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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研究所是中国雷达工

业的发源地，国家诸多新

型、高端雷达装备的始创

者，信息化装备研发的先驱

者。在发展过程中，十四所

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先后

在“两弹一星”“载人航天”

等诸多国家重点工程中承担

关键任务。与此同时，按照

“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要

求，十四所积极走军民复合

式发展、国际化发展的道

路，投身于国民经济建设，

取得了快速发展，现已成为

覆盖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

集团化研究所。

辽阔天空，它们为战机擦亮战鹰之
眼；苍茫大海，它们护航军舰走向深蓝；浩
瀚宇宙，它们护送卫星进入轨道。它们轻
松“撕掉”隐身飞机的外衣，它们从“星”的
高度俯瞰祖国高山大漠……雷达，一种利
用无线电波发现目标并测量其位置的设
备，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千里眼”。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
所 （简称十四所） 作为中国雷达工业的
发源地，是我国诸多新型、高端雷达装
备的始创者，也是信息化装备研发的引
领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们秉持“科
技报国、电子强军”的坚定信念，以敢
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实现
了中国雷达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伟
大跨越。

精准探测空间信息

北方，某大山深处一面足有两个半
篮球场大的斜坡上，一个迷彩斑斓的庞
然大物伫立了 40 多年。这部由十四所
自主研制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控
阵雷达有 8 层楼高，所探测到的信息以
精确、快捷的高确信度为国家重要空间
信 息 的 预 测 和 对 外 发 布 赢 得 了 国 际
赞誉。

研发过程耗时整整8年，作为技术负

责人的贲德院士至今记得这部雷达诞生
的不易。“基地海拔 1500 米，夏天山洞
里潮湿闷热；冬天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
度，山沟里的风吹到脸上，像针扎上去
一样疼……”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研
制成功了我国第一部大型预警相控阵
雷达。

这部新型雷达可以探测几千公里以
外的空中目标并保证绝不漏警，它对

“明察秋毫”的要求大大超过了以往所有
的国产“天眼”。这个装备完成了多次对
空间目标的观察、跟踪、编目等国家科
学实验任务，还成功跟踪了某国核动力
卫星陨落的全过程，并准确预报了陨落
的时间和地点。

贲德院士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经过
这次实践，十四所人认清一个道理，关
乎国家安全命脉的国防军工只有自力更
生、自主创新一条道路可走，任何依赖
进口、依赖合作、依赖援助的思想都没
有出路。

1979 年，刚从相控阵雷达基地归来
的十四所团队再次接受了研制PD （脉冲
多普勒） 雷达的任务。20 世纪 80 年代，
国际上仅有几个发达国家能研制先进机
载火控雷达。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
物质条件匮乏，大量关键核心技术处于
起步阶段，十四所曾寻求与西方国家联
合研制相关技术，但最后对方却单方面

撕毁合同。尽管技术上没有任何借鉴，
却激发了大家的斗志，以贲德院士为首
的十四所人立下军令状，“我们一定要争
口气！”

“先简单，再全面，逐项突破”的研
制思路大大加快了 PD 雷达的研制进度。
在顺利解决 PD 雷达系统理论和设计后，
团队研究了上百个课题，搞清了脉冲多
普勒的原理。在适合国情的研制思路下
进行了PD雷达的整机设计。

1989年底，机载PD火控雷达顺利通
过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 PD 雷达成功问世，实现了从无到有
的突破。如今，十四所已具备国内最全
谱系的机载火控雷达，关键核心技术水
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通过锤炼关键核
心技术，十四所努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有效掌握制空权

2009 年国庆 60 周年阅兵式上，空
警—2000预警机带领着庞大机群从天安
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这组机群凝聚着
十四所人共同的智慧与心血，承载着国
人的期待和骄傲，标志着我国几代人的
预警机梦想在此刻实现。

作为空中多面手和力量倍增器，预
警机是各国国防竞争的重点领域。如果
说预警机是国防装备领域的一顶皇冠，
那么预警雷达便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
空警—2000预警机雷达采用世界上先进
的固态有源相控阵新体制，系统复杂，
研制难度极大。

