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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海军第 27批护航编队
组织的一场主炮射击训练在某海域展
开。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响彻海天，主
炮系统突发故障。眼看就要贻误战
机，编队指挥舰海口舰主炮技师李明
迅速前出，将故障现象输入装备管理
系统进行分析，仅用几分钟就排除了
故障。

几年前，李明第一次独立组织主
炮射击时可没有如今这么从容，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装备不留情面地给他
来了个“下马威”。那是在一次实战化
演训中，面对突如其来的故障问题，刚
当上班长的李明慌了神，豆大的汗珠
直往下滴。情况紧急，“战斗”就要打
响，李明马上联系某军工企业技术人
员张浩。“先检查液压系统，再检查传
感器……”按照张浩给出的几条建议，
李明按图索骥，终于赶在战斗打响前
排除了故障。随着一声巨响，主炮顺
利命中目标。

这几年，随着海军装备建设的快速
发展，舰艇入列如同“下饺子”。过去，
企业技术专家与部队专业骨干打交道
多集中在接装阶段。由于“拜师学艺”
时间短，部队技术人员难以掌握舰船装

备的全部维修技能。平时训练，装备稍
有些“头疼脑热”，部队就要联系企业技
术人员进行远程指导。
“装备与人才建设必须同步推进，

军工企业要主动‘扶上马再送一程’！”
随着海军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
军工企业技术人员走向一线。

那年，海军海口舰、武汉舰等战舰
组成编队，奔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
行首批护航任务，长达 100多天的远洋
航行让装备面临巨大考验。动力系统
的极限阈值究竟在哪？

一次伴随保障任务中，指挥舰雷
达显示屏上突然出现几十个密集的光
点，疑似海盗小艇在远处若隐若现，编
队立即命令某驱逐舰高速前出驱离。
就在此时，柴油机班长王东和随舰技
术人员迟登亮却发现柴油动力系统温
度异常。

作为全舰的“心脏”，柴油机一旦
发生故障无法及时修复，轻则导致舰
船抛锚，重则发生事故。历史上，外
军舰船就曾因动力系统出问题而酿
成悲剧。

王东和迟登亮第一时间受命处
置，密闭的主机舱里，温度已经将
近 50℃ ，汗 水 顺 着 两 人 的 脖 颈 流
淌，凭借丰富的实操经验和过硬的
维修本领，二人最终找准“病因”，
经过紧急维修，柴油机很快恢复到
正常温度。

去年，某舰第三次踏上远洋护航
的征途。出航前夕，该舰系统显控台
突发故障，信息无法传送到分系统，经
过调试故障依然存在。部队保障人员
和厂家随舰技术人员迅速组成联合攻
关小组进行“会诊”。
“我来试试！”部队技术骨干周文

明起身请战。他将自己的维修操作
方案逐一讲解，得到了在场技术人员
的广泛认同。最终，维修小组按照周
文明提出的方案顺利地排除了故
障。谈及过程，周文明解释说，在一
次实弹演习时，该系统出现过类似故
障，当时在随舰企业技术人员手把手
帮带下，他成功地排除了这一故障。
“企业技术人员现场帮带教学，是部
队技术骨干业务能力提高的好机会，
只有不断交流学习，才能更好地掌握
舰艇维修技术。”采访最后，周文明如
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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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与官兵探讨装备维修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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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军工企业助力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人才队伍建设二三事

■王柯鳗 李昌寰

人物小传：潘镜芙，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01所研

究员。在驱逐舰研制和舰载作战系

统、电磁兼容等新技术领域，他均做

出重大贡献，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

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有突出贡

献的科技专家”等奖项，被誉为“中

国导弹驱逐舰之父”。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使中国现代史
上少了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却多了一
位中国新文化革命的巨匠。就在鲁迅
先生的晚年，1930 年 1 月，相距鲁迅先
生故乡绍兴 140公里的浙江湖州，诞生
了一位令人仰慕的舰艇巨匠——潘镜
芙。因为所从事的专业是一个神秘的
圈子，鲜为大众所知。

