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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时代为航天事业架起了天梯，

给航天员提供了平台舞台。”我国首位“太

空教师”、女航天员王亚平近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新时代新征程，作为一名正在积

极备战空间站任务的航天员，她一定勇于

担当、不负使命，努力为实现我国由航天大

国向航天强国的转变贡献力量。

1980年出生的王亚平，是我国第二批航天员，2013年 4月入选天宫一

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飞行乘组。

“天宫等重大科技成果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感到非常振奋。”

曾在天宫一号生活过的王亚平说。

从天宫一号、二号到神舟九号、十号、十一号，从首次交会对接到首次

太空授课……“过去的 5 年，我国载人航天事业随着祖国的发展而发展，

伴随祖国的强大而强大。”王亚平说，未来空间站任务已经全面投入准备，

中国航天人一定会继续担当起实现航天强国的使命责任，不断刷新“中国

高度”，创造更多“中国奇迹”。

来自教育家孔子家乡的王亚平说，作为一名与青少年交流较多的航

天员，她深深感受到当代青少年的前途无限，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2013年 6月 20日，王亚平在 300多公里高度飞行的天宫一号里，为全

国 6000 余万名师生成功进行了一堂长达 40 分钟的太空授课，反响热烈，

激发了很多青少年探索太空的好奇心。

“作为青联的一员，在传递正能量、引导价值观方面我们有着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义务。”担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王亚平表示，她一

定要继续坚持在青少年中间推进科普宣传教育，让红色基因通过航天的

纽带得到接续、发扬。

2017 年 8 月，包括王亚平在内的 18 名中外航天员，在山东烟台海域

参加了首次在真实海域开展的救生训练。训练的地方，离家乡咫尺之遥，

可她没有回去过一次。

“我把每次任务都当成是一次战斗，从不懈怠。”王亚平坦言。

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

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

王亚平认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

“载人航天精神”，正是“红船精神”在载人航天事业的生动体现。她说，一

代代航天人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不畏困难、身体力行，造出“争气

星”“争气弹”，实现了我国航天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情怀，伟大的成就需要务实的担当，需要我

们在各行各业立足本职岗位作贡献。”王亚平说，航天强国的蓝图已经绘

就，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起点上，她和战友们将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扎实工作，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航天梦

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

“太空教师”王亚平：
不断刷新“中国高度”

第二看台

近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化学

系 助 教 刘 翀 被 美 国《科 学 新 闻》评 选 为

“2017 年 度 美 国 十 大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家 ”。 捧 得 奖 杯 时 ，这 位 中 国 籍 化 学 家

年仅 30 岁。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到刘翀，他

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化学之路”。谈及

起点，刘翀说，要感谢著名的科学家霍金。2002 年，霍金来到浙江杭

州，当时刘翀由于化学成绩优异，因此被选为与霍金见面的学生代表

之一。

刘翀至今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彼时，身处衢州江山的他突然接到化

学老师的电话，说他将与霍金共进晚餐，父母连忙开车送他赶回杭州。

与霍金见面后，刘翀回到家的第一句话竟是：“我肚子饿。”原来，“科

学迷”刘翀当着大师的面不好意思多吃。

虽然空着肚子回来，但刘翀却收获满满。“霍金真了不起。他鼓励了

我们，并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由他签名的奖学金证书。”他说。

那次会见，让刘翀下定决心，立志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从复旦大学

毕业后，凭借在化学上的优势，他收到了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等 9所美

国高校抛来的“橄榄枝”。

最终，刘翀选择了全美研究生院排名第一、化学专业排名第一的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该校完成硕博阶段的学习后，他又进入哈佛大学开

始了博士后工作，继续追逐化学梦。

刘翀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一直致力于研究提高光合作用中能量转

化问题。

众所周知，光合作用的机理是，植物利用阳光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

储存在糖分子化学键中的化学能，但这个过程的转化率极低。

为了研究如何提高转化率，刘翀通过设计“人造叶”装置收集太阳能

来产生电流。电流将水分子分解为氧气和氢气，水中的细菌将二氧化碳

和氢气转化为燃料或其他有用的化学物质。

在此基础上，他开发了太阳能驱动的 CO2和 N2固定的无机/生物混

合系统，其转换效率高于自然光合转换。2016 年，刘翀以第一作者身份

在《科学》杂志上发文，阐述了这一成果。

“他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他是第一个将细菌与金属或其他无机材

料结合起来复制光合作用能量生成化学反应的人。”刘翀的博士生导师杨

培东如是评价刘翀。

正因在化学上的突出成就，刘翀被评为“2017 年度美国十大杰出青

年科学家”。30 岁获此殊荣是否算成功？刘翀回答：“以前有首歌唱得

好，‘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人生的路还很长，对于自己的成就，我觉

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美国“杰青”刘翀：
霍金是我的科研引路人

本报记者 江 耘 实习生 张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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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岁的孙周通酷爱跑步。郑州、上海、天

