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说我有 ‘强迫症 ’，
项目出现一点点瑕疵都忍受不
了， 确实是这样。 但是， 为了中
国航天梦， ‘强迫症’ 这顶帽子
我戴定了！”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天基空间环境探测研究室
副主任张爱兵研究员自嘲道。

“这是我们团队的一大品
质， ‘强迫症’ 已融入职业习惯
中 ， 我们还用此来教育新员工
呢。” 与张爱兵已共事13年的孔
令高笑道。

就是这位有着 “强迫症” 式
的职业执着劲头的张爱兵， 和他
所在的空间环境探测研究团队，
在国际同领域的研究中， 实现了
从 “跟跑” 到 “并跑” 再到 “领
跑” 的跨越式发展。 因在探月工
程、载人航天、中科院先导专项、
风云气象卫星等项目中的出色表
现， 张爱兵2016年被评为 “中科
院关键技术人才”， 2018年当选
为 “中科院首届十佳科苑名匠”。

工作7年即登上嫦
娥二号任务“光荣榜”

作为一名航天工作者， 张爱
兵喜欢看科幻电影 ， 《火星救
援》 《星际穿越》 等名影片中匪
夷所思的太空场景让观众热血沸
腾， 而他还能从中产生灵感， 想
到航天领域的未来， 以及能实现
的技术前景。

他对外太空的大胆想象没有
停留在观影时， 而是一步步成为
现实。 2003年研究生毕业进入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以来， 他一直从
事天基空间等离子体探测技术的
研究， 用高科技测量着波澜浩瀚
的星际世界。

参加工作没多久， 恰逢我国
启动探月工程， 年轻气盛的他觉
得自己要抓住时代机遇， 为伟大
的工程做一份贡献， 本不是航天
专业出身的他开始了跨领域的理
论和技术钻研 。 他找来设计报
告、 专业书籍和产品实物研读，
逐步熟悉工作； 项目进度紧张，

他就加班加点， 半夜伴着满天繁
星骑车回家， 第二天又在朝阳映
衬下准点到岗； 起点不高， 他就
跟踪国外技术， 逐渐融入自己思
想， 一点点追上国外水平。

他全力以赴、 执着专注的工
作，换来的是短短几年时间里，他
负责的太阳风离子探测器在探测
月球离子环境参数时取得非常好
的数据， 价值非凡。 工作仅7年，
他就获得 “探月工程嫦娥二号任
务突出贡献者” 称号， 成为他所
在单位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让宇航用高压电源
实现“中国智造”

宇航用高压电源是空间等离
子体探测仪器及类似仪器的核心
部件， 决定着仪器的测量范围和
时间分辨率。 因为最初的技术差
距， 嫦娥一、 二号使用的高压电
源中有部分进口高压模块， 但由
于进口限制只能采购质量等级低
的产品， 10个里只能筛选1个使
用， 成本极高， 在使用中还出现
一些小问题。

刚开始， 张爱兵以为是自身
的整体设计方案或使用上出现问
题， 于是一项项排查， 一度焦虑
得坐卧不安。 直到所有流程确认
无误后， 他才确定是进口高压电
源模块本身存在一些缺陷， 但外
国厂商却不承认是其设计瑕疵。
他由此受到很大刺激 ， 暗下决
心， 一定要在高压电源这个领域
中做到 “中国智造”。

五年中， 他带领科研团队经
历了几十次调整， 一次又一次失
败， 终于攻克关键技术， 实现该
类 高 压 电 源 国 产 化 ， 输 出 范
围 由 5V -2500V 扩 大 到 0.2V -
20000V， 变化率由10kV/s提高到
2000kV/s， 从 “大而笨 ” 变 成
“小而精”。 “打个比方， 原来的
仪器可以存100张图片， 现在能
存1万张。” 他自豪地说。 我国的
空间等离子体探测仪器及相关产
品从此摆脱进口高压电源的限
制， 实现了自主可控。

现在， 使用该类高压电源的
空间等离子体探测仪的性能指标
完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应用在
风云四号气象卫星、 自主火星离

子与中性粒子分析仪、 中科院空
间科学先导专项二期中欧合作
SMILE计划低能离子分析仪等多
个型号上。

然而 ， 张爱兵没有止步不
前， 而是继续追求完美， 进一步
改进高压电源技术， 提升探测仪
的工作速度。 “现在， 我们已经
把时间分辨率从 2秒缩短到 0.1
秒， 使仪器的空间分辨率从十几
公里细化到几百米， 可以获取到
更精细的太空环境信息。” 张爱
兵说。

开关机数百次只为
找一个瑕疵

“老张自我要求高， 不放过
任 何 细 节 ” “ 什 么 小 漏 洞 都
逃不过他的 ‘火眼金睛’” ……
这是同事们对张爱兵的评价。 这
也是他用 “强迫症” 形容自己的
由来。

与张爱兵同在一个研究室的
郑香脂， 对他的严谨作风深有体
会。 有一次， 一台仪器关机时数
据发生异常 ， 再开机就恢复正
常， 郑香脂不放心， 关上再开了
十几次， 问题都没再出现， 她认
为应该没有问题了。 但张爱兵知
道这件事后， 要求她继续反复实
验， 甚至专门设计了小程序去检
验。 两个人从下午5点一直查到
凌晨两三点， 开关机数百次， 终
于把问题复现 ， 解决了一个隐
患。 随后， 他编写了技术规范，
推广到所有项目中， 以便举一反
三。 “老张的 ‘强迫症’ 是工匠
精神的极致体现。” 说起张爱兵，
郑香脂 “佩服得五体投地”。

