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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之下，海军某新型导弹驱逐舰开展联合对抗训

练。其间，多项实战化演训任务圆满完成，离不开列装该

舰艇的某型自主导航核心装备——某型激光陀螺惯性导

航系统。

该装备是由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光电惯导

技术研究团队（以下简称团队）研制的。

“提起陀螺，我们都会想到小时候玩过的玩具陀螺。现

代化武器装备上用的陀螺可不是玩具陀螺，而是激光陀

螺。以激光陀螺为核心的导航系统，可以让武器想打哪里

就打哪里。”该团队负责人、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罗晖 7月 7日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道，“激光陀螺，这种利用

激光光束的光程差测量物体角位移的装置，就好比是远程

武器的‘眼睛’。”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30余年里，这支团队解决了十几

项世界级技术难题，使我国多型主战装备的导航精度得到

了提升。

让成果从实验室走进演兵场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自主研制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

在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高伯龙团队的努

力下顺利通过鉴定。如何把创新成果转化为战斗力，成为

罗晖等科技工作者要解决的问题。

“科研成果得不到应用，创新将毫无价值可言。”团队成

员始终牢记高伯龙的教导。让样机从实验室走进演兵场，

成为这支团队的目标。

几年前，原广州军区某炮兵部队期望借助科技力量

提高火炮的快速反应和精确打击能力，而拥有精确控制

与定位能力的激光陀螺，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他

们与团队联系后，双方一拍即合，决定研发一套火炮自动

操瞄系统。

此后，团队成员成天与部队官兵“泡”在一起，在震耳欲

聋的炮火中反复测试、试验，一遍遍地优化改进火炮自动操

瞄系统。最终，激光陀螺被成功地运用到传统火炮上。

“首发命中”“发发命中”……在“砺剑 2000”全军科技大

练兵成果交流中，装配了激光陀螺自动操瞄系统的传统火

炮实现了“百发百中”。

创新还在继续，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走进演兵场。

一次，团队成员到海军某基地调研时发现，某型潜艇

配装的导航系统比较落后，与国际上现役潜艇装备存在

代差。

“高性能导航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输赢。”回到学校，团

队成员随即决定要研制适用于潜艇的高精度激光陀螺惯

性导航系统，并提出了旋转调制方案。不过，由于相关方

案极少在国内出现过，部分国内同行对其可操作性产生

了质疑。

“有质疑的声音很正常，因为传统惯导单位用的是机械

陀螺，也曾做过旋转调制的尝试。不过，机械陀螺的动态性

能很差，旋转起来后，导航精度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更差

了。”罗晖说。

有关部门的结论是“此路不通”，但团队成员并未放弃。

“激光陀螺是我们用双手‘磨’出来的。它的动态性能

和静态性能几乎一样，通过旋转还能把大部分的静态误差

调制掉。”团队成员魏国回忆道。

沿着这个思路，团队成员持续攻关。终于，某新型激光

陀螺导航系统诞生了，其精度在竞争性评比测试中拔得头

筹。某部官兵实际应用后更是给出“好用、实用、顶用”的评

价，成果随后定型列装。

从未停下创新的脚步

如今，这支团队研制的激光陀螺已得到广泛应用，为部

队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与装备支撑，但这条应用推广之路

并不好走。

在某型装备小批量生产会议上，一位舰长问：“这个装

置后期维护方便吗？旧船能不能直接用？”

一位负责舰船总体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提出：“能不能让

设备接口和既有船舶的协议兼容？”

……

问题一个接一个，团队成员静静地听，并一一记下，作

为该型装备下一步改进设计的目标。

其实，这些问题说起来容易，真正解决起来难度相

当大。

“这些麻烦是必须要找的。如果不和应用部门沟通，我

们就不能研发出有用的装备。”团队成员、国防科技大学教

授谢元平说。

早在 2013 年，团队就开始布局半球谐振陀螺。这种新

型全固态陀螺仪，具有极佳的综合性能，是国际公认的下一

代颠覆性惯性器件。同年，该团队还建立了光力加速度计、

量子陀螺等研究方向。他们知道，如果仅从陀螺的型谱和

精度上进行横向比较，团队现在的水平已属国际领先，但从

陀螺应用的广度和精细度来看，他们与一些国际团队之间

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截至目前，惯导系统我们已经做了 20 多年，激光陀螺

也‘钻’了 50 多年，早已经到了‘无人区’，但我们必须要像

翱翔的雄鹰，不停地在高峰俯瞰，看还能挖掘出什么新东

西，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创新。”罗晖对记者说，未来战争将朝

体系化、智能化方向转变，以惯性导航为核心的高精度自主

导航系统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团队必须站在科技前沿，才

能引领技术的不断进步。

“部队的需求催着我们往前赶”

