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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李敏

“把个人梦想融入到中国航天梦中， 值！”
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副总设计师黄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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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大勇：

重大工程建设的幕后英雄
今年3月1日， 北京城建勘测

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大勇荣
获全国首批 “工程测量工匠” 荣
誉称号。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工
程测量从业者， 有幸赶上国家建
设飞速发展的伟大时代， 才能够
亲身参与如此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建设， 并在幕后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他谦虚地说。

此次获评的全国首批 “工程
测量工匠” 中， 陈大勇的年龄最
小， 但工程项目经验却很丰富 。
他坦言， 自己就是在重大工程项
目中一步步学习、 成长起来的。

1975年出生的陈大勇在大学
毕业后， 就进入北京城建勘测设
计研究院工作， 结识了一批大师
和工匠级别的前辈。 “这些前辈
在项目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给予新
人及时指导， 让我这样的年轻技
术人员有机会独立承担大型的工
程测绘项目。”

正是在这些前辈的传帮带
下， 陈大勇才能不断地接触到重
大工程项目并在其中担当大任。
2000年， 陈大勇还是一位参加工
作仅三年的 “新人”， 就被委以
重任， 负责广州地铁二号线第三
方测量项目。 他说： “这是我第
一次独立负责一个如此大型的轨
道交通工程测量项目的全面管理
和技术质量工作， 对我来说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

彼时， 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处于起步阶段， 内地只有北

京、 上海、 广州等少数几个城市
在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测量的技术体系还
很不完备， 可借鉴的经验几近于
无， 盾构隧道施工测量技术、 适
用于地铁隧道的联系测量方法、
地铁隧道断面测量的解析法等技
术方法还不成熟。

当技术和装备上带来的难题
来到陈大勇这个 “新人” 的面前
时， 他没有选择回避， 而是主动
去学习探索。 通过3年的项目实
施周期， 他不仅圆满完成任务，
还结合实践经验研究开发了全站
仪解析法隧道断面测量、 智能型
全站仪测边后方交会联系测量、

盾构钢环解析法圆心测量、 线路
坐标计算等多项轨道交通工程测
量工艺方法和相关计算程序， 参
与开发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
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

在陈大勇的工程履历中还有
很多亮眼的标签。 2000年， 他参
与了国家大剧院工程测量工作 ，

主持了高精度工程控制网测设，
研发了2.2次方超椭圆结构快速
计算和精密放样方法及数字方格
网高程模型用于土方测量的方
法； 2004年起， 他参与国家体育
场工程测量工作， 在快速按需建
立高精度控制网， 异型结构精确
放样等技术难题解决方面作出贡
献； 2015年， 他参与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航站楼工程测量工作， 在
多级多功能控制网建设， 超大不
规则曲面钢结构测量和监测等方
面作出贡献。

如今， 陈大勇已经不是曾经
的 “新手” 了， 他也已经走到了
工匠和专家的位置上， 所以他也
一直希望并已经在尝试着把自己
的部分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和传
帮带中去。

近年来， 陈大勇积极参与中
国测绘学会工程测量分会、 中国
土木工程学会轨道交通分会勘测
专业委员会等机构组织的学术交
流会， 并在相关场合分享自己的
经验和心得。 此外他还担任北京
城建设计发展集团专家委员会专
家导师和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
院新员工指导老师多年， 培养了
多名优秀的技术和科研人才。

“20多年来， 很多前辈不仅
把 我 领 进 了 工 程 测 量 这 个 殿
堂 ， 还把心中的热忱传承给了
我， 而我也应该把这份对工程测
量的热爱继续播种下去。” 陈大
勇表示。

2003年在北大读书期间， 从电视上
看到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
飞天， 黄震激动地点燃了自己的职业梦
想； 如今， 40岁的他已成为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总体设计部副总设计师， 正向着
中国首次载人登月的目标不断奋进。 能
够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国航天梦中 ， 他深
情地说： “我的青春， 值了！”

2010年博士毕业后， 黄震正式成为
中国载人航天团队中的一员。 在团队的
培养下， 年轻的他直接参与了神舟八号
和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交会对接这一国
家重点航天工程， 为 “天宫之吻” 贡献
才智， 那一年他才30岁。

近年来 ， 他先后参与了神舟飞船 、
新一代载人飞船等多个国家重大工程项
目的研制和任务实施， 在研制过程中不
断学习， 不断突破， 很快就成长为挑大
梁的技术骨干。

在神舟飞船的研制中， 他担任总体
副主任设计师， 负责系统方案、 任务规
划设计和飞行控制， 设计了神舟飞船与
空间实验室的停靠方案、 手控交会对接
和绕飞总体方案， 均在轨首次实施并取
得成功， 为中国航天突破交会对接技术
作出贡献。 针对空间站轨道高度、 运行
位置不固定的问题， 他提出轨道控制优
化策略和安全返回策略， 在飞行任务中
成功得到应用， 为我国空间站任务实施
奠定了技术基础。

面对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的研制

课题， 作为总体技术负责人的他牵头设
计了全新气动外型的返回舱， 升阻比等
返回性能较神舟飞船提升55%， 使新飞船
具备了载人第二宇宙速度返回能力； 他
还通过组织论证， 创造性地提出无控自
由返回再入模式， 避免了发动机喷流对
测量的影响， 实现对新飞船返回性能的
在轨真实验证。

2016年， 我国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
舱从300km轨道无控返回， 落点精度达到
10km级， 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
飞行试验首次在轨获取了4%的高精度气
动测量数据，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为
地球大气物理等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数
据支持。

在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的研制中，
黄震担任项目办主任、 总师助理， 组织
实 施 了 高 速 再 入 飞 行 试 验 ， 成 功 用
8000km轨道高度模拟验证了新飞船从月
球返回地球的环境。 这是自美国阿波罗
任务后载人飞船飞得最高的一次， 也是
再入环境最为严酷的一次飞行， 返回热
流比飞船近地飞行大7倍。 他带领团队采
用了大量新材料和新方法， 实现自主轨
控、 群伞回收等重大技术突破， 落点精
度达到1km级，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在
2020年的飞行试验中取得圆满成功 ， 而
且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突破， 我国已
具备开展载人登月的技术条件， 开始载
人月球探测关键技术的攻关和方案深化

论证工作。 面对新的任务， 黄震勇于创
新、 迎难而上， 把全部精力投入全新载
人飞行器的研制和攻关中。

凭借多年以来的优异表现， 黄震先
后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国防科
技进步三等奖、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
进步一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被评为 “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 北京青年
榜样， 今年又获得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黄震却谦
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航天青年， 荣誉
是与同事们一起取得的。 这话所言不虚，
通过多次的任务历练和多年的经验积累，
他已打造出一支善于创新 、 勇于攻关 、
敢于突破的团队。 这支团队平均年龄只
有 35岁 ， 但具有博士学历的比例达到
75%，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比例达到100%，
是我国开展载人登月的国家队和主力军，
曾获得国防创新团队、 中国载人航天突
出贡献集体等称号。

“科研攻关的过程很艰辛，但也很过
瘾，那种核心技术在手的感觉让我们感到
满足而自豪。 载人月球探测是我毕生的梦
想，我们将尝试把宇航员带到38万公里以
外的月球上，在地外天体上留下中国人的
足迹。 ”面对中国航天的明天，黄震信心满
满，“星辰大海就是我们的征途，祖国和人
民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和团队正在充满激
情地迎接挑战，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
的载人登月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