张爱兵的 “强迫症 ” 风格
“感染”了整个团队。做某项目时，
他们把“强迫症”的精神头儿发挥
到极致， 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总
是一遍遍寻找症结， 直至完全解
决才罢休。 “哪怕仪器参数出现
一丝出入都不行， 因为升空后的
探测仪万一发生故障很难维修。”
张爱兵说。 别人统计过， 张爱兵
仅去年就至少有半年时间在加
班， 周末几乎没有完整休息过。

凌晨四五点离开八
点再赶回

今年1月成功着陆月球背面
的嫦娥四号探测器上， 搭载了一
个中国与瑞典合作研制的中性原
子探测仪， 这是人类探月史上首
次在月表测量中性原子。 张爱兵
便是中性原子探测仪的中方首席
专家。

登月航天器是否会受到月球
表面粒子的干扰导致性能受损？
月球环境的辐射会对宇航员造成
多大影响？ 月球会不会把大气吸
走？ 他告诉本报记者， 中性原子
探测仪将带着这些问题开展工
作， 探测太阳风与月表相互作用
的不同结果， 帮助科学家更深入
地了解月球环境。 “这一研究可
以类比到其他行星体上， 为未来
的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

在这次合作中， 瑞典方面负
责探测仪设计， 中方负责论证方
案的可行性、 参与设备定标测试
等方面。 目前， 月球车正在把一
批又一批数据传回地面， 科学家
们不用再猜测， 而是根据实地探
测结果进行分析。 在研究了多月
数据， 并反复研究比对后， 张爱
兵将在本月发布首篇相关论文，
揭开月表粒子的神秘面纱。

除了与瑞典合作外， 张爱兵
团队还在研制火星离子与中性粒
子分析仪， 这属于我国火星探测
工程科学载荷之一 ， 预计将于
2020年升空发射。 该仪器不仅探
测离子， 还将探测不带电的中性
粒子， 这也是国内首次自主开展
中性粒子的探测。

探测器发射时间是固定的，
只有在地球与火星处于最近距离
时， 才是 “天时地利人和” 的完
美结合， 可节省大量燃料， 是探
测器发射的最佳时机。

眼下， 他们负责的中性粒子
探测技术实现了预期的创新目
标， 取得阶段性成功。 张爱兵戏
称， 这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完了
两万里， 明年将发射到太空中检
验 “真章”。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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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圆航天梦，‘强迫症’这病我认了！ ”
———记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室副主任张爱兵

□本报记者 盛丽

黄乐平：法律助困14载

黄乐平是北京义联劳动法援
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义贤律
师事务所律师。 2005年至今14年，
他始终如一地坚持为困难职工特
别是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援
助。 2005年4月，他创办第一家专
为工伤职工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
专业网站———中国工伤损害赔偿
网， 累计解答各类法律咨询超过
6万人次。 2006年3月， 他免费开
通了国内第一条工伤维权热线，
累计电话咨询逾34700人次。 2007
年8月，他创办了专为困难职工与
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义联。

在没有任何财政资助的情况
下， 黄乐平将自己一个人从事的

法律援助工作， 发展成一支20人
的专业律师团队专门从事的法律
援助事业。 为此， 他遭遇了很多
的挑战。 其间经历了12次搬家的
艰辛 ， 经历过发不出工资的压
力， 也经历过被人打击报复的危
险。 但黄乐平从没退缩过， 他想
方设法克服困难， 带领义联团队
一步一个脚印。 从最初的一年办
不到10个案件， 发展到现在每年
办理近1000件法律援助案件； 受
助人群从几百人次， 发展到现在
上万人次。

对于困难职工的求助， 黄乐
平奉行 “问题不过夜” 的原则，
当天的问题一定要当天进行处
理。 为此， 他牺牲了大量的休息
时间来帮助求助群众解答法律问
题 。 他开通的工伤维权热线电
话， 被媒体称为 “工伤120” 电

话。 因为接听职工的求助电话，
经常耽误吃饭与休息。 有时候饭
吃到一半 ， 就有求助电话打过
来。 等到把问题解答完， 饭已经
凉了。 即使节假日接到职工求助
电话 ， 黄乐平也会耐心给予解
答。 他还利用休息时间为求助的
工伤职工回复电子邮件、 回信累
计1400余封。

黄乐平热情接待求助的困难
群众 ， 累计义务接待困难职工
（代表） 咨询1100余人次， 涉及
职工7300多人。 他不能直接提供
代理的案件， 通过远程指导求助
者维护权益 ， 累计成功帮助79
人。 江西籍的农民工王某在浙江
打工期间遭遇工伤致残， 生活陷
入困境， 给黄乐平发来了求助邮
件。 黄乐平定期通过电话对其进
行远程指导。 每当王某遇到困难

的时候， 都会向黄乐平打电话求
助， 不管是吃饭时间还是晚上休
息时间， 黄乐平都会给他耐心的
讲解。 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求助
人， 在黄乐平的电话与信件的指
导下， 自主地完成了工伤维权的
所有程序， 最终拿到了一次性工
伤赔偿5万余元。

多年的法律援助工作， 让黄
乐平意识到帮助广大劳动者掌握
法律知识的重要性， 他因此主持
编写了很多普法材料。 他连续5
年发起 “普法温暖回家路” 大型
普法活动， 发动普法志愿者超过
5000人， 普法受益群众超过5万
人。 他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工地与
工友宿舍区开展劳动法专题培
训， 培训各类职工超过10000人，
指导劳动者依法理性化解矛盾与
争议。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