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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试验好我们的世界方舟，在茫茫宇宙中
寻找人类永恒的乐土，并播撒人类文明的种子。”
这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级工程师车著明在为刚
刚完成的译著《深空探测器》所写的序言中，对浩
瀚星空抒发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 20 多年坚
守在大凉山中，用数据描绘和记录着中国航天走
向深邃天空的壮美航迹。

“解决航天发射中的实际问
题就是科技创新”

上世纪 90 年代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可谓祸
不单行。接连两次航天发射事故，一次凌空爆炸、
一次火箭撞山。大凉山区，层峦叠嶂、风向多变，
液体火箭爆炸产生的毒气四处飘散，对发射场区
人员和设备安全带来严重危害。

如何在类似情况发生后有效做好应急处置，
最大限度保护人员和设施安全？初来乍到的车著
明决定对复杂气象和地形条件下毒气散逸问题开
展研究。

有人觉得火箭爆炸是小概率事件，这个课题
应用领域窄、不易出成果，劝他放弃。但车著明
说，“航天发射一线技术人员的科研目标，就应该
是解决具体问题。”

这一课题对毕业不久的数学研究生车著明来
说难度很大。他买来爆炸力学、耗散理论、工程
化学等专著从零学起，无数次深入火箭爆炸事故
现场实地勘察，千方百计查阅国外相关研究资
料。历时 3 年，终于建立起液体火箭爆炸毒源强
度及其在复杂气象和地形条件下的扩散计算
模型。

中心副主任赵民说，这项成果不仅为航天发
射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提供了科学依据，成功应
用到此后数十次航天发射应急处置方案中，而且
在毒气防御、大气环境保护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在航天界，如果说火箭卫星是工业部门的产
品，那么，遥测数据就是发射中心的产品。发射成
功，靠数据判读；发射失利，须数据分析。因此，数
据处理能力就成为发射中心的核心竞争力。

进入新世纪，中国航天快马加鞭，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承担的发射任务从过去的几年一发提高到
一年十几发。大批先进测控设备投入使用，每次
发射需要处理的遥测数据越来越多，对中心数据
处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出挑战。

车著明告诉记者，在取得的所有科研成果中
自己最满意的是，通过对中心历次发射任务的海
量数据整理分析，发现火箭飞行制导规律性特征，
提出“航天器飞行数据融合处理方法”。

中心总体技术部主任邓洪勤解释说，新方法
使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初始轨道预报误差由数百公
里减小到几公里，从而大大节省了卫星燃料，延长
了卫星寿命。卫星多运行 1 年，产生的经济价值
数以千万元计。在去年实施的嫦娥三号发射中，
正是依靠全新的轨道计算方法，卫星初轨预报十
分精确，原计划 3 次地月转移轨道修正只做了 2
次，为嫦娥三号开展月球探测节约了宝贵燃料。

坚守航天发射一线 20 多年，车著明参与 80
多颗卫星发射，以及月球和空间科学探测数据处
理，破解了一大批航天发射技术难关。但他获得
的科技创新奖项并不算多。对此，他说，“解决航
天发射中的实际问题就是科技创新，每解决一个
问题，航天事业就前进一步。”

“他算的都是中国航天走向
深邃太空的大账”

同事们都说，车著明痴迷数据、精于计算。他
算得出火箭发射的弹道曲线，算得出飞行轨迹的
微小误差，但从来不算计个人得失。他算的都是
中国航天走向深邃太空的大账。

“车著明高工对数据的较真劲儿，在航天界十
分‘著名’。无论较真的对象是领导还是专家，他
的眼里都只有数据。”工程师娄广国对记者说，

“2012 年 3 月，我和车高工一块儿去北京对专项
任务精度进行摸底试验，我们的处理结果和北京
的处理结果相差了 1 厘米。就因为这 1 厘米，双
方争执不下。我当时有点犹豫。车高工坚定地
说，‘我反复计算了好多次，绝对没问题。’后来通
过严格排查，确实是对方的一个参数出了问题。”

车著明的较真不仅对别人，更不放过自己。
2007 年 10 月，嫦娥一号发射在即。车著明在综
合检查时发现，仿真计算结果显示的火箭飞行轨
迹偏离了理论轨道。这意味着，自己开发的仿真
计算程序出了问题。

同事们安慰他，“长三甲”是十分成熟的火箭，
仿真计算并不影响实际发射。但车著明说，“我的
担心或许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但任何麻痹大意
都可能对航天发射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连续
两天两夜验算复核，终于发现了仿真程序中的一
处错误代码，修正后，问题迎刃而解。

发射中心副主任赵民告诉记者，在中心数
据处理系统中，车著明负责的是安全控制。即
火箭点火后一旦出现飞行异常，安控人员要在
确保不影响重要城市和设施安全的情况下主动
引爆火箭。这个决心，就要靠弹道数据和遥测解
算来支持。

