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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老交谈的过程中，先生全程都热

忱地向我们介绍3D打印技术，发现我们

兴趣盎然，他到房间里寻找到今年新打

印的几只率真可爱、惟妙惟肖的雄鸡，

大方地赠予我们。我们离开时，他亲自

送到门口。

整个采访过程中，林老几乎不谈自

己，话语间都是科技如何发展、中国如何

赢。使命感早已与他融为一体，成为他的

一部分，无法剥离。

挥斥方遒行无止，激扬岁月道无声。

林老一生那厚重无华的沉淀，将继续泽荫

一代代祖国的科技建设者。

（转自《神州》2017/02下旬）　　　

陆建勋院士：
弄潮逐浪七十载  唯愿祖国海疆平

○王  健

陆建勋，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
系。无线通信工程专家，中国舰船研究院
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研究从高
频到极低频波段的无线通信与工程应用，
为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极低频探地（WEM）工程”首席科学
家、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无线通
信网络智能化应用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
学家。

痴迷无线电 结下一生不解之缘

陆建勋，祖籍浙江杭州，1929年生于

北京。父亲常年在外谋生，母亲操持家

务，初时家境较为富足，“七七事变”以

后，生活渐显窘迫。1935年，陆建勋入北

京虎坊桥小学读书，两年后转入育英学

校。育英学校于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

会初建，薪火相传，桃李芬芳。

在育英，他最喜欢自然科学、国文两

门课程。他在课堂上认真学习科学知识，

课后就与小伙伴烧制泥捏的茶壶茶碗、做

模型飞机,用牛油火碱自制肥皂，复杂深

奥的科学理论经由亲身实践变为有趣浅显

的现实，小孩子爱玩的天性得到释放，善

于动手的能力也逐渐养成。在国文方面，

陆建勋也显示出较高水平，同学撰写的

《一九四一年高小毕业班班史》中特意提

到：“陆建勋同学为文章高手……皆令人

深切羡慕者也。”

但最令陆建勋着迷的还要算是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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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育英学校专门成立了学生电波社团

以及专门指导学生课外生活的无线电研究

班。受学校浓厚无线电研习氛围的影响，

同时受师友的指导启发，陆建勋逐步踏上

了无线电的探索之旅。他常泡在图书馆学

习无线电知识，又跑去隆福寺地摊寻找旧

配件，自己动手做各种无线电设备，在失

败中摸索，在成功里前进，谁也没有想到

这粒兴趣的种子最后成长为陆建勋一生探

索追逐奉献的事业。

1947年，陆建勋考取了清华大学，并

如愿进入电机工程系。该时期电机系对学

生要求严格，大部分学生都养成了刻苦钻

研、严肃认真的学习习惯。正是严格良

好的学风，陆建勋所在的1951届清华电

机系培养出了“一位总理、四位院士”

（朱镕基、金怡濂、张履谦、王众托、

陆建勋）。

在清华，他有幸聆听了知名教授的授

课，如张维的材料力学、张光斗的水力

学、孟昭英的无线电原理、周培源的相对

论报告等，也经常向常迵、吴佑寿等师长

请教疑惑。通过系统地学习，陆建勋将

理论知识与自己长期以来的实践积累结合

了起来，过去自己动手瞎碰乱撞时遇到的

疑惑迷茫经由理论的点拨变得豁然开朗，

他更是沉浸在无线电知识的海洋中难以自

拔。陆建勋在清华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经常凑在一起研习无线电。当时生

活清苦，他就利用暑假帮教授誊写书稿来

赚取报酬，用以购买无线电配件。

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后，清华大学

响应国家号召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大连海

校拟选拔6名清华电机系四年级学生担任

助教支援海军建设，要求既有理论基础又

有实践经验。作为无线电课代表的陆建勋

义无反顾地报了名，投笔从戎，参加了人

民海军。

参军后，陆建勋被分配到北京海军司

令部通信处工作，他是解放后海军司令部

接收的第一名大学生，主要负责发信台和

收信台的收发报机维护和修理，也给那些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调配员教授无线电

知识。陆建勋理论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又

强，同志们在修理中遇到困难都会找他帮

忙，而他也总能想出各种办法，帮大家解

决问题。后来，海军司令部通信处先后成

立机务组、无线电修理厂、科技处，陆建

勋都是绝对的技术骨干，并先后荣立了个

人一等功，集体二等功、三等功，还当选
左起：陆建勋、张履谦、王众托、金怡濂

院士在 2016 年科技三会合影

1950 年 11 月，陆建勋（前排右 2）与清

华参军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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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军首届英模代表。