津……这些城市在地图上连成线，也是他“科

研马拉松”的轨迹。

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天津工业

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在生物合成和酶催化

研究的跑道上，孙周通从未停下脚步。

时间也给予了他回馈。新年前夕，他和团

队在环氧水解酶手性方面做出的最新研究成果

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JACS）上。

做最好的医药中间体

淡蓝色的圆领套头衫，利落的短发，简练的

言语，标准的“理科男”装扮。刚刚出差回来的

孙周通却没有一丝疲惫，反而神采奕奕。走进

他的办公室，第一感觉就是清爽，没有一点的杂

物，各种物品和瓶瓶罐罐摆放得整整齐齐。

2015 年，从德国著名的马普煤炭研究所学

成回国，孙周通也把德国人的严谨作风和秩序

感带到了中科院天津工生所。在孙周通的办公

室里，最醒目的是墙上贴的一张超大图表，上面

标注了 2015 年以来世界最好的 200 种合成药物

名称。孙周通说，图表他刚回国时就贴到墙上

了，目的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了回

国的目标。

说起自己的目标，孙周通突然变得腼腆起

来，他搓着双手，笑眯眯地说：“我从事生物合成

蛋白质和酶催化研究。那张图表就是我的终极

目标。”孙周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那张表格里

写的都是现今最好的化学

合成药物。这些药基本被

全球顶尖的医药巨头企业

所垄断，而国内很多的企业

只能为他们提供原料和中

间体。

众所周知，在目前的技

术水平下，获取医药中间

体，离不开化学合成方法。

而这种方法容易产生大量

废气、废水，如果能利用生

物合成技术，对生物酶的基

因进行重新编辑，从而改变

酶的特性，缩短化合反应时

间，就可大幅度降低能耗、

减少污染。孙周通说：“我

的目标就是用生物合成方

法，做出最好的医药中间体。”说话时，他又扭头

看了一眼办公桌侧面墙上的图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如今，孙周通过上了家

和实验室“两点一线”的生活。同事们都打趣

他，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去实验室的路上，可

他却乐此不疲。“我们研究的技术早一天走出实

验室，应用起来，就能早一点减少企业排放的污

染物。”孙周通说。

目前，孙周通和团队正在进行乙胺丁醇生

物合成生产实验，作为抗结核干菌药物的医药

中间体，乙胺丁醇目前主要依赖化学合成办法

获取，生产过程中不仅产生大量废弃物，还伴生

有重金属污染物。

“采用生物合成办法，就可大大减少废弃物

和污染排放。目前，在实验室环境，我们已经跑

通了生产全路径，下一步我们将研究提升生物

酶个体活性，提高酶的催化反应效率，争取把研

究成果早日应用到工业化生产中，生产出最好

的中间体。“孙周通说。

专注研究神奇“口袋”

孙周通最早的研究方向是生物能源，直到

来到德国马普煤炭研究所做博士后，他了解到

德国在生物合成研究和生物合成技术产业化方

面的研究居于世界前沿，于是他把研究方向和

重点逐渐转向了生物合成研究。

“在德国时，我主要从事生物酶的定向进化

方法研究，融合计算机辅助设计，主要做生物酶

催化研究。”说起自己的研究，孙周通把自己做

的工作称为“口袋工程”。“修修补补，改变形状，

最近几年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口袋’上了。”孙周

通风趣地说。

他解释说，酶是三维的空间结构，但每个酶

都会有一个催化的位点，研究人员习惯称之为

“口袋”。“口袋”大小会有变化，形状一变，生物

酶的手性也会改变，催化效率和产生的功效也

大不一样。孙周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如何改变

“口袋”的形状，从而改变酶的手性，进而产生不

同的催化反应。

说到这里，孙周通把自己的左右手叠加放

到一起，解释说：“人有左右手，但永远不能重

合，这是镜像关系。研究手性，其实就是研究酶

的镜像关系。我要做的就是要改变酶的性能和

结构，让它们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产生活。”

