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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眼”运行和发展中心总工程师姜鹏——

越是有难度，越要试一试
本报记者 吴月辉

坚持四个面向·勇攀科技高峰③

2009 年，31 岁的博士毕业生姜

鹏拎着行李，来到贵州省平塘县一

个名叫大窝凼（音 dàng，意为塘、水

坑）的喀斯特洼地。那时，他无论如

何也想不到，接下来的 10多年里，自

己有一大半的时间会在这里度过。

在 大 窝 凼 ，姜 鹏 和 同 伴 们 参

与 、见 证 了 全 球 最 大 最 灵 敏 的 单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

眼 ”的 建 设 和 运 行 。 也 是 在 大 窝

凼 ，姜 鹏 从 一 名 还 有 些 懵 懂 的 助

理 工 程 师 ，成 长 为“ 运 筹 帷 幄 ”的

“中国天眼”运行和发展中心总工

程师。

建设“中国天
眼”，一切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

2009 年，姜鹏博士一毕业，就

加入了国家天文台的“中国天眼”

团队。令他颇感意外的是，刚去单

位报道的第一天，就被车拉到了北

京密云。

“到那儿后，我们的任务就是

抬着近 500 公斤的反射面板，从东

边 往 西 边 。”姜 鹏 笑 着 告 诉 记 者 ，

“当时大家心里直犯嘀咕，我们以

后不会就干这个吧？”

在密云抬完反射面板没多久，

这群新人就被拉到了几千公里之外

的贵州大窝凼。姜鹏清楚地记得，

汽车从贵阳机场开了四五个小时，

一路颠簸，最后在一个小工棚前停

了下来。司机师傅告诉他们，这就

是“中国天眼”的台址了。

地处深山、人烟稀少、交通不

便，没有电、上不了网……眼前的

这 个 地 方 几 乎 与 现 代 文 明 隔 绝 。

姜鹏和同事们都倍感失落、迷茫，

甚至还有人怀疑：这个项目“会不

会是忽悠人的”。

的确，“中国天眼”计划一度曾

被 认 为 是 个 大 胆 到 疯 狂 的 计 划 。

上世纪 90 年代初，当南仁东先生提

出这个设想时，几乎所有业内专家

都不看好。口径超过国内既有的

望远镜一个数量级，工程要求是国

家标准的 20 倍以上，施工位置在僻

远的山坳坳里——无论地质条件、

技术条件还是工程造价，在当时的

中国都难以达到。

“一个 500 米跨度的望远镜，控

制精度却要达到 2 毫米，到底怎么

实现？”短暂的失落过后，面对南仁

东布置的难题，姜鹏反复琢磨，还

是决定“跳进这个大坑”。

“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挑战难

题的人，越是有难度的事情，我越

是想要试一试。”姜鹏对记者说。

工程建设启动后，困难远比想

象的多。

“中国天眼”建设初期，使用的

是地表水，住的是活动板房。板房

里潮湿、阴冷，没有空调也没有暖

气；被子湿得都能拧出水来，很多

人 只 要 住 上 几 天 ，就 会 起 满 身 疹

子。而且，活动板房还不隔音，夜

深了有人打呼噜、讲话，隔着板壁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大家最怕的是感冒生病，一

感冒，病情就会反反复复，持续很

久才能好。”姜鹏说。

生活上的艰苦忍一忍就过去

了，最难克服的是技术攻关。

“中国天眼”的设计、建设史无

前例，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如

何设计、如何实现，建成之后如何

调试和使用……所有难题都只能

靠自己解决。

姜鹏坦陈：“这比我们一般认

知的工程项目难太多了，很多事情

都没把握。”

此时，初到大窝凼时的迷茫又

萦绕于心。“那时的我们不知道能

否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不 知 道 能 否 建

成，不知道建成后能否调试成功，

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水

有多深、能不能过去。”

凭借着执着
与坚毅，他们攻克
一道又一道难关

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

不 同 于 世 界 上 已 有 的 单 口

径 射 电 望 远 镜 ，“ 中 国 天 眼 ”的

“ 视 网 膜 ”—— 球 型 反 射 面 ，是 一

张 由 6670 根 钢 索 编 制 的 索 网 ，

它 需 要 在 球 面 和 抛 面 间 进 行 变

形 ，从 而 对 天 文 信 号 进 行 收 集 和

观 测 。

姜鹏的专业是结构力学，被委

以 重 任 ，负 责 索 网 工 程 。 索 网 工

程是“中国天眼”反射面实现变位

功 能 的 核 心 部 件 ，也 是 施 工 的 技

术难点。

他告诉记者：“这是世界上跨

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也

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变位工作方

式的索网体系，我们没有任何经验

可借鉴。”

