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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名家笔谈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科
学出版社与本报携手推出

向往飞天
梦想启航

小时候，我对家里的一套科普丛书
《十万个为什么》 特别感兴趣，尤其是
对其中介绍飞机、卫星等航空航天知识
的内容。平时，我经常琢磨与飞行有关
的问题，比如，飞机为什么能飞起来，
卫星在太空怎么运转的……在不断的阅
读和思考中，我对航空航天的兴趣日益
浓厚，了解的知识也越来越多。

1977年，高考恢复了。我看到枞阳
县教育主管部门的宣传栏张贴很多高校
的招生海报，非常吸引人，就常去认真
浏览。

一些高校比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的招生
海报让我印象十分深刻，记得上面印着
冲天而起的火箭、绕地飞行的卫星、腾
空翱翔的飞机。这些海报让我心生无限
向往之情，多么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有机
会进入这样的大学深造，实现遨游九天
的梦想。

拨准航向
如愿以偿

事与愿违，受种种因素影响，我在
初中毕业时，报考了中专，以便尽早拥
有一份有保障的“铁饭碗”工作，肩负
起对家庭的责任。就这样，我放弃读高
中和报考大学的机会，考入一所中专学

校就读。中专毕业后，我进入一家造船
厂工作。

在造船厂的日子里，我虽然忙于手
头的工作，但是一刻也没有忘记从儿时
就启航的“飞天”梦想，而要圆梦就必
须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和相关专业
的训练，我于是自学高中课程，继续追
逐自己的“飞天”梦想。功夫不负有心
人，我成功考上了大学并于1990年如愿
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的研究
生，学习“飞行动力学与控制”专业，
向着梦想迈出关键一步。

我的哈工大研究生岁月紧张、忙
碌，几乎每天都忙于学习和做研究，努
力践行着“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哈
工大校训，也培养和塑造了自己追求卓
越、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品格，对我日后
的学习和工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撰写硕士毕业论文阶段，指导老
师刘暾教授要求我必须手写，不能用电
脑打印。手写数百页的论文本身并不
难，却是一件颇为麻烦的事，因为论文
牵一发动全身，一旦出现一个错误或者
不准确的地方，不仅要手工改正直接涉
及的部分，而且要连带手工调整与之相
关的内容。这就要求撰写者必须特别认
真、仔细。

我经过一遍遍修订和改写，历时大
半年鏖战，终于逐字逐页把论文撰写完
毕。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深刻体会到
刘暾教授以论文撰写磨炼我们的心性和
意志的良苦用心。虽然约 30 年过去了，
但是我仍然对毕业论文的内容和撰写时
的一些场景记忆犹新。这些经历是我的
宝贵财富，为我日后在航天工作中做到
严、慎、细、实，打下了坚实基础。

加盟“神舟”
初战告捷

1993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第五研究院），被分配到载人航
天总体研究室，开始从事载人航天工
作，我终于正式踏上了追逐“飞天”梦
想的征途。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能够从事
载人航天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毕业
正逢其时。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正式立项。第二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开始“招兵买马”，网罗人才，我毕
业之时正好赶上这个好时机，而我所学
的专业正符合其要求。设想，我如果晚
毕业，就可能无缘中国载人航天事业。

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之后，我
先是参与载人航天深化论证工作，之后
与兄弟单位的同行合作，开展航天器飞
行控制研究。

1999年11月，神舟一号飞船任务实
施，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次飞
行试验。在此次任务中，我负责神舟一
号飞行控制工作，让其按照飞行程序的
指令去执行飞行中的每一个动作。但事
先设计好的飞行程序需要根据实际飞行
情况不断进行修正，再手动注入指令，
让神舟一号去执行动作；我要在指令下
达前进行确认。这无疑是一副千钧重
担，让我既激动又紧张，在签字确认之
时，我的手禁不住有些发抖，特别担心
下错指令。

结果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每
条指令都执行正确，飞船最终成功返
回。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取得重
大突破。

攻坚克难
成就“天宫”

2012年，我被任命为天宫二号总设
计师。说实话，我当时真是压力山大。
因为天宫二号是空间实验室阶段任务的
主要飞行器之一，承担着验证空间站相
关技术的重要使命，是中国第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实施该任务的责
任特别重大。不仅如此，为了加快工程
步伐和减少经费，天宫三号任务被取
消， 相关试验被整合到天宫二号上，
实施该任务的难度由此可想而知。

