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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 月 3

日，第 27届“中国青

年 五 四 奖 章 ”评 选

结果揭晓。获此殊

荣 的 个 人 和 集 体 ，

有的数载守护神舟

飞 船 ，有 的 打 造 出

冬 奥 列 车 ，有 的 醉

心 大 豆 科 研 ，有 的

扎根海洋油气开采

一线……在五四青

年 节 到 来 之 际 ，本

报记者采访了部分

奖章获得者和获奖

集 体 ，听 他 们 讲 述

奋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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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磊心中藏着一个愿望。

“什么时候能亲手摸一摸刚从太空返回的神舟飞船，

感受一下它的温度，那就好了。”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作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二十二研究所（以下简

称二十二所）载人航天搜救回收技术团队负责人，宋磊

的愿望看似不难实现，实则不然。

该团队成立于1995年，主要承担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返回舱搜救定位装备研制和载人飞行保障任务。20

多年来，一代代队员在任务背后提供技术支撑。他们

的工作是守望神舟飞船。

任务中，他们分布在搜救回收各个岗位。有人搭

乘搜救直升机和汽车赶赴飞船落点；有人跟随搜救船

提前部署在数千公里外的海上应急溅落区，在风浪中

为航天员保驾护航。

“无功而返”最让人欣慰

在二十二所内部，大家沿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

号，将他们称为“921团队”，这令他们十分自豪。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五号，我们团队全程参与搜

救回收，创造了多项纪录。”二十二所所长、党委书记陈

欣宇说。

1997年，该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搜救用车载短

波定向仪样机，1999年11月21日该设备成功找到神舟

一号飞船返回舱。2001年，他们研制出我国首台船载

定向仪，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海上应急溅落区搜索返

回舱提供了关键手段。

发射阶段是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风险最高的环节

之一，如果火箭在点火升空以及飞行过程中出现意外，

飞船将在逃逸塔牵引下迅速与火箭分离，启动应急返

回程序，以保障航天员的安全。为此，每次载人飞船发

射，都要沿飞行弹道部署应急搜救力量，最远的海上应

急溅落区位于距我国5000多公里的太平洋上，来回一

趟需要20多天。

李蕤在 921团队中主要负责海上保障，每次执行

海上任务，他要将设备装在搜救船顶最高处，并按操作

规程测试、标校，每天在规定时间开机检查，保持设备

时刻处于最佳状态。有次执行任务时遭遇台风，李蕤

吐到胃出血，一个多星期吃不进东西。即使在这种状

态下，每天要完成的工作他一样也没落下。

团队中的“老大哥”张永宏对李蕤遭过的罪深有体

会。从参与神舟一号任务至今，张永宏记不清参加过

多少次海上任务，不过应急搜救的情况从未出现。一

次次“无功而返”，倒让他很欣慰。“用不上我们最好，说

明发射顺利，这比什么都重要。”他说。

不断加快创新脚步

返回舱着陆回收是载人飞行任务成败的关键。在

最短时间内发现返回舱、迎接航天员，是着陆回收任务

的重中之重。

“发现 243信号”，这是载人飞船返回过程中的一

条口令，相比“感觉良好”“北京明白”等“网红”口令，它

不受公众关注，但对于921团队却至关重要。

“当返回舱冲破‘黑障’、打开降落伞时，就会发出

243信号，这意味着飞船正在按照正常程序返回。”宋磊

说。此时，定向仪设备就能顺着信号找到返回舱，紧紧

“盯”住它并发出报告：243信号跟踪正常。

从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开始，着陆回收任务中加

入了空中搜救力量，但当时使用的机载定位装备只能依

靠进口。2008年，921团队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实

现了国产机载超短波定向仪研制零的突破。是年进行

的神舟七号返回舱回收工作也首次变为空中搜救为主，

地面处置为辅。神舟七号飞船缓缓下降、搜救直升机在

周围盘旋的一幕，成为让人难忘的经典画面。

编织搜救密网，守护航天员回家
——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载人航天搜救回收技术团队

◎本报记者 付毅飞

“还有比奥运会更大的平台吗？”中车长春轨道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长客）资深设计师马胜

