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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机是我们搞的”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小谟

姻本报记者陆琦
他的名字，与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史上的多个

第一紧密相连：我国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
我国第一部中低空兼顾雷达、我国第一代机载预
警系统……他，就是著名雷达专家、中国预警机
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小谟。

2013年 1月 18日，王小谟登上北京人民大
会堂主席台，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 2012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 5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王小谟为我国国
土防空网的建设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引领实现
了国产预警机事业的跨越式和系列化发展，使我
国实现从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跃升。

圆雷达强国梦

王小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雷达专家。“做
出中国人自己的雷达是我们这代人追求的目标。”

上世纪 60年代初，刚参加工作的王小谟就
担起了重任：担任我国第一部三坐标引导雷达的
副主持设计师。他大胆地突破了传统设计的模
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脉内扫频的方法，简化了复
杂的雷达高频系统，解决了三坐标雷达的技术难
关———威力、精度、时间的矛盾。

70年代初，王小谟支援三线，在偏远的贵州
山区继续三坐标雷达研制，并担任主持设计师。
他大胆创新，采用了多项新技术，十三年磨一剑，

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
如今回想起来，王小谟的那份使命感和荣誉

感溢于言表，“一定要给国家争气，所以无论遇到
困难还是压力，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

在三坐标雷达研制成功之后，王小谟开始对
地面雷达的低空防御技术着力开展攻关。他带领
团队，以超常规的速度成功研制我国第一部中低
空兼顾的微波雷达，使我国在低空雷达方面赶上
了世界先进水平。

造民族争气机

2009年 10月 1日，国庆 60周年阅兵式上，
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
机群，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
拥有预警机是中国几代人的期望，在这一

刻，终于实现了。坐在观礼台上的王小谟激动地
欢呼：“这是我们搞的！”两行热泪随即落了下来。

预警机因技术高度密集，系统十分复杂，世界

上只有美、俄、以色列等少数国家具备研制能力。
上世纪 80年代，在雷达科研一线摸爬滚打

了几十年的王小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预警
机研制事业中，规划实施了机载预警雷达的关键
技术攻关，并逐步突破了机载雷达关键技术。
为了加快预警机研制，我国开展预警机对外

合作。作为项目中方技术总负责人，王小谟坚决
要求中方主导研制方案，并在国内同步研制，为
自主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唯有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

能将祖国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王小谟坚定地说。
就在合作方单方面撕毁合同、中国预警机事

业就要被扼杀在摇篮里时，王小谟积极向中央领
导和有关部门建议，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一定
要争口气”。
空警 2000预警机立项后，王小谟又提出利

用国产飞机实现预警机出口的设想，并担任原型
机总设计师。他不顾年老体弱，在条件简陋、紧张

忙碌的外场试验现场，顶着 40多摄氏度的高温
和机上 90多分贝的噪声，坚持奋战在一线，经常
加班到凌晨，连着一干就是两个多月。

在工程最为关键的时刻，王小谟在外场遭遇
车祸，腿骨严重骨折。一个月后，又一无情打击接
踵而至，王小谟被诊断出身患淋巴癌。
“这一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令每一个人焦

急万分。”王小谟的学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电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陆军回忆：“躺在病床上
的老师依然带着镇静平和的笑容，心怀对预警机
事业的牵挂。病情稍有好转，他就拖着虚弱的身
体赶到试验现场。”

正是由于这种勇于奉献、顽强拼搏的精神，
使得我国成为继美国、瑞典、以色列之后第四个
能够出口预警机的国家。

引未来创新路

在陆军眼中，王小谟既是实践家又是战略家。

早在预警机事业之初，王小谟就意识到，除
了装备大型预警机外，还应形成中国自己的预警
机装备系列，他开始在心中描绘我国预警机体系
化发展的谱系蓝图。

继空警 2000、空警 200国产两型预警机创
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 9个第一之后，王小
谟提出了基于国产平台开发预警机的方案，摆脱
了我国预警机对国外飞机平台的依赖，加速了我
国多型预警机的研制进程。

在王小谟的辛勤耕耘下，我国国产预警机家
族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一支技术过硬、作风
良好的人才队伍也成长了起来。
“工程不是一个人干起来的，而是一个团队

去完成的。”王小谟不止一次提到，站在他背后
的，是整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是预警机工
程的担纲抓总单位。作为预警机工程的总顾问，
王小谟主动推荐优秀年轻专家担任总设计师，并
亲自担任“幕后总师”，倾心指导年轻的总师们确
定总体技术方案，开展技术攻关、系统集成和试
验试飞方案等重大工程研制事项。

就这样，王小谟将整个预警机研制团队“捏”在
了一起，在空前的挑战下创造出了空前的成绩。
“我们的目标是真正的国际领先，其他国家

都以我们的预警机为追赶目标。”王小谟还在谋
划祖国预警机未来发展的蓝图，还在为预警机事
业发掘更多的“千里马”。

王小谟打算用获得的奖金设立一项雷达奖励
基金，用以培养和激励雷达领域的优秀青年人才。

姻本报记者王静
2013年 1月 18日，冬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

热情四溢，2012年度国家科技奖授奖仪式正在
这里举行。

在明亮而柔和的灯光中，郑哲敏伴着喜庆乐
曲走上主席台，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鲜红
烫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证书。