团队成员袁保伦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一个黑色背

包。那是他的“战备背包”，里面放着证件、洗漱工具、简单

的换洗衣物等出差必备物品。一旦有事，他把笔记本电脑

往包里一塞，背上就走。

“背包的款式是我精心挑选的，结实最重要。这是第

3 个了，前两个都是背带连接处断裂，不能再用啦。”袁保

伦说。

这些年，从渤海到东海再到南海，中国漫长的海岸线

上，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 跑 部 队 做 试 验 、跑 厂 家 做 样 机 、跑 评 审 会 鉴 定 项

目 ……”袁保伦笑着说，“东跑西跑，一年就这样‘跑’过

去了。”

“在路上”并不是他的“专利”，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是

如此。

一个人忙，是单个现象；一群人忙，是一股力量。

罗晖一年有 200 多天都在外出差，他不时从部队带来

最新的用户需求，然后领着大家一起研讨；团队成员、国防

科技大学副研究员于旭东是部队官兵口中的“惯导系统发

言人”，承担着到部队维护设备、出航试验等任务，每个月至

少跑两次一线部队；团队成员、国防科技大学副研究员张鹏

飞是质量把控总师，跟着舰船跑了数次海试，有一次为了指

导部队使用装备，一个月就往海军某部跑了 4次……

“部队的需求催着我们往前赶，不得不拼。”团队成员龙

兴武说。

一次，某型激光陀螺惯导系统要进行定型前的海试，为

了掌握一手资料，龙兴武不顾身体做过肿瘤手术，坚持上船

试验，部队领导感动不已。

靠着这股执着和坚韧，这支团队前赴后继、接力攻关，

创造出激光陀螺惯导技术的“中国精度”，奏响一曲曲自主

创新、勇攀高峰的激昂乐章。

为远程武器造出最亮的“眼睛”
——记国防科技大学光电惯导技术研究团队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很想用自己

所学，为乡亲们做点什么。”7 月 7 日甘肃省

定西市种子站站长、正高级农艺师席旭东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马铃薯是定西市第一大产业，也是当

地老百姓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近 3年，席旭东带领市县种业技术人员

累计建立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点）

84 个，引进农作物新品种（系）694 个，开展

试验示范 138项次，累计筛选出适宜全市种

植的各类农作物新品种 58 个，推广面积达

570万亩，新增农业纯收益达 11.5亿元。

今年 5月，席旭东被授予第十届甘肃青

年科技奖。

“相比奖项、证书，我更看重农民的收

获。看到农户选择、认可我的产品，看到农

户幸福的微笑，我特别满足，农民种出的马

铃薯就是我的‘奖章’。”席旭东对记者说。

回馈父老乡亲

2010 年 6 月，从甘肃农业大学毕业后，

席旭东选择回到家乡——甘肃省定西市从

事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工作。“我的愿望是

为农民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种子，带着乡亲

们脱贫致富。”就这样，他开始走上农作物

品种引进培育、推广应用道路。

种 子 是 农 业 的“ 芯 片 ”，席 旭 东 深 知

种子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但山区群众信

息闭塞，新品种选育推广缓慢，很长一段

时间当地群众种植的作物品种依然靠自

繁自育。

为此，他每年与有关单位联系，将适宜

于山区、浅山区的优良品种——脱毒种薯

带到定西市进行推广，但刚起步便遇到了

难题。

“我种了多少年洋芋了，就没种过这样

小的洋芋，还说能高产，那是睁眼说瞎话。”

当地老百姓对新品种充满质疑。

为了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席旭东带领

部分有意愿的群众搞试验，边试验边培训。

“我们按照整乡推进的方式，集中培

训指导，重点对当地的合作社和大户进行

培训，再由他们带动周边群众种植脱毒种

薯。慢慢地，群众逐渐认识、了解了脱毒

种薯。”席旭东说，“周边群众亲眼看见了

种植效果，慢慢相信新品种确实能实现增

产增收。”