全至今记得 2017 年 10 月 6 日这一天，在设计启动会

上，他们接到了研制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的

任务。

从那时起，为了更好地服务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

会（以下简称北京冬奥会），马胜全和中车长客其他设

计师进入了“奥运时刻”。这支队伍中有136名35岁以

下的青年设计师，年轻人是主力军。

接过前辈手中的火炬

北京至张家口一路，自古南北互市通衢。出南口

向北，过居庸关则八达岭横蔽于前，一路上高山深涧，

石峭弯多，道险运艰人所共知。

100多年前，一条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铁路横亘其

间，成为举世闻名的“争气路”。100多年后，京张高铁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成为全球首辆时速350公里自动

驾驶列车、首个搭载 5G+4K 超高清演播室的智能列

车，在历史上又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接过前人火炬的，是中车长客京张高铁“复兴号”

智能动车组设计团队。

设计高铁外观，需要找到技术和美学的平衡点，这

是马胜全和同事们要解决的问题。设计团队在全世界

范围内进行了调研，通过大量实验，最终确定在车头肩

部用挺拔的棱线支撑起整体轮廓，将列车下部裙板处

设计成柔美的S形曲线。

测试数据显示，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运

行阻力在 CR400BF动车组基础上减少约 9%、降低能

耗约10%。“根据京张高铁线路运营数据计算，京张高

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每年运营 330天，每天 5个往

返，相比其他智能动车组，其每年耗电量可减少约180

万度。”马胜全说。

在研制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的“升级

版”——新型奥运版“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以下简称冬

奥列车）时，马胜全和同事们更是在外形设计上下足了

功夫，为车身加上了诸多中国元素。

将运营路线“刻”在脑中

“乘坐京张高铁，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很舒服、

很漂亮，跟正常的高铁差不多”……

记者询问了多名乘坐过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

车组的乘客，大家给出的回答大同小异。可“差不多”

三字的背后，却离不开建造者们的辛勤付出。

赵金龙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从西南交通大学

毕业后，他进入中车长客，负责列车舒适性方面的设计

工作。

当赵金龙进入设计团队后，摆在他面前最棘手的

问题就是调节压力波。

当时，压力波问题困扰着整个设计团队。“京张高

铁线路不长，但海拔高差却很大。”赵金龙进一步说，京

张高铁太子城站海拔为1600米，而到了下花园北站海

拔仅有 560米，海拔差超过 1000米，压差超过 1万帕。

当列车以时速 350公里通过时，人耳承受的气压差与

飞机降落时相差无几。

为了测得最原始的车辆数据，赵金龙和同事们

无数次往返于太子城和张家口之间，目的是为京张

高铁定制个性化的数据库，获得不同隧道的压力数

据、掌握不同时段风门动作规律……“到后来，我们

闭上眼睛，仅凭耳朵就能知道列车到了哪一站、经过

了哪条隧道，运营路线像刻在脑子里一样。”赵金龙

回忆道。

有了个性化数据的支撑，最终列车实现了智能动

态调整进风和排风控制，提升了车厢的气密性，确保车

内外气压平衡，使旅客乘坐时更舒适。

比起赵金龙，另一位设计师沈迪的工作更不为人所

知。他承担了冬奥列车的应急自走行系统的设计任务。

作为一种安全冗余系统，应急自走行系统可以让

冬奥列车在出现接触网故障时，依靠车辆自身动力以

30公里/时的速度前进 20公里，在京张高铁任意区间

走行至临近车站。

但在接到任务时，沈迪和同事几乎找不到任何可

借鉴的方案，只能从零起步。

回忆往昔，让沈迪最高兴的，不是完成设计任务，

而是“这套系统在整个北京冬奥会期间没用上一次”。

把超高清演播室“装”上列车

急、难、险，这是中车长客设计师高林林对冬奥列

车任务的判断。她和同事负责打造列车上的5G超高

清演播室，实现超高清信号的长时间稳定传输。

为了实现目标，需要多个技术部门协同合作，融合

高铁、5G和4K技术。

演播室的搭建，必须要解决诸多难点。一是如何

保证列车在多山多隧道的复杂地形环境中高速行驶时

仍然能够持续实现每秒 40兆比特的高清数据网络传

输速率；二是如何保证地面总台数据与车辆内部局域

网数据的稳定传输。

但实际问题远比高林林先前预想的要多，工作正

式开始后，信号传输不稳、画面卡顿等问题接踵而至。

在分析车辆网络情况后，高林林大胆决定，根据现

场测试情况重构高铁列车车地通讯网络构架，对5G通

信板卡底层软件的路由策略进行重新开发。最终，他

们实现了4K高清演播室及电视直播双向数据传输，并

顺利通过测试。

续京张辉煌历史，奏高铁华彩乐章
—— 记 京 张 高 铁“ 复 兴 号 ”智 能 动 车 组 设 计 团 队

◎通讯员 金万宝 解绍赫 本报记者 杨 仑

得知自己获得第二十七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刘江说：

“这完全是团队的荣誉，我个人真是受之有愧。苦和

累都被前辈们受了，荣誉却让我得了。”

