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 科
普 时 报》读
者 的 要 求 ，
戚 院 士 欣 然
落 笔 ，为 读
者 写 下 了 他
的 殷 切 期
望：“仰望星
空 脚 踏 实
地”。

戚发轫院士：

从气象卫星提上研制任务的
初期，新中国领导人的殷殷嘱托的
画面依然清晰。1958 年 5 月，毛泽
东主席豪迈地提出：“我们也要搞
人造卫星”，1969年1月29日，周恩
来总理高瞻远瞩地提出：“要赶快
改变落后面貌，搞我们自己的气象
卫星”。至此，中国卫星气象事业
开始启动。但是，是自己造卫星还
是花钱买卫星，国内有两种截然不
同的声音。时任中国气象局局长
的邹竞蒙力排众议，极力倡导自主

研制。也正基于此，上海航天争取
到 了 风 云 系 列 气 象 卫 星 研 制 项
目。然而，风云卫星研制之路却艰
难曲折，历尽磨难。

1988 年 9 月 7 日，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我国第一颗风云系列气
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在长征四号
甲火箭的托举下一飞冲天。39 天
之后，意外发生了。在国家卫星气
象中心的云图接收、处理工作室
里，人们发现，卫星姿态发生变化，
云图慢慢偏斜，最后只留下地球的

一条弧线，卫星失控了。一旁的国
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急切地问：还
有办法吗？风云一号卫星总师孟
执中无言以对，队员们心中也是一
阵阵的疼痛。由于没有安装备份
设备，众目睽睽下，我国第一颗气
象卫星慢慢消失在太空。风云一
号 A 星在升空仅仅 39 天之后，结
束了短暂的“生命”。

紧随其后的风云一号 B 星在
元器件选用和软件设计上留下了
未进行抗辐射加固的漏洞，随时会

引发计算机工作失常，姿控系统故
障，唯一的补救方法只能是加强地
面对卫星的监视，及时纠错减少损
失，即便如此，它的寿命却还是大
打了折扣。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感于这
次旷日持久的营救任务，研制人员
将风云一号卫星研制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和解决之策汇编成册。在
后来漫长的航天攻关年月里，这四
册凝结着心酸的图书，成为卫星可
靠性设计和排故方案的典型教材。

6月4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约好的时间，戚发轫院士准
时在楼下等候。

时至今日，已经85岁高龄的戚发轫院士身体健康，思维敏捷，
每天早早就来这里办公。

“天气多热呀，桌子下有矿泉水，自己拿着喝。”平易近人，没
有架子，与戚发轫院士的第一次接触由此开始。

5月28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
次院士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要让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
作、成为孩子们尊崇向往的职业，给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
让未来祖国的科技天地群英荟萃，让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群星闪
耀。”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在现场听到习总书记的这席话，感慨万
千，“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一个国家不尊崇科学研究，
青少年对科学不感兴趣，长大了也不愿当科学家，那我们的国家怎
么能发展，中华民族怎么能振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
强，科技人才辈出，后继有人，科技强国就不是奢望。”

走进他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桌子上、书架上、茶几上、地
上堆满了书，书柜里的一张张照片，一本本传记，记载着新中国的
航天事业，记录着他一生的“航天情结”。

与戚发轫院士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谈到了中国航天人的
三个成果：物质成果、航天精神和人才队伍。

第一是物质成果。我们已经发射了这么多卫星，现在天上还
在工作的就有近200颗，有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北斗导航等
等，这些成果十分重要，大家也很熟悉。

第二个是航天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
谨务实、勇于攀登。核心就是——自力更生。中国航天事业靠的是自
己。有件事我体会非常深刻：凡是你中国没有的，别人绝对不给。经过
努力有了，人家就来找你了。航天精神中“两弹一星”的精髓就是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
攀。“热爱祖国”是核心的东西。要想为国家作出贡献，要奉献自己
最宝贵的东西，得有爱。最大的爱就是爱国，因为爱国才能奉献，没
有爱是不会奉献的，所以这个精神是很可贵的。再一个载人航天精神
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谈及中国航天人才队伍建设，戚发轫院士认为，中国航天领域培
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有奉献精神的人才，这才是最核心的，也是世界
上各个航天大国里我们所独有的。眼下，中国的航天队伍是世界上
最年轻的队伍。他们现在都在35岁左右。今天的中国，正有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航天事业，还秉持着航天“三大精神”。我们有
一大批年轻的、有奉献精神的科技队伍，这才是外国人最害怕的。

牢 记 使 命 不 惧 坎 坷 与 挫 折

4040年风雨路年风雨路

风云气象卫星为民生风云气象卫星为民生““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 科普时报记者 侯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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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专论

