研制成功。 而就在
交付当年， 总设计师张亚朋被确
诊癌症晚期， 半年后不幸逝世。

“在这样的团队里成长 ， 我
毫不怀疑， 一代代雷达青年会续
写自己的传奇！” 陈栋说。

“没有愿不愿意， 任务
必须完成”

蹲点期间， 记者最常听到的
一句话是： “没有愿不愿意， 任
务必须完成。” 从战斗机 “鹰眼”
到 “中华神盾” 雷达， 再到预警
机 “警眼”， 无数攻关都在技术
积累为零的恶劣条件下立 “军令
状” 完成。

14所人身上， 除了科技工作
者共性的严谨 ， 总有些独特的
“气质”， 让他们 “不太一样”。

这气质是接得起“军令状”的
胆识。“项目真难，我也犹豫过。但
国家真把任务下达， 就得顶得上
去。” “中华神盾 ”主要负责人之
一邢文革碰到的这种 “临危受
命”，在14所还有很多。他说，“不
挑活”，是雷达人的老传统。

这气质是不退一步的信念 。
空警2000预警机雷达总设计师张
良说： “研制节点就是我的 ‘阵
地’， 守不住是失职！”

这气质是光荣与愧疚间的抉
择。 参加 “神一” 到 “神五” 发
射的多目标测量雷达负责人杨文
军， 为了雷达研制， 在孩子出生
后的10个月里， 总计回家不足30
天 。 他自称是个 “不称职的父
亲、 不负责任的丈夫”， 唯一值
得一说的， 是 “还算个负责勤奋

的科研人”。
年轻的女设计师仇芝， 在基

地一住好几个月， 年幼的儿子开
始总问 “妈妈， 妈妈， 你明天回
来吗？” 到后来变成 “妈妈， 你
明年回家吗？”

雷达人自比戈壁滩上的骆驼
刺。 这种植物高不过半米， 却把
根扎向十几米深的地下， 硬是在
荒凉的沙漠里活出一片生机。

“前辈们不留退路 、 破釜沉
舟， 今天， 我们给年轻人更大、
更好的平台， 让他们干在别处干
不成的事。” 在14所一扎35年的
所长胡明春 ， 带领全所深化改
革， 激发研发活力。

如今， 一套重视成长、 宽容
失败的新体制已经建立： 对于学
习期内的新人， 给予薪资保护 ，
让人才无后顾之忧； 提出研发创
意得到部门认可的， 研究失败不
担责任， 一旦成功给予重奖。

“给力” 的政策 ， 让14所成
为新时代的 “创造营”。 承担多
项高精尖技术研发的14所智能感
知实验室， 平均年龄仅33岁， 其
中绝大多数是来自清华、 北大、
中科大等院校的博士毕业生。

如今， 从14所发源的中国雷
达工业展翅腾飞， 又在攀登新的
高峰———

新亮相的中国量子雷达样
机，突破同类雷达探测极限；防空
警戒雷达在空中编织出一张国土
防空情报网， 舰载雷达、 警戒雷
达、机载火控雷达技术不断突破；

还有为川航英雄航班传递
“生命代码” 的空管雷达、 摸得
清天象的 “问天一号”、 抓得了
“黑 飞 ” 无 人 机 的 “蜘 蛛 网 ”
……全新的国产雷达系统， 正从
各个方面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保
驾护航。

“真没想到， 现在的中国雷
达能这么多、 这么好。” 老院士
张光义说， 年轻一代已经接棒，
中国雷达， 未来更可期！

据新华社

铸就“大国之眼”
———来自中国雷达工业发源地中国电科第14研究所的蹲点报告

沙子如何变身芯片 ？ 如何实现从
“风云不测” 到 “风云可测”？ 在2019全
国科技活动周期间， 公众在中国科学院
多个科研院所享用到了一道道精美的科
普大餐。