从 1971年，我国第一艘国产导弹驱
逐舰济南舰正式服役，到 2017年，首艘
国产万吨级驱逐舰在江南造船厂成功
下水，新中国的水面舰艇经历了从黄水
驶向深蓝的伟大航程。

40余年呕心沥血，潘镜芙像一位满
怀期盼的父亲，目睹了国产军舰首次远
航出访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青
岛舰遨游三大洋，环绕地球一周；武汉
舰和海口舰穿越印度洋，长驱亚丁湾劈
波斩浪……

这一段艰难又辉煌的发展历程，
“中国导弹驱逐舰之父”潘镜芙是重要
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一生，他倾注所
有心血在驱逐舰设计上，让国产驱逐舰
实现零的突破。

如今，已是 88岁高龄的潘镜芙，步
履蹒跚，无法再登上舰艇。不过，每隔
一段时间，潘镜芙都要到 701所转转，和
年轻的技术人员聊聊天，只有这样，他
的心里才会觉得踏实。

有船才能生存

2017 年 11 月 7 日清晨，北海舰队
某驱逐舰支队舰艇编队离开码头不
久，大庆舰指控兵就在作战指控台上
发现“敌情”。大庆舰抓住时机开火，
仅过几秒钟，数枚炮弹呼啸而出，成功
完成抗击……

在密集的军事新闻中，一次例行的
海军训练报道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只
是转瞬而过。可在上海一幢普通的居

民楼里，潘镜芙此刻正坐在电视机前，
聚精会神地观看演习，他的双眼透出浓
浓的关切，那神情有欣慰、有期盼，更有
抹不去的回忆和感慨。

曾几何时，孩提的他为了躲避日军
的烧杀抢掠，和全家人一起乘着小船不
断从一个村庄逃到另一个村庄，“有船
才能生存”的思想从此深植他的脑海。
过黄浦江的时候，江上全都是外国的军
舰和大船，这一情景对幼小的他触动很
大，这个孩子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
建造中国的舰船！”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还不具备建
造驱逐舰的能力。1954年，我国以每艘
相当于 17吨黄金的价格向苏联购买了
4 艘驱逐舰。毛主席在南京检阅海军
时，几天时间里五次写下同一句话：“我
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建造一艘中国人自己的驱逐舰，是
建设强大海军的前提，更是中国舰船设
计者共同的梦想。上世纪 60年代，国家
相关部门授命已经成为舰船电气专家
的潘镜芙和舰船工程专家李复礼，牵头
主持设计中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李复
礼负责船体，潘镜芙负责电力、动力和
武器系统。
“驱逐舰，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能

造！”1966 年，潘镜芙以设计领导小组
主要成员身份，开始主持设计我国第一
代导弹驱逐舰。拾起儿时的梦想，潘镜
芙才发现这条路走起来异常艰难。以
前，我国建造的水面舰艇都是单个武器
装备军舰，互不联系，靠指挥员的口令来
人工合成作战系统，综合作战能力很差。

关键时刻，“中国导弹之父”钱学
森参与了确定驱逐舰导弹系统方案的
会议。在会议上，钱学森直言：“军舰
是一个大系统，导弹只是舰上的一个
分系统，把导弹系统装到舰上，要把它
安排好，使它发挥最大的作用。”正是
钱学森的“系统工程”观点深深影响了
潘镜芙，启发他将这个理念应用于舰
船设计中去。

为了实现“系统工程”的目标，他们
首先要充分摸清国产设备研制情况，设
计单位分散在全国各地，潘镜芙带着同
事们挨个去跑。他们“吃着窝窝头，每
人每月三两油”，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
力量，先后召集一百多家单位参与设备
研制，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从 1968 年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首制
舰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经过近 4年
的艰苦攻关，首制舰于 1971 年 12 月顺
利交付海军服役。从此，中国海军第一
次拥有了远洋作战能力的水面舰艇，使
我国驱逐舰进入导弹时代。