“凯尔卡门”是 15 世纪东罗马
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墙边缘一
扇不起眼的侧门。当时，奥斯曼土
耳其帝国对君士坦丁堡久攻不
下。战斗中，一队土耳其士兵偶然
间发现了虚掩的“凯尔卡门”，由此
潜入城堡一举攻破了城池。

千虑一失，百密一疏。与庞大
坚固的城防体系比较，一扇只容下
一人通过的侧门看似微不足道，却
成了决定战局的“命门”。同理，如
果把军工企业的质量安全比作坚固
的城墙，那些在生产中忽视细节、降
低标准、心存侥幸的行为，就是一扇
虚掩的“凯尔卡门”，一旦没有及时

关牢、加固，事故和隐患就会乘虚而
入。

军工企业生产的是武器装备，
其质量安全不但关乎企业的生存发
展，更关乎战争成败和官兵安危。
军工生产中，类似“凯尔卡门”的事
件屡见不鲜：在英阿马岛海战中，阿
军击中英舰的弹药一半都没有爆
炸，如果不是哑弹，起码还有6艘英
舰将被击沉或重创，战局很有可能
被改写。在俄罗斯潜艇爆炸事件
中，“库尔斯克”号巡航导弹核潜艇
上因一枚鱼雷焊接质量不过关、检
修不及时造成过氧化氢泄露，并发
生连环爆炸，导致包括11名舰队高
级将领在内的 118 名官兵葬身海
底。

前车之鉴，思之慎之。当前，
军工生产的分工日趋精细、体系

更为缜密。在军品论证、设计、研
发、生产的全过程中，军工人只有
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和精益求精的
态度，对待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轮操作、每一次检修，不放过
一滴油、一根钉、一条线的疑点，
严格按照工艺流程和操作规程进
行生产，才能打造军工领域的精
品工程。在军工生产一线，有“独
手焊侠”之称的卢仁峰，焊接过的
坦克装甲车近千辆，每辆车上的
焊缝数百条，无一质量问题；有

“时代楷模”之誉的高级技师徐立
平，在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
进行微整形时，误差从未超过 0.2
毫米……这些能工巧匠所散发出
的是“梓庆为鐻”般的精雕细琢、

“佝偻承蜩”般的心无旁骛和“愚
公移山”般的锲而不舍。正是这

种精神力量，使他们练就了过硬
的技能本领，最大程度地减少了
人为因素造成的质量问题。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
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侥幸心理是
质量安全的“天敌”，综观一些生产
事故和质量问题的发生，起因看似
微小，背后却往往是思想麻痹、违反
规程蛮干等方面的问题。

质量是装备的生命，装备是军
人的生命。对于军工人来说，“军
品必为精品，产品折射人品”的理
念永远不会过时。只有牢固树立

“质量第一”的标准意识，“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才能关紧事故隐
患可能乘虚而入的“凯尔卡门”，生
产出质量过硬的一流武器装备，为
部队战斗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

好装备离不开军工好品质
□□ 杨元超

一条天气预报，凝聚着数十人默默无闻的付出；
一颗气象卫星，承载着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作为我国第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的最后一颗卫星，风

云二号09星也是我国成功发射的第17颗风云系列气象卫星。据悉，风
云二号09星完成在轨测试后将定点至79°提供观测，即在与我国新疆
喀什相同经度的赤道上方，专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重点为中国西部
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实时获取中国及其周边
地区可见光、红外云图和水汽分布图，收集并转发气象、海洋和水文等
环境监测资料，播发数字展宽云图，严密监视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天气
系统的变化。

自然灾害是“一带一路”沿线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这些地方多
山地、高原、沙漠、海洋等无人区，气象观测盲点多，成为天气预报的短
板。运行于“天外”的气象卫星可对大气进行全天候、立体化观测，清晰
捕捉风云变化，有效弥补地面观测短板。

自 1994 年风云二号 01 星发射
失败以后，20 世纪 90 年代，接二连
三的卫星事故使风云卫星的研制遇
到了一些疑问，风云卫星一度陷入
了低迷期。尽管如此，风云团队继
续坚持下去，再度重新启动风云二
号A星研制，3 年后，风云二号A星

发射成功，但在运行 10 个月左右，
天线消旋系统发生了失锁故障，造
成数传和转发无线通道中断。后经
努力，仍只能每天断续工作，获取有
限的几幅图像。研制人员反复研究
后确认是消旋组件存在过大的温度
梯度差导致的。针对这个问题，研

制人员采取了综合性的措施应用于
待发射的03星。

直到1999年5月10日，风云一
号C星成功发射，在轨稳定运行达7
年之久，超期服役 5 年。该星完成
了我国气象卫星研制历史上由屡遭
挫折到圆满成功的完美转身，被誉

为“太阳同步轨道长寿第一星”，揭
开了我国长寿命高可靠性卫星运行
历史。作为我国第一颗三轴稳定太
阳同步极低轨道业务气象卫星，该
星突破了三轴稳定姿态控制技术等
多项关键技术，翻开了我国气象卫
星事业上新的一页。

