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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视点·走近“国家工程师奖”获得者（上）R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广大工程师胸怀“国之大者”，勇攀科技高峰，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建设重大工程、铸就大国重器作出了突出

贡献。

1 月 19 日，“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81 名个人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50 个团队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

团队”称号。本版聚焦部分获奖工程师和工程师团队，讲述他们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故事，敬请关注。

——编 者

前不久，在轨稳定运行 7 周年后，风云

四号 A 星，这颗“劳苦功高”的卫星圆满完

成了考核及寿命要求，开启超期服役的新

征程。

作为风云四号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

张志清始终牵挂着这颗卫星：“风云四号 A
星引领了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升级换

代，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承载

了几代气象人和航天人的期望。”

2016 年 12 月，风云四号 A 星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018 年 5 月，该星正

式投入业务运行，向国内外用户提供卫星遥

感数据和产品，开创了首颗试验卫星直接投

入业务运行的先河。

从发射到投入业务运行，一年半内，张

志清带领技术团队，经过测试、调整、优化，全

面建成全新技术体制的静止气象卫星观测

系统，推动我国静止气象卫星实现跨越式

发展。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静止轨道高光谱红

外大气探测，在国内首次实现在卫星上进行

闪电监测……对于风云四号 A 星这颗卫星

的每一个技术特点，张志清都了然于心。而

每一项超越的背后，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艰

辛努力。在没有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张志

清带领团队突破了一系列核心技术，研发了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方案，使风云四号

卫星步入世界前列。

“能够亲身参与风云一号、二号、三号

和四号气象卫星工程，是我一生的荣幸。”

张志清说，1986 年大学毕业来到国家卫星

气象中心工作时，恰逢我国风云一号气象

卫星工程启动建设，“能参与其中，别提有

多自豪了。”

随着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展，经过包括张

志清在内的广大气象、航天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目前我国已建成包括高、低多种轨道的