1985年，合肥舰和某综合补给舰组
成编队首访南亚三国，结束了中国海军
只能在家门口转的历史。一位老华侨
参观后激动地说：“过去只看到美、苏、法
等国的军舰来这里，现在祖国也能造出
这样好的军舰，真是看了还想看！”

研制更先进的驱逐

舰刻不容缓

上世纪 80年代，导弹驱逐舰成为世
界各国军舰竞相发展的目标，信息革命
的浪潮推动着舰船装备的飞速发展。
此时，潘镜芙内心很是忧虑：与国际先
进水平相比，我国现有的驱逐舰落后很
多。研制更先进的驱逐舰，刻不容缓！

为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作战需要，
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新型导弹驱逐舰，
由潘镜芙担任总设计师。潘镜芙深思
熟虑后，明确提出建议：“一方面尽量选
择国内新研制的好设备，同时引进一批
中国暂时技术还比较落后的国外先进
设备。”

动力装置是导弹驱逐舰的“心
脏”。当时，国外先进的导弹驱逐舰采
用的是燃气轮机，而我国第一代导弹驱
逐舰采用的是蒸汽动力，导致军舰的机
动性和灵活性都受到很大影响。潘镜
芙下定决心，在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动
力装置上引用国外设备，当时这种做法
引起了不小争议。有人开始讥讽他造
的新舰：“如果设备出问题了，难道让外
国人来解决吗？”

潘镜芙顶住压力，反复强调：“引
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可弥补国内的一
些短板不足，使新型驱逐舰整体站在
较高技术起点上，加快国产驱逐舰的
发展速度。凡引进的设备，都要确定
国内的技术责任单位和生产单位，实
现国产化，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潘镜
芙的观点很快得到了研究院和海军主
要领导的支持。

国产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电子设备
众多，各种天线林立，如何使舰上的电
子设备不相互干扰，达到协调相容，是
潘镜芙非常关注的问题。

马岛海战中惨痛的一幕，让潘镜芙
触目惊心——英国海军驱逐舰“谢菲尔
德”号是先进的防空型驱逐舰，可它偏
偏被阿根廷空军的“飞鱼”号导弹击沉
了。深究其因是电磁相容性没有解决
好——卫星通信时，雷达就不能开机，
一开机就干扰通信。

装舰后的第一次调试，潘镜芙就发

现他们设计的军舰在雷达和卫星通信
方面也出现了互相干扰的问题。那个
夜晚，他彻夜难眠，反复思考问题的根
源。想了一个晚上，潘镜芙百思不得其
解，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启程，先后赶赴
上海、南京等地，一边调试设备一边观
察试验结果。经过几次联调后，结果并
不是很理想，很多人都泄了气。

搞科研不经历一些“沟沟坎坎”，怎
么能获得成功？潘镜芙决定向这座山
峰发起冲锋。他组织攻关小组，分析抗
干扰效果不佳的各种可能原因，然后一
条条测试，终于在数百条可疑原因中，
发现了新的干扰源。潘镜芙对这一重
大发现兴奋地大呼：“我们抓住了‘潜伏
间谍’，这下有办法对付了！”再次进行
调试，干扰源果然消失了，他们终于攻
克了电磁干扰这一世界难题。

经过十余年努力，由潘镜芙主持设
计的我国新一代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
和青岛舰分别于 1994年和 1996年交付
人民海军。该型舰性能达到当时世界
同类舰的先进水平，作战效能大大提
高。此后，潘镜芙逐渐退居二线，不再
具体负责舰船设计工作，但至今仍然担
任国产军舰设计的顾问，为新型驱逐舰
的继续改进做了许多幕后工作。