良种要配良法

身为医学学士、农学硕士、药学博士的刘江，是

个不折不扣的跨学科“青椒”。“背景复杂”的他最终

走进了栽培学科的大门，这与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杨

文钰有关。

2013年，刚获得药学博士学位的刘江发现，杨文

钰开展的玉米大豆间套作研究有望缓解大豆种植用

地紧张的难题。同时他被杨文钰严谨务实的精神打

动，毅然放弃了深耕多年的药学研究，全身心投入大

豆栽培科研。

“栽培学科长期处于被轻视的状态，但实际上

它的重要性超乎想象。一直以来，大众更关注育

种，但在农业领域，除了良种还有良法，良种配良

法才能实现高产。”刘江说，“就像杨老师讲的，如

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栽培技术就是‘操

作系统’。”

就这样，认准栽培研究的刘江加入了杨文钰团

队。

跨入新领域，刘江却不想从零开始，他想把药学

知识融入作物栽培研究，但在如何实现一加一大于

二上，他犯了难。

“相关参考资料很少，基本属于空白状态。既然

别人不做，那我来做。”刘江决定闯入这块交叉领域。

“那时，我读了两本专著——《植物化感作用及

其应用》和学界专家闫凤鸣主编的《化学生态学》，它

们带给我很多思考。后来我有幸见到闫凤鸣教授，

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支持我做有特色的研究。”刘

江说，跟前辈的交流让他更加坚定了在作物栽培领

域闯出一片天地的想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0 年，刘江撰写的学术专

著——《复合种植作物化学生态学》获得国家基金资

助得以出版。书中详细记录了刘江将天然药物化学

研究手段融入作物栽培后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让一亩地种出两亩地的粮

当前，我国大豆自给不足、大量依赖进口，已成

为困扰国家粮油安全的“卡脖子”难题。

于是，刘江跟随团队成员一起绞尽脑汁，通过创

新农作物间套作模式提高大豆产能。

农作物间套作最早起源于我国西汉时期，目前

已创新发展为两行小株距密植玉米带与 2—6 行大

豆带间作套种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中，选配品种是

核心要点之一。“我们要挖掘大豆耐荫调控基因，创

制耐荫大豆材料、培育耐荫大豆新品种，从而优化提

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刘江说。

同时，要实现这一种植模式，还需选配叶片收

敛型的玉米品种。“收敛型玉米长得相对矮一些，且

叶片直立，对阳光的遮挡也更少；再通过扩宽玉米

和大豆之间的间距，大豆就可以接收更多光照，同

时配合种植耐荫型大豆品种，大豆长势就更好了。”

刘江说。

然而，间距扩宽会导致单位面积内玉米和大豆

的株数下降，群体产量受到影响，怎么办？

为解决这一难题，刘江和团队经过多年试验，研

发出了“缩株保密”技术，即将玉米和大豆的株距缩

小，保证单位面积作物种植密度，从而避免产量降

低。

“最终，我们实现了复合种植玉米产量与当地净

作玉米产量基本相当，同时每亩地还能多收 100—

150 公斤的大豆，而大豆的全国平均亩产量只有 130

公斤；因此，就相当于在 1 亩地里面种出了 1.5 亩甚

至两亩地的粮食。”刘江说。

经过 20 余年的攻关，难闯的科研关都过了，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已日臻成熟。可刘江和同

事们却发现，在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过程中，最难改变

的其实是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和种植习

惯。

“比如，在推广‘缩株保密’技术时，有些人听到

这个技术就觉得，这么高的种植密度根本不可能实

现，但其实该技术已经经历了 20 多年的论证。”刘江

说，“有些人则会自作主张降低密度，或者不按照优

化的田间配置参数进行播种，最后影响了产量。”

为了说服老乡，刘江和团队成员用了最“笨”的

办法。“我们就在各地示范点蹲守，看着农民种。”刘

江笑道。

回首过往，刘江觉得，团队能取得一些成绩都要

归功于他们的专一。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搞科研更要有家国情怀。”