高级工程师赵梅讲的故事十分惊心动魄：
“2010 年 1月 17日，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我
是现场安控指挥。长征三号丙火箭起飞 50 秒后，
安控显示屏上突然报警，我额头上一下子就渗出
了冷汗。速度曲线显示屏出现大幅度连续跳变，
不断越出炸毁线。难道真要炸毁火箭？尽管国
际航天史上早有先例，但我从事火箭安控 17 年，
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现场所有人的神经都
绷到了极点，大家都明白，必须在 20 秒内作出准
确判断。”

“紧要关头，车高工语调沉稳、自信果断地说，
应该是设备跟踪问题，不是火箭问题，继续观察。
第 58 秒后，测控数据趋于稳定，火箭飞行各项指
标良好，一场危机在车高工的临机判断中化险为
夷。要知道，在短短几秒钟内结合七八个屏显示
的数据，准确判断出设备工作状态和火箭飞行趋
势，没有对设备性能的深入了解，没有对数据特性
成竹在胸的把握，是根本做不到的！”

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财富。对以数据为职
业的人来说，数据就是看家资本。同事们钦佩地
说，车著明呕心沥血得来的数据从不藏着掖着，他
20多年的积累已经成了大家共同的财富。

本报云南鲁甸 8 月 13 日电 记者黄俊毅 王

晋 王新伟报道：鲁甸震区首所板房医院 12 日完成施
工，今天上午 10 时，由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
正式交付鲁甸龙头山镇中心医院挂牌。

板房医院建在龙头山镇葫芦桥附近，场地面积
32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32 平方米，有病房 48 间，
配备有 42 名医护人员，可以同时接诊 150 人、接纳住
院患者 50 人。龙头山镇中心医院院长邵浦说，地震发
生后，医院院房垮塌，只抢救出部分药品，连日来只能
在安置点为群众提供简单的防疫防病服务。8 月 15
日，龙头山镇中心医院将正式接诊，由于在震区救灾的
各军地医疗机构专家将进驻，医疗、救治、保健水平将
显著高于震前水平。

震区首所板房医院建成震区首所板房医院建成震区首所板房医院建成

20 多年来，车著明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创造一个又一个

奇迹。他不分昼夜参加工程研制、建设和试验，先后参加完成“风

云”、“北斗”等 10 余种型号 70 多颗卫星发射，突破了一大批航天发射

技术难关，为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车著明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勇敢地肩负起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的神圣使命，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

造了奇迹。他的成功来自坚定的理想信念、勇于承担责任、立足本

职躬身践行航天梦的坚强毅力。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军人“对党

忠诚、为兵爱民、品德高尚、敬业奉献、追求卓越”的优良品质，为我们

树立起一面新时代的旗帜。他在攀登科技高峰的伟大征程中，以特

有的崇高境界、顽强意志和智慧，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弘扬这种精神，就是要像他

那样，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埋头苦干，艰苦

创业。

矢 志 追 寻 航 天 梦
——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级工程师车著明

本报记者 李争平

矢 志 追 寻 航 天 梦
——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级工程师车著明

本报记者 李争平

忠诚大爱勇担当
裴珍珍

坚守航天发射一线 20 多年，车著明参与 80 多颗卫星发射以及月

球和空间科学探测数据处理，破解了一大批航天发射技术难关。图为

车著明（左）在西昌发射场区核对工作流程。 周 震摄

8月 11日下午，鲁甸龙头山镇，余震未息，雨下
不止。公路裂着大缝，路肩已塌入河中。几名消防队
员抬着担架，快步跑下山来。武警云南总队医院救援
队几名医护人员赶紧迎上去，把担架接进帐篷。

伤者是营盘村 69 岁的冯朝珍婆婆。骨科主任殷
金安简单检查后，断定是脱臼。他请五官科大夫李雪
江扶稳冯婆婆右肩，自己抓住冯婆婆右手，一拉一
推，只听“咔哒”一响，脱臼关节就复位了。

殷大夫说，8 月 3 日地震一发生，他们就启程
了。4 日清晨赶到这里时，路上已躺着 40 多位伤
员，多为开放性重伤。因路不通，简单处理后，全部
交由直升机送往昆明救治。头三天每天要救治七八十
人，这两天少多了，只有 20人左右。

“大夫，我没钱，能看病吗？”西屏村 12 岁的张
有成，由哥哥扶着，怯生生地走进昆明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救援队驻地。两个月前，小有成髋关节
开始疼痛，走路都变得困难。因父亲几年前在一场
事故中遇难，兄妹 4 人全靠妈妈养活，他一直没去
看医生。“我们治病不要钱，快进来吧！”王昆华院
长热情地迎上去，把小哥俩拉进帐篷。一番检查
后，骨科大夫初步诊断为股骨头坏死，可能要换关
节。“我们决定送他到昆明总部，免费替他治疗。”
王昆华说。

夜幕降临，第 14 集团军防化团 3 营 7 连的战士
们，在连长王俊、指导员况志邦的带领下，又冒雨
分头上街了。白天为不妨碍通行，他们把作业重点
放在帐篷区，夜里集中给公路消毒，每天要干到午
夜才收工。