深海传音 推开对潜通信大门

也正是在海军司令部通信处，陆建

勋踏出了对潜通信研究的第一步。1954年
6月，中国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

海军独立潜艇大队在青岛宣告成立。潜艇

部队成立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

何保证对潜艇的通信指挥问题。为此，海

军曾委托南京无线电厂生产了一部功率

为1000瓦、频率为100千赫的超长波发信

机。他在参加设备接收试验时发现，由于

功率太小、频率偏高、天线低，设备根本

无法满足和保障潜艇的通信要求，对潜通

信探索的第一步踏了空。

1957年，苏联提出了中苏两国合建大

功率超长波电台的建议，中国则坚持我国

自建，苏联提供技术上援助的主张。陆建

勋随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前往中南海西花

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超长波电台的情

况，解答了总理提出的相关疑问。“西花

厅里的考试”极大地鼓舞了陆建勋继续在

对潜通信领域进行探索的信心。

1959年4月，陆建勋随考察团到苏联

考察学习，亲眼看到了苏联核潜艇配备的

瞬间大功率超快速通信系统和其他先进的

通信装备。深受震动的他回国后立即组织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大连工学院等几家

单位尝试探索短波快速通信研究。他委托

军工三系师生采用窄脉冲发射的方案，进

行哈尔滨至沈阳试验，但终因带宽太宽、

噪声很大而再次失败。

1960年，我国正式引进了苏联瞬间大

功率超快速通信系统“阿库拉”。在认真

研究该系统的通信体制后，陆建勋发现该

体制在抗多径干扰方面存在严重缺点，不

宜开展仿制，同时瞬间大功率发射机、

潜艇天线等设备也应按照我国当时的水

平进行改进。于是，他大胆提出了国内自

行研制“潜艇瞬间大功率超快速无线通信

系统”的方案，并初步提出代替进口样机

的新技术体制。该方案是陆建勋根据我国

当时通信技术发展的水平和配套能力，

经反复研究提出的，充分体现了他严谨细

致、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当时强调

“一丝不苟搞仿制”的整体环境下，提出

完全由国内设计新通信系统的建议是极为

难得的。最终，他提出的核潜艇工程通信

装备——第一代瞬间超快速通信系统（九

○○号工程）被国防科委正式批准立项。

科研之路无坦途，九○○号工程研

制曲折艰难，先后经历了仿制与自主研

制的争论、核潜艇“下马”的波折、文

化大革命的侵扰，陆建勋团结各合作单

位、带领科研团队先后攻克超快速通信

终端机、大功率短波液压伸缩天线等难

关，最终夺取了核潜艇超快速通信系统

研制的胜利。

1959 年，陆建勋（左 1）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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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 倾听来自远望号的欢呼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原子弹、氢弹成

功爆炸。如何把核力量投送到万里之外，

我国尽快发展远程洲际导弹的任务迫在

眉睫。远程洲际导弹的射程一般在8000公
里以上，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无论从哪

个地点量起，也不能达到8000公里以上的

空间跨距，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利用公

海进行试验。如此远距离的飞行试验，必

须在导弹数据舱掉落的海域设置充足的测

量、护航、警戒舰艇和辅助船只的庞大

编队，保障跟踪测量船，进行洲际导弹

的数据测量与飞行姿态观察和及时打捞

数据舱。

1966年冬，陆建勋到北京饭店参加一

次重要会议，会议动员我国洲际导弹全程

飞行试验工程（代号“七一八”工程），

他所在的研究室负责船—船、船—岸通信

分系统总体论证与技术抓总任务。

该系统除了要保证庞大的测量船和护

航编队之间的可靠通信外，重要的是保证

测量船与火箭发射基地8000多公里的不间

断通信，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保证“火箭关

机点”参数的准确传递。因为测量船只有

根据“火箭关机点”参数才能计算出弹道

和确定“弹着点”，然后尽快派船准确地

把数据舱打捞回来。在某次会议上，国防

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同志提出：“如果通信

系统保证了‘火箭关机点’数据的传输，

那么通信系统就完成了50%的任务，就算

及格。”为此，陆建勋早已开始苦苦寻找

能够确保“火箭关机点”参数正常传输的

制胜法宝。

当时我国远程通信手段很少，主要通

信又不能依靠国外的“海事卫星”，陆建

勋提出以短波为主，同时以甚长波通信为

辅，双管齐下，确保“火箭关机点”参数

的传送。为了保证测量船与陆地的沟通，

他拿着国外测量船的照片作参考，为“远

望号”测量船设计了大功率旋转对数周期

天线，安装了大功率的短波发射机。为

了避免强场强对接收的干扰，后来决定以

“向阳红5号”科考船作为短波发射船，

信号经中继发射。但是短波在远距离之间

能否保证24小时不间断通信依然存在不确

定性，因此他又委托有关研究单位计算、

测量短波频率和可通时间。前后数年，经

过多次实船考察短波传播特点，对短波远

程通信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但发

现通过预测，远距离的短波通信每天至少

有2个小时无法保证连续通信。这就使得

“24小时不间断通信”的要求打了折扣，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保证短波8000公里不间断通信的任务