激活工业酶的“小宇宙”

“我是研究新酶和新酶反应设计的，希望有

朝一日自己能设计一种超级工业酶。”孙周通

说，这种酶经阳光照射，就会产生催化反应。这

种“超级酶”不惧怕酸碱、高温、高湿苛刻的工业

环境，它皮实、高效，稍微改变它的手性，在催化

合成不同物质时就能发挥不一样的作用……

“科学研究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采访

中孙周通反复提到这句话。工作中，他也是这

么做的。回国短短 2年间，他就承担了中科院战

略生物资源服务网络计划生物资源衍生库—酶

库的国家级研究课题。近年来，他申请国家级

专利 5 项，已授权 4 项，还获得了中国产学研创

新成果奖 1项……

说起这些，孙周通却显得格外低调。他

说：“我是从事新酶和新反应设计的。在德国

期间，我偏重基础理论研究，现在回到祖国，

研究要更贴近工业应用。如有可能，我愿意

在酶的高效利用和工业化应用这条跑道上，

一直跑下去，让我们的生物合成事业站在世

界最前沿！”

孙周通：我要做“超级酶”梦工厂

本报记者 孙玉松

20172017年年1212月月3030日日，，孙周通在实验室查看生物酶培养结果孙周通在实验室查看生物酶培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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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朱坤不像是个“狠角色”。