减重是天宫二号任务的一大难度。
为了将天宫二号的质量控制在 8.6 吨以
内，我们一方面大力优化其结构，利用三
维仿真设计工具，巧妙做好天宫二号实
验舱的后锥段设计，使其容纳下补加推
进剂的压气机和实验载荷等，同时又做
到符合总装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大力
优化飞行方案，以减少推进剂的加注
量，从而达到减重的目的。

时间紧张是天宫二号任务的另一大
难度。为了确保各项任务如期完成，我
们就倒排工期，确定好任务时间节点，
加班加点向前赶，大家每天早出晚归，
有时甚至昼夜连续奋战。

前辈楷模传承下来的航天精神是我
们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在工作中，我
接触到很多航天老前辈，深受其影响和
教育。比如空间返回技术专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王希季，他担任卫星总设计师
时，每到卫星总装测试阶段，他不顾年
事已高，必然亲临现场。我向他学习，
当天宫二号在发射场总装测试时，每天
都亲临现场，一边仔细观察了解，一边
回顾思考相关问题：天宫二号经历了哪
些过程？做了哪些试验？在研制过程中
出了哪些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的？解决得是否彻底？还有哪些可能的
隐患？……直到这些问题都有了令人满
意的答案，我才能放下心来。

2016 年 9 月 15 日 22 时 04 分 09 秒，
天宫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像以前的每次发射一样，我不能在
现场目睹见证，而是坚守在发射指挥大
厅工作岗位上。

很快，天宫二号与火箭成功分离，
精准入轨，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发射指
挥大厅顿时一片欢腾，我尽情地与大家
拥抱，一起欢庆。

惜别“天宫”
圆满落幕

天宫二号在太空飞行了近 3 年，圆
满完成了各项既定任务，按照国际公
约，它应受控离轨再入大气层坠毁。然
而，我们非常纠结、非常不舍，因为当时
天宫二号的状态非常好，所有设备都运
行正常，再在轨运行3年也没问题。

有些同志据此提出，让天宫二号再
继续在轨运行一段时间，以便获得更多
科研数据，也为后续建造并运营空间站
提供更多经验。经过综合研判，决策部
门还是下定决心，按原计划让天宫二号
如期谢幕，受控再入大气层坠毁。

2019年7月19日晚21时许，天宫二
号开始踏上谢幕之旅。通过指挥大厅的
屏幕，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天宫二号逐渐
进入大气层，与大气摩擦产生耀眼的光
芒，很快变成一个火球，而后消失。当
时，我的心情与当初天宫二号发射成功
时的欣喜和畅快完全不同，满是惜别的
感伤。天宫二号是我们远征太空的“孩
子”，在完满完成被赋予的使命之后，

“在烈火中永生”。

星辰大海
再踏征途

2018年，在天宫二号任务按部就班
推进之时，我接到关于“空间站工程航
天技术试验”的新任务，为中国空间站建
成后开展技术试验应用做好充分准备。

“空间站工程航天技术试验”很丰
富。比如，在空间站外部安装一台设
备，目前只有靠航天员出舱来完成。我
们就考虑研制一种能在舱外作业的机器
人，让它来代替航天员，更安全、更高
效地完成上述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开
展了诸多试验项目，相关进展情况将根
据安排，择机向社会发布。

建立永久性的空间实验室，建成空
间工程系统是中国载人航天孜孜以求的
奋斗目标，为此有关方面制定了“三步
走”的战略。经过 30 多年不懈奋斗，“三
步走”战略已顺利完成，中国空间站已全
面建成。今年，我已满60岁了，从事载
人航天事业整整 30 年。30 年弹指一挥
间，抚今追昔，我深感自己非常幸运。
沿着儿时的“飞天”理想，我一路逐梦前
行，虽然一度出现波折，但是矢志不渝。
我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的重大突破
和卓越成就而兴奋和激动，我为自己能
够有幸亲身参与其中而骄傲和自豪。

星辰大海了无际涯，航天探索永无
止境。新时代的中国航天已经站上了新
起点，正向着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等迈
出新步伐，为人类更好探索和认识宇宙
空间，更好利用空间资源，不断作出新
贡献。

（本文作者为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系
统总设计师，由刘岩根据作者口述整理）

近日，浙江春晖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物质热电联产
扩建项目并入上虞电网投入运营。扩建后，该公司生物质热
电联产项目装机量增容至 78兆瓦，每年可节约标煤 22万吨，
年减排二氧化碳约60万吨。

据悉，春晖环保能源是浙江省一家利用垃圾、污泥、生
物质三种资源进行焚烧热电联产的发电企业，年焚烧生活垃
圾达36万吨。

史家民摄

矢志不渝飞天 卅年奋斗梦圆
朱枞鹏

从名字来看，我或许与
航天事业有某种不解的缘分
吧：“鹏”是传说中的大鸟，
可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寓意