热烈的掌声中，这位老科学家笑了，笑得那
么欣慰，那么灿烂。

获奖不是偶然

中科院力学所所长樊菁告诉记者，郑哲敏是
爆炸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郑哲敏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3年，他因为“在爆
炸力学理论和应用方面的贡献”当选为美国工程
院外籍院士。周光召如此评价他：“您独立地与国
际上同时提出了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塑性
模型；您在核爆方面比国外更早地提出了描写岩
体的‘饱和模型’和‘迟滞模型’，计算出了各种因
素对核爆效应的影响。您的成就证明您获得这一
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中科院力学所前所长洪友士是郑哲敏的学

生、助手、同事和朋友。当 2009年我国决定编撰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时，他
被指定为郑哲敏的撰稿人。

洪友士说，郑哲敏曾告诉他写作时应遵循的
原则是：“第一，科研工作要反映我回国后的科研
经历。第二，所述主要研究成果要有一定的创新
性、一定分量；既然要讲，就应该全面，有整体性，
而且通俗，因为读者多半是非本行的……”
中科院院士白以龙说：“几十年来，郑先生确

实高人一筹。爆炸力学理论和应用获奖不是偶
然。”
在白以龙看来，郑哲敏从来没有简单地用现

有方法解决问题，而是对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
他所开展的工作均为国家之急需。当许多人被问
题所困扰时，他能从现象中看到关键点，找出规
律，并进行思考和实验，继而从概念层面来突破，
解决问题，并推广到应用。

成就源自小碗

中科院力学所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几十年前
诞生了一只非同寻常的小碗。

那只小碗是中国爆炸力学研究的重要起点，
是中国力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性物件。

时间回溯到 1960年秋天一个下午，力学所
操场上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爆炸。硝烟散尽后，一
片薄薄的铁板被炸成了一个小碗。

在这只碗出现前，爆炸在人们心中一直是
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这只碗的出现，表明爆炸
控制恰当，其能量能够发挥良好的加工、制备、
创造和建设作用。这只碗表明，郑哲敏和他的
团队对爆炸成形以及相关水下爆炸问题有了
很深的认识。

这个爆炸成形实验，让时任力学所所长的钱学
森预见到一门新学科正在诞生，他将其命名为爆炸
力学。由此，中国爆炸力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
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黄晨光介绍说：“几百

年来，力学对介质的认识，主要分为固体和流
体两大类，然后根据他们的变形和响应特征来
建立力学分支学科。郑先生提出的概念和理
论，突破了传统的约束，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力

学理论和方程，也就是流体弹塑性理论。它能
够对同一介质，根据压力和强度的比值，自动
判断和处理同一介质在不同条件下的属性和
相应规律。一个介质在高压下可能流体的属性
明显，在低压下固体的属性为主，在中间状态
两种塑性都需要同时考虑。”

对于郑哲敏提出的判断标准，同行曾建议以
他的名字命名为“郑哲敏数”，但被他拒绝了。

流体弹塑性理论是郑哲敏学术上的高峰。他
很快将以之为基础的爆炸力学成功应用于强爆
炸、常规兵器、爆炸加工、爆炸筑堤等各方面。
“他在学术领域的拓展，没有什么东西能阻

挡。”黄晨光说。
上世纪 80年代，郑哲敏前瞻性地看到海洋

油气资源的战略地位，组织中科院十余个研究所
开展海洋工程研究。
此后，他又在力学所建立了非线性力学研究

重点实验室，倡导建立了环境力学实验室、流固
耦合系统力学重点实验室等。

慈祥与严厉

如今，郑哲敏步入高龄，时年 88岁。老人家
“隔代亲”情怀表现十分明显。对待年轻人，特别是
青年学生，郑哲敏总是非常慈祥、和蔼。只要年轻
人有一点点思想火花，他就会很开心地给予鼓励。
然而，郑哲敏对待研究员的态度则完全不

同。不论什么年龄，什么职务，什么场所，只要发
现问题，他就会当面指出，毫不留情。力学所的研
究员对他总是又敬又畏。
黄晨光记得，几年前，郑哲敏要他的团队作

一项能够满足国家重要需求的研究，他因为研究
方向与之不完全吻合，表现出了犹豫情绪。郑哲
敏狠狠地批评了他：“力学所一直是国家需要什
么就做什么，我回国的时候也不懂爆炸，不也做
了？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做？”
批评之后，郑哲敏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亲

自在网上查找了该研究方向的最新进展，然后整
理、推演出相关方法，并为黄晨光他们讲解相关
知识。几年后，他们的工作便收获颇丰。
力学所研究员李世海攻读博士期间，曾担任

青年力学学术组织的负责人，社会活动一时多了
起来。郑哲敏知道后，非常生气地对他说，“你瞎
折腾什么？静心做些该做的事情吧”。
目前，李世海在力学所正开展灾害地质力学

基础研究。郑哲敏对此非常支持，并告诫他：“这
是个大难题，但也是国家的重大需求。”
急国家之所急，是郑哲敏永远不变的情怀。

爆炸，并不都是破坏
———记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郑哲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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