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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二可， 中国工程
院院士 ，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信 息 与 电 子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
从事雷达系统及其信号
处理领域的研究。

曾获得国家技术发
明一等奖1项 ， 二 、 三
等奖各2项 ， 四等奖 1
项 ； 2001年获何梁何
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 先后被评为北京市
劳动模范、 全国先进工
作者、 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 ， 1995年当选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

人物小传

□本报记者 任洁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二可

国士无双，与国家雷达事业相伴一生

“三尺讲台系国运， 一生秉烛铸民魂。”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二可教授， 就是这样一位为国为
民鞠躬尽瘁的杰出科学家， 他在雷达技术领域奋斗60余年， 被誉为中国雷达信号处理领域奠基人。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首都劳模工匠风采展示

梦想与家国情怀相随 成
为中国顶尖雷达技术专家

毛二可的父亲毛韶青留法八
年， 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机械系
教书， 参与过中国第一辆汽车的
研发工作。 受到父亲和兄长的影
响， 毛二可从小就被无线电知识
深深吸引。 1951年， 17岁的他考
入华北大学工学院 （北京理工大
学前身） 电机制造专业学习， 这
正是他的兴趣所在。

1953年， 原国家重工业部决
定在学校设立雷达专业， 培养急
需的科技工业人才， 毛二可与雷
达事业就此正式结缘。 “国家培
养自己， 自己也要为国家做事。”
毛二可说 。 而且雷达科技更先
进， 增加了不少学习乐趣。 这些
都愈发坚定了毛二可研究雷达的
决心 。 毕业后 ， 他选择留校任
教， 主要从事雷达系统及其信号
处理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把职业跟个人爱好相结合，
让梦想与家国情怀相随。 毛二可
工作起来更加投入， 几十年来，
他几乎没有休过寒暑假， 甚至痴
迷到忘记上下班时间 。 有人劝
他： “长年累月加班加点太辛苦
了， 注意休息。” 可他内心却从
没觉得苦。

毛二可所在的雷达技术研究
院经历了60年发展历程， 从研究
室到研究所再到研究院， 无论科
研领域如何拓展， 有一点始终不
变， 那就是围绕国家需求开展科
学研究 。 在让雷达 “看得清 ”
“测得准” “探得远” “响应快”
的奋斗过程中， 毛二可一直是研
究团队的 “灵魂人物”。

1981年以来， 毛二可主持完
成了几十项合同项目， 在雷达相
关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研究
成 果 ： 他 领 导 的 项 目 提 高 了
中国雷达动目标显示、 检测性能
及跟踪的精度和速度， 为中国雷
达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 先
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
项， 国家技术发明二、 三等奖各
2项， 国家技术发明四等奖1项。

“请问毛院士是怎样做到几
十年如一日保持高质量产出的？”
面对本报记者的提问， 毛二可没
有思索太久， “选择一件自己喜
欢而且国家有需求的事， 就容易
不断地做下去 ， 并不断做出成
果， 也能为国家作出更多更大贡
献。 同时， 科研爱好还会不断生
长出更大的吸引力和动力。”

他认为，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
代的风口， 但是任何时代都需要
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从这个角度
说， 工匠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75岁“下海” 完成科技成
果“三级跳”

“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是创

造知识、 传播知识， 还应让知识
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 毛二可
认为， 科技成果只有完成从科学
研究 、 实验开发 、 推广应用的
“三级跳”， 才能真正实现价值。

随着单位研究项目增多， 团
队人手日渐紧张， 大家像 “救火
队员” 一样， 往往一个项目还没
验收， 另一个项目又立项了。 而
运营管理、 生产制造、 质量管理
等工作都需要更多人手。 在当时
的科研机制下， 这种窘况一时间
难以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 毛二
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经过一
番思考， 他跟团队成员商量， 想
通过创立公司和市场化运营去招
聘急需的工程和运营人才， 把科
研成果尽快推向市场。

2009年12月， 75岁的毛二可
带领研究团队组建理工雷科公
司， 这是北京理工大学依据 《中
关 村 国 家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 企
业 股 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 》
等 新 政 策 成 立 的 第 一 个 学 科
性 公 司 。 2015年 ， 该公司成功
上市， 开创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
“北理工模式”。