5月19日至26日是2019全国科技活
动周。 今年活动周的主题是 “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活动周期间，被誉为科研“国
家队” 的中国科学院一大批科研院所免
费向公众开放。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示， 要想使科
技创新能够真正的取得成功， 公众对科
学的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

计算技术研究所把坐落在北京中关
村的科研大楼变成了 “神计妙算游乐
场”，公众手持一本科学“护照”就可玩遍
整栋科研大楼。沙子如何变身芯片？智能
计算机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带领大家了解
了从沙子到芯片的制作流程、 看到了芯
片内部复杂的电路结构。

如何实现从“风云不测”到“风云可

测”？ 大气物理研究所通过天气图制作、
龙卷风制造机、 云室实验、VR虚拟现实
设备，让公众了解了天气预报的流程。

自动化研究所主打人工智能和脑科
学两个前沿领域， 向公众展示了类脑智
能、智能博弈、视听觉认知等智能技术领
域的成果。

物理研究所上演了大型实验秀 《元
素奇迹》。 在茶水中倒入氯化铁溶液，茶
水颜色变得和墨水一样深； 当高锰酸钾
和甘油混合后产生的漂亮火焰， 引得现
场掌声一片。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现代科技馆
开放了能源世界、光学世界、材料世界、
月球探秘等多个展厅。“去年听说 ‘人造
太阳’取得重大科学突破，中心电子温度
达到了1亿摄氏度，心里很好奇什么样的
容器能装下这么超高的温度， 所以就带
儿子来看看。”在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
置模型前， 一位观众笑称自己全家都是
“科迷”。

在固体物理研究所， 来访的公众个
个摩拳擦掌， 原来科研人员给大家带来
了温差发电装置。 当温热的手掌接触热
电材料产生温差时， 连接的小灯泡就会
闪烁亮光。温差越大，灯泡就越亮。

在医学物理与技术中心， 公众们在
显微镜下看到了真实的肿瘤组织切片，
了解了真实肿瘤细胞的产生与发展。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 以 “植物的光
影世界” 为主题的活动正在展开。 “花
儿为什么有各种颜色 ？ 蘑菇为什么有
毒？ 为什么树上树下都长有苔藓？” 四
场充满趣味的科学报告， 吸引了孩子们
专注地倾听 。 在昆明植物园奇异植物
馆 ， 公众好奇地观察着猪笼草 、 捕蝇
草、 瓶儿草……原来， 这些植物不 “吃
素”， 专吃各种小昆虫。

“让高端科技走近生活，在青少年心
中埋下科学的种子，这也许正是中科院公众
开放日最大的价值所在。”中科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永平说。 据新华社

看科研“国家队”亮十八般武艺
———走进中科院公众开放日

“重型燃气轮机”自主研制
取得突破性进展

新华社电 记者22日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获
悉， 由国家电投牵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重型
燃气轮机” 自主化研制近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据介绍，F级300MW重型燃机概念设计阶段
主要设计工作目前已完成，压气机、燃烧室和透平
等关键零部件试制和试验正在开展， 包括设计研
发、材料试制等多方面均实现阶段进展。其中，压
气机完成进口多级试验件加工和装配， 即将开始
试验；燃烧室完成喷嘴和火焰筒等加工制造，正在
进行喷嘴低压性能试验；透平完成第一级静、动叶
铸件首件鉴定， 实现了重型燃机大尺寸高温透平
叶片的自主设计及材料、冶炼、制造等国产化。

重型燃气轮机集新技术、 新材料、 新工艺于
一身， 以超级高效、 清洁、 灵活的特点， 被誉为
装备制造业 “皇冠上的明珠”。

我国已全面组织实施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
机”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其中， “燃气轮机” 的
自主研制由国家电投牵头联合哈尔滨电气集团公
司、 东方电气集团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公司承
担， 目标是打造自主知识产权重型燃机产品， 建
立完整的产业链和自主创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