工程启动没多久，团队就遇到

了一个大难关——索网疲劳问题。

常见的斜拉桥上的钢索，其强

度 大 都 是 200 兆 帕、200 万 次 弯 曲

的。由于“中国天眼”的钢索上要装

上反射面板，需要经常调换角度，不

断拉伸；望远镜，则至少需要应用 30
年。设计人员反复思考、计算后，提

出需安装强度为 500兆帕、弯曲次数

为 200万的钢索。

姜鹏记得，那时他们从市面上

买 了 数 十 根 钢 索 进 行 实 验 ，却 没

有一根能满足要求。“怎么办？如

果 问 题 不 解 决 ，整 个 望 远 镜 建 设

就 得 停 滞 。 商 讨 之 后 ，我 们 决 定

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钢索疲劳性能

实验研究。”

在 南 仁 东 指 导 下 ，姜 鹏 带 领

团 队 ，开 始 了 一 场 长 达 两 年 的 大

规模钢索疲劳实验。他们日夜摸

索、反复测试实验，经历近百次失

败 后 ，终 于 研 制 出 超 高 耐 疲 劳 钢

索，成功支撑起“中国天眼”的“视

网膜”。

就这样，凭借着执着与坚毅，姜

鹏带领团队攻克一道又一道难关。

2017 年 ，“ 中 国 天 眼 ”进 入 调

试 阶 段 。 望 远 镜 建 成 后 能 不 能

用、好不好用，关键就看调试能否

成功。

口径 500 米的“天眼”，在调试

之 初 庞 大 又 脆 弱 ，牵 一 发 而 动 全

身 ，稍 有 闪 失 ，就 可 能 功 亏 一 篑 。

那 段 日 子 ，姜 鹏 的 神 经 一 直 紧 绷

着，随时都有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

问题需要解决。向来“心理素质很

好”的他体重开始直线下降，跌到

了历史低值。

“这期间有太多难忘的瞬间。”

回忆往昔，姜鹏很是感慨，“每当我

迷茫的时候，都是团队的成员们给

我力量和帮助。在大家的努力和

支持下，我们最终顺利完成了调试

任务。”

2017 年 8 月 27 日，“中国天眼”

第一次实现了对特定目标的追踪

观测，稳定地获取了目标源射电信

号。那一刻，大伙心里的石头终于

落了地。

希望“中国天
眼”产出更多科学
成果

从 1994 年选址到 2016 年正式

建成，“中国天眼”团队用了 22年。

“ 我 们 的 青 春 很 特 别 。”每 每

回 忆 起 这 段 经 历 ，姜 鹏 不 禁 心 潮

澎湃。

在外人看来，曾经身为南仁东

助手的姜鹏一定是对南先生言听

计从的。但姜鹏却告诉记者，为了

建好“中国天眼”，他几次“违抗”了

南先生的意愿。

其 中 一 次 ，是 关 于“ 中 国 天

眼 ”索 网 颜 色 的 选 择 。 当 时 ，南

先 生 希 望 选 择 白 色 。 他 觉 得 白

色 的 索 网 结 构 会 赋 予 工 程 一 种

融 入 自 然 的 宏 大 和 美 感 。 姜 鹏

则 认 为 ，对 于 索 网 材 质 ，加 入 任

何 颜 色 都 会 影 响 材 质 纯 度 ，进 而

影 响 索 网 的 寿 命 。 所 以 ，他 据 理

力 争 ，坚 持 将 颜 色 定 为 材 质 的 原

色——黑色。

“ 最 终 ，南 先 生 同 意 了 我 的

意 见。”姜鹏说，“南先生对工作要

求严格，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只

要 你 讲 得 有 道 理 ，他 就 会 接

受 ，并 且 从 不 会 把 这 些 争 执 放

在 心 上 。”