如今，定西市马铃薯主产区脱毒种薯

应用率达 100%。

“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大到

宣传国家“三农”政策信息，小到帮助农民

采购种子，席旭东都亲力亲为。

“席旭东了解市场需求、倾听农民想

法，大大提升了种子推广效率。”定西市科

学技术协会主席王敏评价道。

农忙时，席旭东奔走在田间地头开展

技术服务，为农户解决生产中的“疑难杂

症”。农闲时，他将阵地转移，开展科技培

训。不论春夏秋冬，哪里有农户，哪里就有

他的身影，村民们也都乐意与他交流探讨，

他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应用在

农业生产中。

引进培育新品种

6 月，陇中大地绿意盎然，田野里农作

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在定西市安定区

香泉镇西寨村的农作物新品种综合试验示

范基地里，席旭东正带领技术团队成员查

看马铃薯、玉米、党参、黄芪种苗的长势，记

录相关数据。

“你看，这种丸粒化播种的党参、黄芪

明显比药剂拌种、精量播种的长得迟，且容

易生病虫害。”席旭东指着眼前的试验田向

记者分析，“在育种过程中，若提前发现了

品种存在的短板，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我

们一定要把高产优质的种子捧给农民。”

席旭东介绍，今年他将带领团队引进

马铃薯新品种 46 个、抗旱玉米新品种 29

个、党参新品种 1个、黄芪新品种 1个。

近年来，席旭东先后主持制订了《定西

市现代种业“十四五”及 2035 远景目标规

划》《定西市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定西市马

铃薯脱毒种薯质量管理办法》《定西市种子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方案》并积极组织落实。

凭借对工作的热爱，席旭东让定西市

老百姓切实收获了硕果，他自己也取得了

一个个可喜的科技成果，多次受到上级部

门的表彰。

“今后，我将在实践中继续锻炼自我、

提升自我，在业务中引领他人、带动他人，

在工作中服务农民、帮助农民。”席旭东说。

席旭东席旭东：“：“农民种出的马铃薯就是我的农民种出的马铃薯就是我的‘‘奖章奖章’”’”

罗晖罗晖（（左三左三））组织团队成员进行技术研讨组织团队成员进行技术研讨。。 杨阳杨阳摄摄

初夏的大连，碧海流云。在辽港集团大连港油品码头公司，

一艘原油运输船停靠岸边，准备卸油。距离码头不远的储油罐

区，李云龙站在 24米高的原油储罐顶部，手拿量油尺，对罐内存

油高度进行精准测量。

李云龙将系有铜锤的量油尺插入检尺孔，借助摇轮将尺子

伸入罐体，待量油尺接触到油面，再反方向用摇轮收回尺子。他

一边向新入职的工人做示范，一边精准地读出量油尺刻度。“计

量工作必须一丝不苟，一毫米误差就是 5000升原油。”他说。

2016 年，23 岁的李云龙从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油气储运

技术专业毕业，进入大连港油品码头公司，成为该公司油库管理

站沙坨子罐区综合计量工。

大连港油品码头公司是东北亚油品转运中心，承担了东北

地区约 35%的外进原油转运，以损耗率低享誉业界。沙坨子罐

区建有 6 座 10 万立方米原油储罐，李云龙与班组同事负责这 6

座储罐的储运管理、消防安全、维护保养等日常工作。

“计量工作是原油储运中技术要求最高的环节，每次输油前

后，计量工都要对罐内油面高度进行测量，通过前后的高度差计

算输油量。”李云龙说，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十分重要，油尺上

的每一毫米都与港口和客户的利益息息相关。

提高计量水平没别的办法，唯有多干、多练。只要有检尺工

作，不管是否轮到自己上罐，李云龙都跟着爬到罐顶，认真观摩

老师傅们的操作。24米高的储油罐，他一天能爬五六个来回。

“云龙这个小伙子，不仅能吃苦，还爱钻研，擅于思考总结。”

沙坨子罐区班长宋天锡说，“他一次次主动去现场学习，很快熟

悉了罐区的各项设备和业务，还总结归纳出一套检尺工作的‘稳

平准’操作法，和大伙分享。”