我最牵挂的还是海

军官兵们

研制军舰这个神秘的事业，虽然和
文学不搭边，可在潘镜芙这位文人科学
家的家里和设计建造的舰艇里，其实就
是一个微缩的人文社区。

潘镜芙家里，最抢眼的是客厅、餐
厅和卧室里的 3个书柜，大部分珍藏的
是中外历史上那些大文豪的著作。看
那些藏书，不知底细者，还以为潘老是
一位专攻文史的学者。

此生虽不能从文，但在潘镜芙的人
生长河里，唯有“造船”和“赏文”一样不
能少。潘老平时的休闲方式多是读书、
写诗，还有欣赏音乐，每当他攻克了一
道技术难题，总会拿起一把口琴，轻轻
地吹上一曲浪漫又深情的《军港之夜》，
他的思绪似乎也回到在海上战风斗浪
的日子。

作为总设计师，潘镜芙处处身先士
卒。水面舰艇最大的试验就是适航性
试验。每次试验，潘镜芙都坚持参加，
便于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
“记得第一次上船试验，我一躺下

来就是天旋地转，像醉酒了一样！”回忆

起往事，潘老的言语中透着诙谐幽默。
潘老的女儿却偷偷告诉记者，真实

的情况是那时候父亲的腰椎间盘突出
正好犯了，可他放心不下海上试验，坚
持忍着剧痛上了军舰。在海上潮湿的
风浪里，腰间的刺痛越来越重，潘镜芙
就让同事搀扶着，继续指挥舰艇的操
作。

大连海区的水不够深，就去舟山；
黄海的浪不够大，又去东海、南海。为
了提高导弹驱逐舰的航行适应能力，他
率领设计人员长期颠簸在惊涛骇浪的
深处。高海情试验，十几米高的大浪似
乎要把人的五脏六腑掀翻，潘镜芙却坚
持登舰指挥；雷达系统试验，强大的电
磁辐射对人体伤害大，不管同事们如何
劝阻，潘镜芙总要亲临现场。

几十年来，潘镜芙的工作单位从上
海搬到南京，又从南京搬到武汉，他的
时间基本上都是在研究所、造船厂、海
上试验场度过的。
“从 1966 年到 1992 年，20 多年里，

爸爸妈妈几乎过着分居的生活，每年只
有一次探亲假，爸爸才能回到上海的家
中，那就是过年的时候。每次爸爸离开
家，我都要大哭一次。”潘老的女儿动情
地说。
“我对妻子和孩子真的很愧疚。分

隔两地的那些年，我和家人都是通过写
信相互支撑的。”直到 1992年，潘镜芙的
工作移回上海，这场马拉松式的亲情割
舍，才算重新得以“焊接”。

研制舰艇近半个世纪的生涯里，他
与战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潘镜芙在
设计舰艇时像他写的诗文一样，处处体
现出人文色彩。他希望给以舰船为家
的战士，营造一个舒坦温馨的环境。

早期设计的苏式舰艇给人的印象
是居室拥挤、通道狭窄、甲板层低矮、舱
内空气浑浊，机器的噪声和高温给人的
各种不适。

潘镜芙设计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可
以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每层
舱都装有两个循环式自动电茶炉，每个
舱室都有真空处理厕所，房间明亮整
洁，全封闭空调冬暖夏凉，舱室里还有
健身房、学习室、电视室……现代化的
生活设施，为官兵工作生活质量提供了
可靠保证。
“搞了一辈子海军装备，我最牵挂

的是海军官兵们。官兵在舰上生活得
舒心，才更有精力提高训练质量。”谈到
这里，潘老开心地笑了，笑容里满是欣
慰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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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王柯鳗、夏榕泽

“中国导弹驱逐舰之父”潘镜芙院士—

四十余年呕心沥血铸造大国战舰
■■万 里 李 训 本报记者 王凌硕

前段时间，一篇题为《德国人制造

的一口锅能用100年》的文章在网络

上引起关注。文章提到，一半德国人

一辈子只需要买一次锅，另一半压根

不需要买锅。

为什么德国锅这么耐用？他们企

业给出答案：“精益求精制造产品，是我

们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性。”