刘江说。在他看来，作为科技工作者，要注重理论和

实践的统一，要做国家最急需、对人民最有价值的科

学研究。

刘 江 ：研 制 大 豆“ 操 作 系 统 ”
◎芶文涵 陈 科

“海洋油气资源一般深埋在泥线之下的岩石层

中，有时埋藏深度达数千米。”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

责任公司钻采研究院副院长谢仁军说，“我所从事的

工作简单地说，就是为海洋油气开采‘架桥修路’，即

在海上油气作业平台与‘藏’在深海里的油气资源之

间筑起一条‘路’，以实现油气资源的安全高效开

采。”

用十余年“磨”出国际标准

1983 年出生的谢仁军，来自一个农村家庭。出

于对农村建设的关注，高考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中

国石油大学（北京）土木工程专业。

2006年，谢仁军在该校教授杨进的指导下，进行

与隔水导管有关的本科毕业设计。其间，他对相关

领域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兴趣，此后免试被保送读研。

读研期间，谢仁军跟随导师参与了许多海洋油

气项目。“在导师的指引下，我更加坚定了科研理想，

也逐渐确定了日后的研究方向——海洋油气钻井。”

他说。

2009年，在取得硕士学位后，谢仁军进入中海油

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此后的 14 年，他一直从事

与海洋油气钻井相关的科研与工程设计工作。

在十余年的科研工作中，谢仁军和团队成员主

要在制定隔水导管 ISO 国际标准、建设“深海一号”

超深水大气田、海上高温高压气钻探三大方面取得

了突破性成果。

回首往昔，带领团队成员攻坚克难的点滴，历历

在目。最让谢仁军难忘的就是制定隔水导管 ISO 国

际标准的日子。

谢仁军介绍，隔水导管是从海上钻井平台下到

海底浅层的最外层套管，其主要功能是隔离海水、形

成钻井液体循环通道并为井口载荷提供支撑，对海

上安全开采油气十分重要。在相关标准制定前，施

工方在选择隔水导管的规格尺寸以及入泥深度时主

要依赖经验，这就可能导致开采成本增加，甚至导致

井眼报废。

“我们所做的工作，通俗地说，就是根据各地不

同的土质资料、风浪流条件以及钻井载荷工况，计算

分析出一系列公式。施工方在进行隔水导管的布设

时，只要‘套公式’就能得出所需指标，从而选用更合

适高效的隔水导管。”谢仁军解释道。

2011年，在前辈领导的带领下，谢仁军和团队拿

出了隔水导管的企业标准。此后，他和团队便在行

业内推广该标准。2017 年，谢仁军正式提交了相关

国际标准提案，开启了标准国际化的征程。

“2019年，我们完成了隔水导管国际标准的第一

稿，并于同年 9 月赴美国与有关专家进行讨论。”谢

仁军回忆道，“在那次讨论会上，我们的标准被批得

‘体无完肤’。与会专家认为，我们的标准只适用于

中国，几乎不具备国际标准应有的特征。”

谢仁军和团队痛定思痛，集中起来进行了数天

的闭关研讨，逐条解决问题，以国际化视角，对标准

进行全面的提升。在随后的讨论会上，经过修改的

终稿获得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相关成员国的全票通

过。

2022 年 6 月，隔水导管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

它成为中国海洋钻井技术领域首部以“模型、算法”

为核心的国际标准。

因为热爱所以全力以赴

在家人和同事眼中，谢仁军是位办事靠谱、工作

勤奋的青年才俊，年纪轻轻便获得了一系列荣誉。

“我尽心尽力地干好每件工作，从不偷奸耍滑。”

谢仁军说，“因为只有付出才有收获的喜悦，偷懒换

来的，只有一事无成的迷茫与浪费时间的悔恨。”

这种工作态度的养成，与谢仁军所在单位的氛

围分不开。“我们公司的氛围很宽松，能让我有自由

发挥的空间，对人的评价也比较多元。我可以 14 年

如一日‘闷头’做科研，与这种氛围是分不开的。”他

说。

在谢仁军看来，科研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绝不是一种负担或者为了生计而从事的工

作。“我觉得生活就是科研，科研也就是生活，二者已

浑然一体，无法完全分开。”谢仁军表示。

因为热爱，所以全力以赴、永不止步。谢仁军

说，自己这些年还在做海洋复杂油气安全钻井与地

球物理融合方面的交叉学科研究项目，同时也在攻

读相关专业的在职工程博士学位。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谢仁军：为海洋油气开采“架桥修路”
◎实习记者 李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