“手要稳、视线要平、读数要准。”李云龙说，“拿着量油尺的

手不能抖，必须找个支撑物保证手的平稳，下尺的时候要蹲下

来，视线与量油尺平齐，读数时先读小数，再读大数，精准无误地

报出罐内原油高度。”

一次，在进行存油量盘点时，李云龙发现罐内存油与前一天

相差约 20 立方米，他立即分析差量原因，重新调整计量位置。

“经过多次复核，我发现检尺孔内有凝油块，导致检尺过程中量

油尺沾油过高，产生了误差。”李云龙说。

“那次，李云龙及时修正了计量误差，为公司避免了损失。”

大连港油品码头公司油库管理站党支部书记裘霖说，“今年以

来，他经手检尺 30余次，转运油品近 50万吨，无一差错。”

沙坨子罐区四班班长周永健说：“云龙常说，计量作业没有

‘差不多’，有了精准度，工作才会有新高度。他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做的。”

参加工作以来，李云龙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

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今年 5月，李云龙被颁授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

前不久，李云龙调到油库管理站做技术员。面对从技能操

作到技术管理的转变，李云龙说：“在任何岗位上，都需要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记者了解，为了紧跟新技术的发展，李云龙正刻苦自学与油

气储运相关的机械、化工等专业知识，准备报考在职研究生。“产

业工人不仅在操作层面要精益求精，更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

专业素养，才能不断适应新变化、迎接新挑战。”李云龙说。

李云龙：毫厘之间显匠心

日前，站在约三层楼高的煤气净化器下，邓晶向记者介绍：

“这是我们技改后建成的。”接着来到管道交错的甲醇生产装置

旁，她说：“这两台设备每年可减少甲醇产量损失 1440吨。”

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的甲醇装置厂区，留下邓晶

十几年的奋斗足迹和青春汗水。

2007年夏天，邓晶从校园步入工厂，成为开滦集团唐山中润

煤化工有限公司甲醇分厂的第一批技术工人。当时，公司处于

建厂起步阶段，焦炉煤气制甲醇装置在我国保有量极少，员工都

是新手，可借鉴的操作经验很少。

“以前学的是理论知识，能亲身参与工厂建设是实践的好机

会，让我对相关设备装置的内部构造、管道铺设等有了全面认

识。”邓晶说。

见证一个大型煤化工项目的建成、投产、达产，对邓晶来说

是宝贵经历。她上班时钻设备、登高塔，掌握每一个生产环节，

下班后研究装置结构、翻看图纸说明、查找相关材料，为可能发

生的各种突发情况准备预案……很快，她当上了值班长。

甲醇生产接触的都是易燃、易爆的气体和液体，安全生产是

重中之重。2007年底，项目正式投产不久，邓晶便遇到惊心动魄

的挑战——一台大型运转设备突然“跳车”，1000 多摄氏度的高

温、5.5兆帕的高压，随时可能引发爆炸。邓晶冷静判断，沉着应

对，几十秒内迅速发出紧急“停车”指令。

邓晶回忆：“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才发现，身后站满了公司各

级领导……”

王志刚和邓晶是同校同年毕业来到中润公司的，他说：“邓

晶上学时成绩优秀，工作后特别勤奋好学，是一个全能的操作

手，成为全厂第一个女值班长。她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有一股

钻研的劲儿。”

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保持装置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是邓

晶心中最大的事儿。在她和同事们的不断摸索和攻关下，2013

年公司甲醇产量创下新高。一年后，“邓晶技能大师工作室”成

立。2015年，邓晶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评为煤炭行业技能大师，

在第七届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2017年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

“邓晶在自己钻研技术的同时，乐于和同事们分享交流，前后

带了30多名徒弟，有的成为值班长，有的成为技术标兵。这几年，

她还通过线上线下与全国多地高校学生分享经验，并通过煤炭行

业技能大师教学平台直播授课。”中润公司党委副书记刘新兵说。

时光流转，当年的荒滩已崛起现代化煤化工园区，邓晶也成

长为一名高级技师。“我会沉下心，在一些重要技术环节上继续

攻关，同时做好传帮带工作，培养更多技能人才。”邓晶说。

邓晶：守在甲醇安全生产一线

席旭东在查看黄芪长势。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