这 种 品 质 也 深 深 影 响 着 姜

鹏。如今，身为“中国天眼”运行和

发展中心总工程师，他在做各种决

定时既有自己的主见，也愿意倾听

和接受正确的意见、建议。

“ 我 非 常 重 视 个 体 ，尊 重 每

一 个 人 。”姜 鹏 说 ，“ 只 有 保 障 好

团 队 里 每 个 人 的 利 益 、充 分 发 挥

每 个 人 的 聪 明 才 智 ，才 会 让 整 个

团 队 具 有 更 强 大 的 凝 聚 力 和 战

斗力。”

今 年 是 姜 鹏 加 入“ 中 国 天

眼 ”团 队 的 第 十 三 个 年 头 。 在

这 期 间 ，他 与 同 伴 们 住 过 简 陋

的 活 动 板 房 ，经 历 过 各 种 恶 劣

天 气 ，品 尝 过 无 数 次 测 试 失 败

—— 当 然 ，也 迎 来 了 科 学 的 花

开 。 截 至 目 前 ，基 于“ 中 国 天

眼 ”数 据 发 表 的 高 水 平 论 文 已

有 120 余 篇 ，所 发 现 的 脉 冲 星 数

量 超 过 660 颗 ，发 现 了 迄 今 为 止

唯 一 一 例 持 续 活 跃 的 重 复 快 速

射 电 暴 。

宇宙浩瀚、星河灿烂，“中国天

眼”的征程才刚刚开始。说到未来，

姜鹏表示：“希望‘中国天眼’产出更

多的科学成果，为人类文明贡献更

多‘ 中 国 智 慧 ’。”

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首台高通量核酸检

测车成功下线。这款核酸检测车搭载先进设

备，每天能完成 2880 份样本检测工作，在确保

核酸检测质量的同时，极大缩短了检测时间。

这款高通量核酸检测车，由包头市塞北

机械设备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塞北股份”）与

国企混改成立的北方创业专用汽车公司研发

生产，一上市就备受关注和欢迎。这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塞北股份坚持科技兴企取得

成效的又一个生动缩影。

成立于 2007 年的塞北股份，聚焦车桥和

特种车的研发生产，在特种车辆传动系统领

域处于行业领先。公司研发生产的轻量化可

维护安全车轮，历时七载，实车实验里程累计

达 8 万多公里，完成了全地域考核。在零下 43
摄氏度的极端严寒天气里，在零上 50摄氏度的

极端高温天气里，在海拔 4000 米的高原上，轻

量化可维护安全车轮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我们研制的产品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目前已获得各级科技成果奖 9 项。”塞北股份

董事长王斌介绍，为储备技术和人才，公司与

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等高

校开展了多项目、多领域的合作，实现了产

学研深度结合。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自治区级企业

研发中心、自治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包头市

科技“小巨人”企业、包头市“专精特新”企业……

一块块奖牌、一张张证书，体现着塞北股份对科

技创新的矢志不渝和艰苦攻关的丰厚回报。

一手抓科技创新，一手抓产品质量。塞

北股份的产品质量得到广泛认可，获得内蒙

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这一奖项每两年评选

一次，每届的授奖总数为 5 个；若无符合条件

的组织和个人，奖项可以空缺。该质量奖的

“含金量”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2016年，塞北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进入发展快车道。2018年，公司与重庆

大江合资成立了重庆大江车桥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按照‘特种差异化，品牌专业化’的