张良博士至今记得，微波暗室里，
团队仅用国外同行不到一半的时间便完
成了首套有源相控阵雷达测试任务。“正
是这次成功，坚定了我们自己也能搞成
预警雷达的信念。”张良说。

在空警—2000 预警机的机背上，长
着一个大大的“蘑菇”。这个形似圆盘的
大天线罩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机载雷达
天线罩，直径比美国 E—3A 预警机的天
线罩还要大，但重量却比 E—3A 还要
轻。与传统预警机采取的天线和天线罩
一起旋转的方式不同，空警—2000的天
线罩和天线是固定不动的，波束在里面
扫描，天线罩每个部位要能满足波束扫
描的要求。早年预警机在对外寻求合作
时，外国专家曾预言，预警机雷达天线
罩将是整个预警机工程中的拦路虎，中
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生产能力上都
不具备研制条件。

十四所的专家们抱着必胜决心，在
时间和经费都很紧张的情况下，一次性
设计成功。为确保工程顺利进行，他们
还帮助厂家一起搭建了能够让这个巨型
天线罩一次成型的炉台。他们为天线罩
加工编制的工艺文件，后来也成了同类
加工工艺的规范。

空警—2000 预警机成功实现交付，
填补了我国大型预警机雷达的空白，也
开启了中国预警机雷达的研制历程。这
部目前我国能力最强的预警机雷达因实
现诸多重大技术突破，荣获2008年国防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2010年国家科技进
步奖特等奖。

“空警—2000预警机有效提高了我军

在信息化条件下空战场的威慑力和实战
力，更为国家打造了一支高素质的科技
人才队伍，孕育出‘自力更生、创新图
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的团队精
神，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十四所人永不
停歇的动力之源。”十四所所长胡明
春说。

助力海军走向深蓝

十四所舰载团队既是我国大型舰载
相控阵预警探测主战装备的开创者也是
引领者，近年来先后下水的“中华神
盾”驱逐舰、“辽宁舰”航母、首型国产
航母等举世瞩目的海上“大国重器”，无
不凝结着十四所舰载人的心血。

1997年，“中华神盾”立项。该舰标
志性主战雷达装备“海之星”，是世界第
一部列装的舰载有源相控阵雷达，也是
我国海军当时技术水平最高、功能最
强、系统构成最为复杂的雷达，通过该
雷达的部署，可以使我国海军舰队具备
区域防空能力，为我海军走向“深蓝”
打下坚实的基础。

面对国内外悬殊的技术差距，十四
所首席专家邢文革临危受命，担任“中
华神盾”雷达副总设计师。为解决长期
困扰海用雷达的“海杂波”难题，邢文
革带领团队住在船上研究解决方案，专
家们经常由于晕船而头晕、呕吐，有人
为了克制晕船反应甚至不敢吃饭。就这
样，大家用 3 年时间解决了设备“晕
船”的问题，他们自己也适应了海上的
生活。

经过近20 年的发展，舰载团队已形
成规模，成长为梯队合理，探索、预
研、研制、创新一体的高层次技术创新
团队；由仅参与舰载雷达研制的成员成
长为参与海军装备创新、规划、预研、
科研、生产一体的主力；由雷达设备研
制小组成长为大规模舰载装备系统总体
责任单位和舰载电子设备行业的引领者。

在科技领域，有一个词语叫“领跑
者的孤独”，说的是在行业里，跑在最前
沿的探路者，常会有孤独感，因为没有
可参考的对象。邢文革说，想要做到行
业领军，自然要比别人辛苦，承受更多
压力，在漫漫前路中，不仅要自己探
索，还要带着身后的伙伴一起进步。

从主持“中华神盾”研制成功，到
牵头未来舰载预警探测体系，邢文革始
终带领舰载团队站在舰载预警探测领域
的潮头，站在最新舰载预警探测装备研
制和技术探索的最前列。舰载团队凭借