如今的雷科防务已经发展为
拥有1800多名职工、 年产值十几
亿元的深圳主板上市企业， 在雷
达系统、 卫星应用、 智能控制、
安全存储和智能网联等专业领域
均占有一席之地。

“要把年轻人带上路，这
样才能后继有人”

毛二可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
学家， 更是一位 “大先生”， 教
书育人事业同样是他持续一生的
追求。 “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太有

限了， 作为教师， 一定要非常珍
视与同学们交流分享心得的机
会。” 毛二可说， “国家和民族
振兴的希望和担子一定在年轻人
身上， 希望同学们能为国家做出
新的更好的雷达。”

樊邦奎院士至今还记得， 他
1986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 第一
次听毛二可的课就入了迷， “毛
老师讲雷达信号处理， 真正做到
大道至简。 他是身教重于言教的
典范， 我从毛老师这里学到了很
多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 他是我
‘人生雷达’ 的引路人。”

“教育和雷达事业需要一代
又一代人， 大学一定要有高质

量 的 学 生 ， 要 有 好 的 教师队
伍 ， 这样人才队伍才能不 ‘断
线’， 才能保证人才队伍的连续
性 。 ” 毛二 可 很 早 就 意 识 到 ，
要吸引年轻人来从事雷达研究，
就要把他们带上路， 这样才能后
继有人。

怎样为年轻人营造一个宽松
的科研环境？ 毛二可除了在生活
上予以照顾以外， 还竭尽所能地
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
向年轻人让出项目主要负责人位
置， 向年轻人让出获奖荣誉， 向
年轻人让出自己担任的专业学会
职务……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
院士以后， 他不再在成果、 论文

上署名第一作者， 而是把机会让
给了年轻人。

在毛二可的感召下， 龙腾、
高梅国、 吴嗣亮等众多优秀学生
逐渐成长为我国雷达研究领域的
中坚力量。 加之雷达技术研究院
持续重视人才培养工作， 团队人
才建设实现良性循环。

1991年， 在获得光华科技基
金 特 等 奖 后 ， 毛 二 可 把 所 有
奖金都分给了青年教师和学生。
2020年获得北理工 “懋恂终身成
就奖” 后， 他又把100万元奖金
悉数捐出， 用于支持学校培养更
多人才。

院士弟子评价他：“先生
之风，山高水长”

进入耄耋之年后， 毛二可依
然倾心于一线教育和科研， 多次
为北理工师生举办专题讲座。 他
谦逊地说： “我在雷达系统方面
的积累和经验， 对雷达技术研究
还有点用 ， 那就尽我所能做点
事， 为昆虫雷达、 探鸟雷达、 中
国复眼这些项目出出主意。 学校
有招生需要， 我也会做点力所能
及的事。”

毛二可住在北理工校园内，
在很多年里， 师生们经常见到他
骑车穿梭于家和办公室之间。 他
觉得这样既能提高出行效率， 又
可以离学生更近一点。

樊邦奎院士打趣道： “毛老
师的自行车在学校里非常有名
气， 原因有三点———第一是他的
自行车除了铃不响， 其他地方都
响；第二是他从来不上锁，就靠在
教学楼前面的树干上， 从没被偷
过；第三，他的自行车非常准时，
早晨8点之前来， 晚上11点左右
才走。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看到他
的自行车还没走， 咱能走吗？”

近两年， 年近九旬的毛二可
在团队和家人的劝说下放弃骑车
习惯， 去办公室时改为步行， 他
觉得这样做更能锻炼身体。 不出
门的时候， 他也会看书、 思考，
不让大脑闲着。

“毛老师的为学、 为师， 做
事、 做人， 都是我永远学习的榜
样。” 跟随他33年的学生、中国工
程院院士龙腾感慨， 毛老师纯粹
的生活方式， 触动并改变了很多
年轻人的人生观， 这应该是他带
过的学生里产生多位院士、 校长
等高徒的重要原因。 “想到毛先
生， 我总会想起北宋范仲淹对东
汉名士严子陵的评价：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拼搏一生无停歇， 鲐背之年
仍少年。 毛二可院士， 这位德高
望重的国士， 宛如首都教育系统
的一座璀璨灯塔， 为后来者照亮
了前行的道路， 不断激励着年轻
科技工作者探索未知的勇气与决
心， 让年轻科学家以梦为帆， 乘
风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