令人感动的还有众多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
49 岁的孙全庆是安徽六安人，自己用的是 200 元一
部的手机，花 1200 元买了自动喷雾器，自备 5 天干
粮，坐飞机辗转数地，地震次日就赶到这里。他每
天给附近公厕消毒 4 次，给帐篷消毒两次，累得筋
疲力尽。孙全庆说：“来了就是为了救灾，吃苦是应
该的。”

据了解，重灾区防疫工作已实现全覆盖。截至目
前，灾区没有发现疫情。

新疆石河子大学培训中心的一间教
室里，一群肤色各异、语言不同的学员们
正在热烈讨论。“我最想了解石河子搞滴
灌怎么施肥，对产量有何影响？”来自吉尔
吉斯斯坦国立农业大学的雷斯库尔教授
举手发言。他的话先从俄语翻译成中文，
又翻译成英语。

这里是上个月科技部主办的第十期
国际节水灌溉技术培训班课堂，23 位学员
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肯尼亚等 7 国，教师则来自国内高
校和农业节水龙头企业。20 天里，他们要
研修 7 门课程，还要到石河子的棉花地、
水稻田里实际作业。

“吉尔吉斯斯坦和新疆气候条件相似，
同样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石河子节水灌
溉技术世界一流，我们准备引进他们的整
套先进技术，并邀中国专家去现场指导。”
雷斯库尔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使
货物流更为畅通，也使技术与人才更顺畅
地“流动”，这正是丝路沿线地区更高层次
合作发展的内涵所在。

新疆天业集团副董事长黄耀新对此也
体会颇深，“新疆是丝路经济带建设核心

区，我们要主动担当，让整套先进的农业
生产技术‘走出去’。”他刚刚从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考察
完回到石河子，“过去‘走出去’，主要靠国
外经销商帮天业卖节水设备，累计推广面
积仅 10 万余亩。但随着与中亚诸国合作
的不断密切，这次三国都强烈渴望大规模
引进以滴灌技术为主体的整套农业生产
技术。”黄耀新说，他们与塔吉克斯坦喀特

隆州已初步谈好，要把这项技术应用于大
面积种植。

新疆干旱少雨，蒸发量大，平均每平
方公里产水 5.3 万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
量的 18%左右，缺水是制约新疆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新疆用水量的
95％为农业用水，发展节水农业既是必
须，也“倒逼”出各种节水创新。截至去年
底，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累计达

2470 万亩，占全区的 35%，是我国乃至世
界最大的高效节水灌溉集中区。尤其是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旗下的新疆天业，
已成为全球最大农业节水生产推广企业。
这也是国际节水培训班选在新疆石河子
举办的原因。

握住农业节水科技这把“金钥匙”，石河
子人不仅打开了技术出口的“大门”，还在积
攒向内地“辐射”的技术“能量”。

在新疆天业农业研究所的水稻示范
区，2000 亩水稻还有 40 多天就将收获，
但田里看不到一滴水，只有扒开水稻根部
的地膜，才能看到一根根黑色的边缝迷宫
式滴灌带“滴”出一片湿润的泥土。国家节
水灌溉工程研究中心（新疆）副主任陈林
告诉记者，“全国约有 6000 万亩因缺水而
减产的水稻田，而滴灌可使用水量从每亩
2000 立方米减到 200 立方米，并根治稻
田废水对下游的污染，综合测算每亩降低
成本 150 元到 200 元。”明年，将有 5000
亩“水田旱作”在黑龙江农垦、山东东营、
江苏南通等 10个水稻产区示范推广。

搭乘技术推广快车，节水产业“抱团
出疆”也箭在弦上。新疆节水协会秘书长
王旭东介绍说，7 月份，新疆滴灌产业链上
从原料、管件到施工等多个环节的企业携
手组成了供应商联盟，已和 10 个省份洽
谈，将合力建设节水产业园，共拓市场。

“以节水灌溉技术回馈内地，是新疆农业
科技企业最大的梦想。”王旭东说得颇为
动情。

“ 金 钥 匙 ”开 启 合 作 之 门
本报记者 陈 静 马呈忠

丝 路 行·看 新 疆

新疆天业农业研究所技术员范小勇正在检查滴灌技术培育出的“无水水稻”。

中国经济网记者 裴小阁摄

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云
南鲁甸地震灾区及周边省份价格主管部门加强价格
调控监管，保障重要商品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防
止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重要物资价格大幅上涨。

通知提出，灾区及周边省份价格主管部门要切
实加强对食品、药品、饮用水、燃料等群众生活必
需品和建材、农资等灾后重建物资的价格监测，发
生价格异常波动，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
时预警。通知强调，灾区价格主管部门要协同其他
部门积极开展工作，运用价格调节基金，适当补贴
重要农副产品生产流通，促进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的
生产生活秩序。

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

防止灾区重要物资价格大幅上涨

地震灾区见闻
本报特派记者 黄俊毅

鲁甸震区龙头山镇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正抓紧搬运

药品。 本报特派记者 黄俊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