风云一号C星成功发射让国人
振奋，太阳同步轨道卫星风云一号
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虽然紧随
其后的风云二号B星也未实现业务
化，但这颗星却为风云二号系列的
后续卫星积累了宝贵经验。

自2002年起，风云一号D星发
射升空，该卫星第一次实现了遥感
卫星的长寿命业务运行，成为国内
寿命最长的在轨遥感卫星之一。
2006 年到 2014 年，我国先后发射 4
颗风云二号系列卫星，颗颗成功。
2008 年，一颗研制了将近八年的

“新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这是风云三号的首发星，此后，风云
三号 B 星、C 星、D 星相继发射成
功，使全球数值天气预报的更新时
效缩短为4小时。2016年，“风云”
家族再度传来喜讯，风云四号A星
发射成功，较上代风云二号卫星，该
星的观测效率提升20倍、探测通道
提升3倍、空间分辨率提升4倍、时
间分辨率提升 2 倍、观测数据量增
加 160 倍，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地
球静止轨道成像观测和红外高光谱
大气垂直探测综合观测，“成为我国
气象卫星技术从跟跑并跑转向并跑
领跑的实践者”。

作为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

象卫星的首颗试验星，风云四号 A
星开创了首颗试验星直接投入业
务运行的先河，于 2018 年 5 月 1 日
正式投入业务运行，伴随着全部国
家级气象业务平台完成风云二号
到风云四号卫星业务切换，风云四
号卫星正为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国内 2500 多家用户提供卫星
资料和产品。

中国气象卫星事业实现了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
开创了中国特色遥感卫星的研制体
系，推动了我国定量遥感相关基础
工业的跨越发展，如今，上海航天已
成功发射17颗气象卫星，目前有8
颗卫星在轨运行，达到了美国50多
年 78 颗卫星的研制水平。风云卫
星已成为世界气象组织观测网的重
要成员，是我国遥感卫星中应用范
围最广、效益发挥最好的卫星系列，
被誉为遥感卫星运营服务的榜样、
民用卫星业务服务的典范。

风云气象卫星 40 余年走过的
道路，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之路，
是艰苦跋涉、勇于攀登之路，是自主
创新、崛起腾飞之路，是集智拼搏、
跨越式发展之路，是一条有中国特
色的成功之路。它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提供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经验。

不 忘 初 心 坚 守 自 主 创 新 之 路

砥砺前行“风云”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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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发轫院士被人们称为“神舟之父”。1956年 10月8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火
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的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中国航天历经62
年，戚发轫院士参加了61年，整个过程都经历过。他的人生就是新中国航天事业的一部
历史，他见证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一次次辉煌：他先后参加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枚
运载火箭、第一艘实验飞船、第一艘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他历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
负责人、“东方红二号”和“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担任“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飞
船的总设计师，由他设计的“神舟五号”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

——真正的社会进步要靠科学技术，既然要靠科
学技术，就要能够让年轻人、孩子们都热爱科学。

——中央把 4月 24日定为航天日，就是希望大家
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国人民的热情，尤其是青
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精神，为中华民
族复兴积聚力量。

——现代社会吸引孩子的东西太多了，吃的喝的
玩的都有，但是怎么能让孩子们对科学有兴趣？这是
一门学问，一种能力。

——就像能做飞船的，不一定能去普及飞船知
识。有的科技人员写一篇技术性文章信手拈来，但要
他们写一篇科普文章很困难。因为科普要好看，要有
形象化的东西，我想这点很重要。

——对孩子们的科学普及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既
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精神。

——我们现在经常忽略了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
是实事求是，就是要努力，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科学
研究是很艰苦的，要努力去探索，去观察。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应该更多地接触自然。比
如可以在家里种一点儿花草，这个花发芽了，长叶了，
结果了，孩子自己浇水，自己观察；养个小蝌蚪，小蝌
蚪长尾巴了，长后腿了，长前腿了，整个蝌蚪成长的过
程，他可以自己探索，这就是在培养科学精神。

——现在的孩子天天玩手机，反而思考得少了、观
察得少了。培养科学精神，就是让孩子们对于“这个东
西是怎么来的”感兴趣，自己动手做点什么。科普形式
多种多样，既要普及知识，也要弘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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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 T A
编者按：

为了让广大公众更好地了解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成就，将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为最新科普资源，从而让科技创新服务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公众科学素质的
提高。从今年6月份开始，每月邀请一位新世纪以来受到国家重点奖励的科学
家、工程技术专家，作为重大科技成就、重大科技事件、重大科技专项的亲历者及
其团队，举办MSTA（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fairs）”大型科学家讲座，通
过媒体平台向公众进行科技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