现任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科技委副主任的

他，平时着装休闲，说话朴实，手里常捧着保温

杯，笑起来甚至有几分孩子气。

但在工作中，朱坤却带着一股“狠”劲，

压不垮、打不烂，即使屡战屡败，也能屡败屡

战。这股劲头让他创造了辉煌：解决 100 多

项关键技术，取得 300 多项发明专利；某杀手

锏系列武器跨越式提升我国反舰导弹水平，

推动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战略转型；

某反舰系列导弹全面装备多型飞机和舰艇，

成为海军空军主战装备……卓越的成就也

让他得到了自己都不敢接受的评价——“一

代宗师”。

2018 年 1 月 8 日，朱坤登上了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领奖台。

屡败屡败屡战成就屡战成就““一代宗师一代宗师””
——记航天记航天科工三院国家重点型号总师朱坤科工三院国家重点型号总师朱坤

王 旭 本报记者 付毅飞

2014 年，某型号首次演示验证试验，遇上

了万里晴空的好天气。然而，现场人员的心情

并不晴朗。

之前，针对一项关键技术的试验进行了十

多次，但大多遭遇失败。很多人心里没底：“他

们到底行不行？”果不其然，接下来两次测试任

务又以失败收场。

然而，朱坤带领的试验队员却没沮丧。他

们在各自岗位上分析讨论，忙到深夜。

转天试验，在场所有人都瞪圆了双眼，屏住

了呼吸。只见一道白光闪过，试验场传来欢呼

声，几乎降至冰点的气氛被震耳欲聋的掌声所引

燃。后续三次试验接连获得成功，试验队员终于

把积在心中的压力连同兴奋一起宣泄出来。一

位队员忘情地吼叫着，摆出了后羿射日的姿势。

按照计划，这项试验成功一次就算通过，

结果后续数十次试验连续成功，这样的成绩在

世界上都属罕见。眼前的结果让朱坤连连感

慨“想不到”。据悉，通常一个型号的技术创新

率能达到 30%至 40%，就处于创新率的高位，而

该型号的技术创新率高达 70%，产品零部件数

以十万计，做到 100%无误，难度可想而知。

在一次动力试验中，悬挂装置上的试验品

在点火后突然飞向试验间侧墙，穿墙而出，落

到了大街上。大家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没

有人受伤。在一项国内从未进行过的关键部

件试验中，试验品启动十多次，但该实验 80%

都失败了，要么因为部件被烧坏，要么因为产

生控制力不足。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心有余

悸，却并没有让朱坤的团队退缩。

作为一个长沙人，朱坤非常推崇曾国藩的

名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失败只是经历，

不是结果。咱们目标很明确，最后肯定是成

功。”他说。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团队中的每个人，成为这支“打

不倒”团队的共识。

失败只是经历，不是结果

新一代潜射反舰巡航导弹，在核心技术上

实现自主创新，主要指标国际领先，综合指标

国际先进，是全国唯一连续纳入国家某工程一

期、二期、三期的重大型号。

朱坤主持了该型号的预研、立项、研制、批

产工作。他把该型号称为“吵出来的创新”。

敢想敢干，“吵”出重大型号来

“创新离不开一些怪想法，但奇思妙想也

需要继承和积累。”在朱坤看来，积累经验是创

新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认为自己很幸运。“我的运气比较好，担

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他说，“经验丰富的老

一辈专家手把手带着我参加了国家重点型号

的研制，后面来的这一批年轻人敢想敢干，我

带着他们一起奋斗，把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宝

贵经验传给了新人。”

就这样，朱坤打造了一个创新团队。在这

个团队里，不用墨守成规，不必迷信权威，可以

质疑、吵架，但要用技术、事实说话。

在一次零部件改进工作中，年轻同志提出

的方案与老同志的方案存在巨大差异。双方

争执不下，朱坤做出“判决”：“做实验。”

老同志的方案曾用于多个型号，稳定性毋

庸置疑。试验中，该方案使零部件性能提高了

50%。然而，年轻同志的方案将性能瞬间提升

了 120%。最终新方案被采用，并被其他型号

选用。

多年来，朱坤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特

等奖、“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国防科技工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但

他更看重的是，将科学严谨、敢闯敢创的作风

传给学生、助手和身边同事。目前，他的团

队 中 已 有 20 余 人 担 任 不 同 型 号 总 师、副 总

师；他担任研究生导师培养出硕士 38 人、博

士后 1 人。

“我们设计型号就是设计未来战争，要打

破惯性思维，逼自己创新，拿出全新方案。”朱

坤说。

没有权威，用事实说话

该型号立项时，很多人质疑：“你们比国外

同类型号‘迷你、轻便’，指标还要比人家翻倍，

凭什么？”一位老领导也认为，朱坤的想法“非

常吸引人”，但不可能实现，为此他甚至拍着桌

子，冲朱坤大吼。

是创新还是炒作？对外界的质疑，朱坤毫

不服软：“就凭我们敢想敢干。”他把具体实施

方案拿给老领导看，讲明自己的理由，最终把

老领导说服。

型号取得进展，一位上级首长听完汇报后

吃惊地说：“你是‘一代宗师’啊！”朱坤吓了一

跳，不知道怎么接话。“这个提法太高了。”后来

他说。不过更高的评价接踵而至。七名院士

在对该型号进行成果鉴定后，认为其“主要性

能指标世界领先”，这在我国相关领域是鲜有

的最高评价。

在三院，“朱坤带领的团队胆子最大、最敢

干”已成公认。因为朱坤一直在团队推行的思

想就是：“要赢得立项，必须通过创新超越前

人。”他将此归结于自己随性的性格。“我的思

维比较开放，不受约束，所以能提出很多奇怪

的想法。”他说。

朱坤在国内首次提出亚超结合潜射反舰

导弹总体方案，解决大射程与超声速突防双重

难题，比俄罗斯“克拉布”导弹更短更灵巧，射

程是其 3倍；比美国“战斧”射程多 100公里。

同时，他提出水下有动力有控发射方案，

主持突破海上复杂环境下各种技术难题，成功

研制我国第一型水下点火导弹。该型号国内

水下发射深度最深、适应浪高最高。此外，该

型号在国际上首创随海况自适应超低空掠海

飞行技术。创造世界上掠海飞行高度新纪录，

比美国“海麻雀”“标准”导弹拦截低界还低。

而朱坤首次提出的反舰巡航导弹“360度”全向

方案，使我国潜射反舰导弹攻击区域扩大 600

倍，成为主战杀手锏级装备。

朱 坤 ，生 于

1966 年 2 月，系中

国航天科工三院型

号总设计师。他从

事飞行器总体设

计、制导系统研制

工作，曾先后主持

了我国多个型号的

总体设计、方案论

证、研制和预先研

究工作，攻克了多

项技术难题。

朱坤和他参与研制的导弹装朱坤和他参与研制的导弹装
备备出口型号出口型号CC802802AA合影合影。。

（（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供图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