气象卫星观测体系，为农林水利、生态环境、

交通能源、国土海洋等行业提供精细、精准

的服务。

风云二号、风云四号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张志清——

推动气象卫星跨越式发展
本报记者 冯 华

30 多年从事水利工程勘察设计，景来红

只围绕一件事：黄河的治理与开发。

景来红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1990 年初，小浪底水利枢纽

工程即将开工建设，那年夏天，景来红从清华

大学毕业后直奔热火朝天的工程现场。

扎进小浪底工程建设一线，景来红一步

一个脚印，参与了从初步设计、技术施工设计

到建设、运行再到管理的全过程。

黄河水沙条件特殊、地质条件复杂，小浪

底工程建设挑战性极大。景来红和团队攻克

了“多沙河流水利枢纽泄洪排沙建筑物总布

置”“多级孔板洞内消能”等多项重大技术难

题，为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3 年，景来红勇挑重担，担任南水北调

西线工程设计总工程师。2008 年，他又挑起

另一个重大工程——古贤水利枢纽工程设计

总工程师的重任，这是黄河干流上的重要控

制性枢纽，是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牛鼻子”。

兴利除害，景来红深知：重大水利工程与国

计民生关系甚大，勘察设计容不得丝毫马虎。

“一种验收是技术上的，另一种验收需要

时间和历史去检验，后者更为重要。”景来红

谨记水利工程泰斗潘家铮先生的教诲。

为深入研究黄河水资源状况、供需形势、

长江可调水量及调水影响等关键问题，景来

红带着团队 30 多次奔赴青藏高原调水区、黄

河上中游受水区，进行实地查勘调研，常年在

野外奔波。

如何能让古贤水库与小浪底水库更科学

地联合调控黄河水沙？如何处理好大坝建设

与生态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景来红

和团队不断思索、精益求精。

令他欣慰的是，小浪底工程开启了治黄

新篇章，南水北调西线和古贤水利枢纽工程

设计取得重大进展，新一代年轻工程师队伍

正快速成长……

“从设想到现实，大型水利工程往往需要

几代人接力。”景来红说，“有幸参与，我非常

自豪”。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景来红——

接力守护重大水利工程
本报记者 喻思南

2021 年 4 月 7 日，“海牛Ⅱ号”海底大孔

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在南海 2000 米的水下

成功钻进 231 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刷新

海底钻机实际钻探深度的纪录。

“海牛Ⅱ号”由湖南科技大学教授万步

炎领衔研发。 20 多年前，他第一次登上远

洋科考船时发现，船上很多钻探装备都是

“洋品牌”，这激发了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

深海钻机的决心。

从零开始，万步炎自学机械设计、电子

技术等知识，自己画图、设计、生产、加工、组

装、试验，失败了就重新开始……2003 年，由

万步炎团队研制的我国首台深海浅地层岩

芯取样钻机在海底钻进 0.7 米，打下第一个

钻孔，取回岩芯样品，实现了我国海底钻机

技术的从无到有。

之后，万步炎团队又相继研发了海底中

深孔钻机、“海牛Ⅰ号”海底多用途钻机系

统、“海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

统等。从最初的 0.7 米到 5 米、20 米、60 米、

90 米，一直到目前世界领先的 231 米，一次

次刷新海底钻机钻探深度纪录。

万步炎常说，在海上摸爬滚打这么多

年，最不怕的就是困难，越是遇到困难，越

要“钻”透一切困难。在某次海试期间，“海

牛Ⅱ号”配套收放绞车系统出了故障。钻

机 悬 吊 在 水 下 1000 米 ，收 不 回 也 放 不 下 。

万步炎带领团队尝试各种办法，经过近 40
个小时奋战，赶在台风到来前完好无损收

回钻机。

目前，“海牛”系列钻机已在太平洋、印

度洋等大洋，以及我国南海、东海等海域钻

下 2000 多个钻孔。

挑战深渊海底地质钻探取样，是万步炎

团队接下来的目标。“我还想牵着我的‘海牛’，

到更深更广阔的海域去打一钻！”万步炎说。

湖南科技大学教授万步炎——

刷新深海海底钻探纪录
本报记者 刘诗瑶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4 日，雅万高铁累计发

送旅客突破 100 万人次。万里之外的中国天

津，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赵斗思绪万千。8 年间，他和团队手中的一张

张设计蓝图变成现实，中国高铁也首次实现

了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的海外落地。

铁路设计极具挑战。综合考虑自然环

境、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设计师必须

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找到最优解。

2015年，赵斗带领团队高质量地完成了雅

万高铁可研工作。此后，他又主持了雅万高铁

的勘察设计和研究实践，量身打造技术方案。

项目建设过程中，赵斗 30 多次到达现

场，仔细勘察实际情况。

“要体现中国高铁水平，设计人员必须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这是赵斗常对团队成员

说的一句话。在充分了解当地情况的基础

上，雅万高铁设计团队不断完善设计方案。

印尼地震烈度高，存在区域沉降；火山

岩土孔隙比大，含水率高，性质特殊……从

工程技术方案到结构抗震技术，从动车选型

到养护维修模式，一个个具体因素汇集到赵

斗脑海里，40 多项各类课题研究分别展开，

一份既坚持中国标准又满足当地条件、极具

竞争力的设计方案最终出炉。

随 后 ，赵 斗 带 领 团 队 又 研 究 出 适 用 于

雅万高铁的简支箱梁，优化了桥梁结构、桥

墩尺寸。随着雅万高铁成为东南亚第一条

高 速 铁 路 ，赵 斗 带 领 的 设 计 团 队 用 行 动 擦

亮了高铁这张“国家名片”。

国内第一条时速 350公里的高铁、第一座

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第一条 30 吨轴重的重

载铁路……在赵斗 30 多年的铁路设计生涯

中，参与过这样的“首次”“第一”还有很多。

一次次挑战、一次次超越。赵斗说：“我

们超越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赵斗——

擦亮高铁“国家名片”
本报记者 谷业凯

到目前为止，北京是全球唯一一个“双

奥”之城。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

程师李久林因为同时担任两届奥运会主要

场馆的总工程师，被誉为“双奥总工”。

2003 年，35 岁的李久林走上国家体育

场“鸟巢”工程总工程师的岗位。“鸟巢”不

规 则 的 异 型 建 筑 ，颠 覆 了 传 统 设 计 理 念 ，

“没有现成的标准，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李久林说。

长 轴 330 米 、42000 吨 的 钢 结 构 ，给

“ 鸟 巢 ”的 柱 脚 和 柱 子 造 成 巨 大 应 力 ，只

有 采 用 某 种 高 强 度 钢 才 能 解 决 结 构 的 承

重 问 题 。 但 是 ，当 时 符 合 建 筑 要 求 的 钢

材 国 内 没 有 生 产 过 ，依 靠 国 际 市 场 供 货

也难以实现。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凭着“初生牛犊

不 怕 虎 ”的 干 劲 ，李 久 林 带 领 团 队 持 续 攻

坚，自主开发出成套焊接技术和工艺参数，

将一个个“不可能”变为现实。

“ 从 钢 材 到 施 工 技 术 ，形 成 了 完 整 闭

环，完全自主可控。”李久林介绍，从“鸟巢”