“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装备
一代”的技术创新和研制模式在舰载预
警探测领域独树一帜，持续引领海洋预
警探测技术发展。

他们先后成功承担了海军当前所有
在役和在研型号驱逐舰和航母标志性探
测装备的研制任务，产品已经形成系列
化发展之势，有力促进了我国舰载电子
装备的跨越式发展，在我国海军护航行
动、演习活动中屡次发挥关键作用。这
为未来海军的战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
我国提升舰艇编队作战能力，建设强大
海军，实现走向深蓝的伟大梦想作出了
显著贡献。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擦亮三军之“眼”锻造国之重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在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
所 （简称十四所） 所
长胡明春眼里，雷达
工业是他实现成长、
圆梦青春的舞台。在
十四所，他与团队一
起构建了一片经天纬
地的信息网络。

为研制某型重点
雷达天线，胡明春开
发了首款相控阵天线
自动测试系统，在微
波暗室完成相关测试
的 日 子 令 他 记 忆 犹
新。“当时设备很落
后，我在8086PC机上
用 FORTRAN 语言编
制和调试，冰冷的冬
天，机房内仅有的一
台电脑伴我度过了一
个个不眠之夜。”最
终，他将半年多的测
试时间缩短到一个多
月，而且产品的设计
质量大幅度提高。

作为一名国防科
学技术研究者和管理
者，胡明春常说自己
肩负着 3 个重要使命：
服务国家战略，引领
电子信息领域发展潮
流，为打赢信息化条
件下现代战争提供坚
实基础。而这样的使
命，蕴于每天的工作
之中。

这些年，胡明春
带领团队创下了多个
国内“第一”，还有多个世界“领先”。我国第
一部机载预警雷达、第一部舰载多功能雷达、
第一部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正是这些科技创
新推动了我国新一代预警探测装备水平的跨越
发展。在他的带领下，十四所荣获“工程重大
贡献奖”“重大贡献奖个人奖”，成功保障了天
宫二号、神舟十一号、长征五号、长征七号发
射，高精度空天探测助力航天梦。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仅靠个体力量很难完
成复杂电子信息系统研发，必须相互协同，知
识共享。而团队作战，拥有大局观，一直是十
四所的传统。”胡明春说，一个团队里，要有顶
尖科学家，还要有普通技术人员，需要把规划
设计变成实际蓝图，画出图纸，再变成产品
……一个项目往往需要几百人，没有协同配合
根本完成不了。

世界先进、国内领先的雷达技术，军用需
要，民用也需要。胡明春认为，在军用转民
用、军民融合的道路上，要做到最自然地过
渡。同时，要保持竞争优势，技术产品更快更
好，要领先一代，拉出“代差”。

如今，这样的思路正在民用领域实践着。
“对于用户来说，我们不是卖一个设备给他，而
是给他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帮他解决实际问
题。”胡明春举了个例子，原有气象雷达只用来
探测指标，“而老百姓关心的是天气预报对日常
生活和工作的帮助，再细一点就是关心天气是
否会影响交通出行，或及时添减衣物。”从关注
技术到关注产品，再到关注应用，科研人员的
思路需要不断转变。

成功签订福州地铁 2 号线 PPP 项目；承担
哈尔滨2号线总承包任务，哈尔滨3号线全自主
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上线运营；大气环境监测与
预报预警系统，首次实现长周期预报……如
今，十四所的民品产业也正在积聚新动能。

对宇宙空间的仰望，激发了潜藏于心的无
限遐想；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丰富了安全与活
力的时代内涵。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胡
明春为十四所未来发展又勾勒出新蓝图：要打
造成为国内卓越、世界一流的创新型电子信息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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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神盾”舰主战雷达装备“海之星”是世界首部列装的舰载有源相控阵雷达。 （资料图片）

左图 LED
飞 行 模 拟 训 练
器。

下图 中国
雷达工业的发源
地——十四所小
红楼。

（资料图片）

十四所研制的 YLC—18“狐獴”雷达是一款
性能出众的低空补盲雷达，也是我国现役最先进
的警戒雷达之一。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