曾经，“德国制造”被贴上劣质的

标签。为了甩掉这个标签，德国人用

了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前，“德国制造”劣质、低

廉，并不受到欧洲国家的欢迎。英国

议会甚至专门为“德国制造”量身打造

一款《商标法》，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

的产品都必须注明“MadeinGerma-

ny”（德国制造），以此来区分劣质的德

国货与优质的英国产品。

“德国制造”犹如烙在德国人脸上

屈辱的“黑字”，逼其奋发图强，他们打

响了一场为质量而斗争的百年战役。

二战时，德国被盟军打得一败涂

地，可“德国制造”却赢得赞誉。“我们

不比德国人的战术糟，可该死的熄火、

漏油，还有气得肺炸的炮弹卡壳，让我

们吃了不少苦头……”战后，一名盟军

坦克兵在分析战争初期失利原因时，

对盟国军工产品“恨铁不成钢”，映射

出德国装备的优异性能。

如今，“德国制造”已成为可靠、安

全、耐用的代名词，也成为宣传国家形

象的“金字招牌”。

从劣质到优质的“逆袭”，“德国制

造”靠的是什么？

在奔驰汽车的一家博物馆里，展出

了所有车系的制造参数和说明。人们

发现，每一款奔驰车的说明都清晰记录

着：“安全性能测试达上千次以上、每一

个汽车零部件零误差聚合……”

对于“德国制造”，在出访英国的

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德国总理默

克尔骄傲地说：“‘德国制造’靠的是我

们德国人的工作态度，是对每个生产

技术细节的重视，伍尔特集团数十年

如一日始终专注于‘一颗螺丝钉’、万

宝龙一百多年来则专注于‘一支钢

笔’……”正是凭借对质量的精益求

精、对制造的一丝不苟、对完美的孜孜

追求，德国人才最终擦亮了“德国制

造”这张世界名片。

每个人生来就好比粗糙的玉石，

若想成为一块精美的宝玉，需要不断

地切割、打磨。试想，没有工匠一斧一

凿的精雕细琢，就不会有一件件艺术

品的诞生。

军品生产更是如此，今天的军品

生产，需要“一盏枯灯一刻刀，一把

标尺一把锉”的工匠精神，信息化武

器装备凸显“高精尖”，军品出现半

点质量问题，都可能事关战场胜败、

国家安全。我们只有拿出“蚂蚁啃

骨头”的匠心，武器装备的质量才有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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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天，科尔沁草原，寒风刺骨，气温

骤降到-30℃。陆军某基地一区助理工
程师王佳宋的手冻得通红，他正调试数据

监测器，准备对某型武器在严寒条件下的

性能试验进行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是武器装备试验任务的关

键环节。技术专家通过采集各项测试数

据进行分析评估，对后面大规模武器装备

的试验提出合理化建议。“之所以选择一

年最冷的季节，是为了更好地采集到在严

寒条件下弹丸的初速度、径向速度等一系

列数据，为接下来的武器装备试验提供可

靠数据。”高级工程师冷雪冰对笔者说。

这次测试点离发射阵地比较近，弹丸

发射产生的强大冲击波很容易影响到数

据采集效果。“把保险箱里的减震板拿过

来!”正说着，王佳宋接过减震板垫在监测

器下方，给防震装置加了一道“保险”。

“5、4、3、2、1，发射!”只听“轰”的一声

巨响，数据监测器上的各项测试参数曲线

随即形成。“数据采集成功!”王佳宋拿起对

讲机向试验指挥员报告，随后把相关数据

详细记录到笔记本上。

(陈太权、宫铭)

上图：某型武器试验发射瞬间。

唐 伟摄

三九天的一次数据采集

军工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