开始，中国一系列地标性建筑都使用了相

应的国产钢材，至今已累计生产数百万吨，

我国成为这种高强度钢材的生产大国和应

用大国。

2018 年 ，李 久 林 就 任 国 家 速 滑 馆

“ 冰 丝 带 ”工 程 总 工 程 师 时 ，似 曾 相 识 的

难 题 再 次 摆 在 了 他 的 面 前 ：建 造 场 馆 的

关 键 材 料 高 钒 密 闭 索 ，国 内 没 有 研 发 先

例 。 李 久 林 带 领 团 队 坚 持 自 主 研 发 ，再

次 突 破 技 术 瓶 颈 ，解 决 了 建 筑 用 高 钒 密

闭 索 长 期 依 赖 进 口 的 难 题 ，密 闭 索 价 格

降 低 2/3 、供 货 期 缩 短 1/2 。

之 后 ，他 和 团 队 又 攻 克 超 大 平 面

多 功 能 速 滑 冰 场 建 造 技 术 ，以“ 中 国

方 案 ”打 造 了 低 海 拔 平 原 地 区“ 最 快

的 冰 ”。

谈及“双奥总工”这一殊荣，李久林说：

“国家的强大和进步，为我们成长提供了广

阔舞台。”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李久林——

创新托起奥运地标建筑
本报记者 蒋建科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研究员徐先英在甘肃

省民勤县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长大。当时的

民勤，风沙肆虐，庄稼地和村庄一步步被风沙

逼退。家门口那条被当地人称作“大红柳岭”

的沙带，成了他少年回忆中的一道“天堑”。

上世纪 80 年代，大学毕业后，徐先英毅

然做出了回家乡治沙的决定。

早期治沙，普遍采用“人拉肩扛”的压沙模

式，既费人力，效率也难保证。后来，部分地区

曾尝试引进大型治沙设备，但对于西部沙区的

农村来说，大型设备高昂的成本和破碎的沙区

地形一度成为治沙压沙的“卡脖子”难题。

“一定要想办法，造出一台更小巧、更便

捷，让沙区群众用得起的机器！”徐先英为自

己定下目标。

研发、完善、反复实验……机器设计图

有了，却没有企业愿意尝试生产。凭着不服

输的倔劲，徐先英和团队自己动手，终于生

产出第一批小型手扶式沙障机和流沙地灌

木快速栽苗装置。

流沙地灌木快速栽苗装置解决了流沙

地灌木栽植过程中苗木窝根严重和开坑困

难的问题，沙生灌木的栽植速度和苗木成活

率显著提高。小巧实用的手扶式沙障机能

够适应沙区的不同地形条件，工作效率是人

工的 6 倍；经测算，每亩可节约压沙成本 250
多元，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劳动强度和经济

负担，于是很快在甘肃、内蒙古、青海等地的

沙区治理工程区推广开来。

目前，徐先英团队研制的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微型铺草压沙机已经更新到第五代。在治

沙一线近 40年，终日与风沙为伴，他初心不改。

“干一行就得爱一行，总得要在这片沙

漠里做出点成绩。”徐先英说得很干脆。

深耕才有收获。40 年寒来暑往，徐先英

主持完成项目 30 多个，多次荣获甘肃省科技

进步奖，获得授权专利 22 项，筛选抗逆性沙

地造林树种 4 个，研发防风固沙技术与模式

17 项，研制新型治沙装备 90 多台（套），推广

治沙技术面积 20 多万亩。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研究员徐先英——

深耕治沙一线近 40年
本报记者 吴月辉

矢志创新，勇攀工程科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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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万步炎（中）在某次海试现场。

图②：赵斗在雅万高铁隧道施工现场。

图③：张志清在做报告。

图④：景来红（中）与团队成员在南水北调西线查勘。

图⑤：李久林在查看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曲面玻璃

幕墙样板。

图⑥：徐先英（左）在野外测试小型压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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