“理想远大”；“枞”指我的故乡
安徽“枞阳”，读音与字形都和

“纵”相似，可使人们联想到
“跳跃”“起飞”之意。

给我起名时，父亲寄托
了他期待我“志存高远”并

“铭记故乡”的美好寓意，但
冥冥中似乎昭示了我结缘航
天、投身祖国航天事业的职
业生涯。30年来，我亲身参
与、亲眼见证了中国航天波
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特别为完
成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
略，建成天宫空间站，为人类
太空探索事业，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

让垃圾“变废为宝”

“三合一”热电联产

朱枞鹏肖像画。 张武昌绘

朱枞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留影。
在他身后，长征二号F火箭矗立在发射
塔架上，即将把天宫二号送入太空。

本报电 （记者贺勇） 近日，随着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
“京华号”顶推到位，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西线隧道顺利完成
接收，标志着我国最长盾构高速公路隧道首线贯通。项目建
成后，原东六环车流将在地下隧道通过，现有地面上的东六
环主路将建设成为高线公园并改造成为慢行系统，成为周边
居民散步骑行的好去处。

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缝合城市
功能的创新发展轴、有效织补城市空间、解决高速公路分割
城市问题”的标志性工程。“东六环地上高速改造入地后，北
京城市副中心12条规划道路、5 条现状道路将实现东西向贯
通，加强东六环两侧组团之间的交通联系，有效缝合城市，
让通州城区与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融为一体。项目的建设
对促进京津冀区域交通协同发展、提升全市交通服务水平、
构建综合交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首发建设公司东六环项目
处负责人何历超介绍。

工程路线全长约16公里，其中盾构段长7.4公里，盾构隧道
直径15.4米，采用分离式双洞布置，每洞布置3条车道，分为三
层，上层为排烟通道、中间层为行车通道、下层为疏散救援通
道。最深处位于地下75米，是北京市埋深最大的地下隧道。

面对超大直径、超长距离、超深覆土、超敏感环境等施
工难点，首发集团联合中铁十四局集团、铁建重工为该工程
量身打造了最大开挖直径达16.07米的超大直径盾构机“京华
号”，这也是国产首台16米级“巨无霸”盾构机，设备性能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国产化率达到 93%以上。如果把它摆在地
面，它是一个近6层楼高的“巨人”，150米的身长相当于7节
地铁车厢首尾相连，总重量高达4300吨。

据中铁十四局盾构经理孙长松介绍，自 2021 年 5 月始发
以来，“京华号”盾构机历经24个月，完成7.4公里隧道掘进
任务，先后攻克盾构浅覆土始发、盾构机高风险吊装、长距
离穿越高致密砂层等11项技术难题，顺利穿越京哈铁路、北
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等50余处风险源，并创造了单月
进尺542米的掘进纪录，申报研发工法、专利等23项。

本报电（记者李晓晴） 近日，全球首台16兆瓦海上风电
机组在三峡集团福建海上风电场顺利完成吊装任务，即将进
入商业运行。这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在高端装备制造能力、深
远海海上风电施工能力上实现重要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此次吊装的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是全球首台16兆瓦商业
化示范应用机组，在风机主轴承、叶片和传动链等方面实现
重大突破，具有国产化率高、数字化程度高的特点。该机组
将在商业运行过程中全面检验各项设计性能，为今后16兆瓦
海上风电大机组规模化批量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完成吊装的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将进入并网前紧张的调
试及试验阶段，未来将把海风变成绿色电能，为福建经济社
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不竭绿色动能，为我国“双碳”目标的
实现提供重要保障。

全球首台16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完成吊装

本报电（记者靳博） 近日，欧洲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之一威兹航空在天津顺利接收一架 A321neo 飞机，这是中国
总装的空客飞机首次向欧洲航空公司交付。

位于天津的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亚洲总装线于2008年
启用，是空中客车在欧洲以外的首条民用飞机总装线。自
2009年交付首架A320飞机至今，该总装线已经成功运营了超
过14年，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600架A320系列飞机。空中
客车于 2021 年宣布计划将该总装线生产能力扩展至 A321 飞
机，2023 年 3 月，该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 A321 飞机交付。
今年 4 月，空中客车宣布在天津建设第二条生产线，拓展
A320系列飞机的产能，更广泛地服务全球客户。

中国总装空客飞机
首次交付欧洲客户

我国最长盾构高速
公路隧道首线贯通
我国最长盾构高速
公路隧道首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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