发展战略定位，研究各种特殊车辆用桥、各种

行走式作业类机械用桥，主要研究开发大吨

位、替代进口、特殊用途车桥产品，重点发展

转向驱动桥、独立悬架轮边桥和湿式制动桥

等技术优势产品。”重庆大江车桥有限责任公

司总监、技术中心主任周湘林说。

车桥是车轮与车身相连接的过渡部件，

通过它实现承载车身重量和传动以及转向制

动，是车辆的一个重要部件。目前，塞北股份

拥有车桥产品技术相关专利 43 项，其中发明

专利 14 项、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

过硬的技术实力，为企业注入高质量发

展 的 强 大 动 能 。 2021 年 ，塞 北 股 份 逆 势 而

上 ，实 现 收 入 增 长 48.5% ，净 利 润 增 幅 达

199%；行走系统产品订单数量大幅增长，重

车桥销售额增长 46.3%。

“我们将砥砺前行，继续攻关，使企业科

研水平和经营业绩再上一个大台阶。”说到未

来发展，王斌信心满满。

坚持产学研合作主攻车桥和特种车，塞北股份——

依靠创新研发特色产品
刘 毅 刘 霄

■创新故事R

困 扰 长 江 江 豚 保 护 多 年 的

老问题，如今正通过新技术得到

解决：在湖北石首的长江天鹅洲

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从

水温、水压、溶氧率，到江豚的进

食量、粪便形态、皮肤光泽等，相

关 数 据 不 再 需 要 巡 护 员 人 工 记

录在本子上，而是利用数字技术

采集、汇总到智慧生态保护系统

的“数据池”内，在智慧大屏上一

一呈现。

数字技术不仅提高了天鹅洲

保护区巡护员的工作效率，也使

保护区多年来积累的保护、监测

数据得到了有效利用，使长江江

豚保护成功迈入智能化时代，展

现出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的巨大潜力。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各行业加

速融合，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强大“底座”。对于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来说，用好数字技术，不仅能

够精准识别、及时追踪新发生的生

态环境问题，为科学保护、系统治

理提供支撑，也能够推动数字经济

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为提升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提供新的方法。

经 过 相 关 科 技 企 业 和 环 保

部门的联手努力，近年来数字技

术 加 快 赋 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 在

贵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监

管 平 台 借 助“ 互 联 网 + 遥 感 ”技

术，实时监测全省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情况；在浙江桐乡，数字化

监管系统，变“人工管”为“数字管”，成为环境决策部署

的“大脑”；华为、联想、浪潮等高科技企业积极探索数

字化生态保护，为保护大熊猫、江豚、亚洲象等珍稀动

物提供了利器。

当然也要看到，数字技术助力生态环境保护的潜力

还有待大力挖掘。比如，空气、水、土壤等方面的生态环

境数据连续采集、实时监测，还亟须强化，监测数据的深

度应用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数据烟囱”、信息孤岛等

在不同地域、流域普遍存在，数据量大、信息独立、上下游

难协同等治理难点限制着公共数据的价值释放；数字技

术与卫星遥感等其他技术结合还不够，“空天地”一体化

的动态监测与调控尚未实现。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构建智慧高效

的生态环境管理信息化体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

生态环境保护中要继续用好数字技术，找准数字技术赋

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点与着力点，推动构建绿色技术

创新体系，不断拓宽应用场景，在实践中将数字技术的作

用切实发挥出来。

从人工处置到智能监测，从被动“应答”到主动预警，

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效能正在彰显。在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创新探索中，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效

能，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我

们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的新图景，让绿色这一新时代中

国的鲜明底色更浓、更亮。

用
数
字
技
术
赋
能
生
态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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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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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数字技术，不
仅能够精准识别、及时
追踪新发生的生态环境
问题，为科学保护、系统
治理提供支撑，也能够
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
济协同发展，为提升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新
的方法

■创新谈R

■新闻速递R

本报电 龙芯中科近日发布面向通用计算、大型数据中

心、云计算中心计算需求的龙芯 3C5000 服务器处理器，并联

合生态伙伴发布新一代国产服务器基础软硬件平台。据介

绍，该处理器采用我国自主的龙芯指令架构，16 核心单芯片

测试分值达到 9500 以上，双精度计算能力达每秒 5600 亿次浮

点运算，16 核处理器峰值性能与典型 ARM 64 核处理器的峰

值性能相当。基于 CPU 研制和生态建设积累，龙芯中科 2021
年推出龙芯架构，包括基础架构部分和向量指令、虚拟化、二

进制翻译等扩展部分，近 2000 条指令，具有完全自主、技术先

进、兼容生态三方面特点。 （杜润楠）

龙芯发布自主指令架构的服务器处理器

本报电 2021 年“唤梦杯”科学艺术原创诗词征集展评

活动总结发布会日前在线上举行，揭晓一、二、三等奖及优秀

奖、入围奖，多位艺术家分别诵读品鉴获奖代表作品。

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指导，中国科学报社

等共同主办，著名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担任荣

誉顾问。活动全程通过多个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旨在弘扬科

学家精神，促进公民科学素养和艺术修养的提高，增强民族科

技自信和文化自信。

（时 言）

“唤梦杯”科学艺术原创诗词活动奖项揭晓

本版责编：吴月辉

上图 ：“ 中 国 天

眼”索网合拢时，南仁

东（左 七）、姜 鹏（右

一）与现场施工人员

一起合影留念。

右图：姜鹏在“中

国天眼”现场检查保

动器的运行情况。

■科技视点R

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