必须完成，陆建勋又陷入了思考，努力

寻找完成使命的可靠方法。他受武汉大

学物理系开展的短波脉冲后向散射项目

的启发，收集了大量国外关于短波脉冲

探测信道研究的资料，经过仔细研究，

最终研制出一种短波脉冲发射机和同步

探测实时选频系统，并建立了专门发射

台站，终于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通信的

目标。但他还是不放心短波的可靠性，

又组织科研人员开展了新的调制技术的

研制并取得成功，利用我国新建成的大

功率甚低频发射台进行“关机点”参数

传输，从多方面保证了关机点参数的正

确传输。陆建勋历经13个春秋，认真思

考，仔细钻研，为“七一八”工程的成

功攻下了一道道重要的难关，最终听到

了“远望号”上传来的欢呼，所有的艰

辛化作成功的喜悦。



清芬挺秀

2017年（下） 87

陆建勋（后排左 1）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

庆时的电机系同学聚会

站高望远 领导舰船科研事业前行

1983年至1993年，陆建勋担任中国舰

船研究院院长。年过半百，一心专注于科

研的科技工作者被推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岗

位，改革的浪潮推动着他努力探索改革

旧体制、建设新院所的适宜方法，成为改

革的践行者。作为中国舰船研究院的领导

者，他肃清“文革”阴霾整顿秩序保科

研，统揽全局三线搬迁促发展，解放思想

大胆尝试推改革，开启了科研院所实现新

发展的崭新征程。

繁重的行政工作牵扯着极大的精力，

但陆建勋庆幸自己并未离开他所热爱的舰

船科研事业，也从未放弃在此科研领域的

探索耕耘。无论沉潜基层还是身居高位，

他一直不改科学家的本色，领导并组织开

展了多个军民品重大项目。

陆建勋率领各科研院所将先进石油测

井设备国产化变为现实，成功研发出我国

新一代石油测井设备——电缆传输数控测

井系统。该项目被列为首批国家级“火炬

计划”，打破了国外对测井技术的垄断，

保证了我国战略资源的安全，最终实现了

先进石油测井设备的中国制造。

他领导了某国防大型指挥自动化系统

工程，圆满完成科研任务。该工程是中国

舰船研究院首次对工程进行总承包，工程

地域跨度大、组成系统多元、技术专业多

元、参研单位众多，这使得互联互通极为

艰难，但陆建勋带领科研队伍硬是攻克了

这道难关，彻底改变了我国海军指挥系统

落后的局面，也为后续系统的发展提升奠

定了坚实基础。

有成功必然也有失败。上个世纪90年
代，陆建勋得知美国LFIS公司欲在远东寻

求合作伙伴，进行高档CCD图像传感器的

技术转让。他抓住机会，积极沟通，希望

通过引进美国CCD图像传感器的先进技术

彻底改变中国在该领域的落后状态。他

奔波往来于中美之间，商讨合作事宜，

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无奈经费始终无

法落实，项目最后无疾而终。他将CCD
图像传感器的引进列为自己“失败”的

项目。

老骥伏枥 奋发图强再前行

1995年，陆建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当选院士是对他既有成绩的表彰，他

从未停下科研探索的脚步。

上世纪90年代末，陆建勋主持了与俄

罗斯科学院的极低频民用技术合作的谈

判。在引进相关技术的基础上，他联合国

内有关专家根据我国特点进行了改进和

创新，提出“利用极低频/超低频无线电

波进行地震预报及地下资源探测系统”

的方案研究。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多年

充分论证和不懈努力，国家发改委正式

批准“极低频探地（WEM）工程”列为

“十一五”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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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一，陆建勋以82岁高龄担任了工程首

席科学家。

陆建勋对科学的热情激励着他一次次

开拓新领域。他在开展某项目的研究过程

中，认识到认知无线电与抗干扰通信的结

合是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为此，他提出申报国家安全重大基

础研究项目。当时已近80岁高龄的他，仍

以饱满的热情带领科研团队开展申报。

谁知前路漫漫，历经五年申报、四次失败

后，该项目终于获得通过。此时已是85岁
高龄的陆建勋亲自挂帅，担任了该项目的

首席科学家。

现在陆建勋已是88岁高龄，但自称

“80后”的他依旧坚持天天上班，忙忙碌

碌，从未停止在科研领域的耕耘，因为他

心中始终放不下对学术研究的热望，坚持

站在学术前沿，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

展。他在科研工作中的坚持执着所释放出

的激情，于平静之中感染他人。他之所以

这样努力，是因为心里有更高的追求，那

就是心中有一份对深海探索、国防建设、

民族复兴的沉重责任。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