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汝进

“眼见自己研制的航天光电产品一次
又一次地发射入轨，去完成各种航天任务，
这种自豪感和荣誉感更加使我坚信不疑：
我所从事的科研工作虽然平凡，但对于我
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80
后赵汝进，是奋斗在国家空间光电探测与
精密测量科研一线的一名“老兵”。到中科
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一晃将近15年，赵
汝进从一名科技新兵成长为一名老队员。

十年攻关，赵汝进带领团队研制的
国产化星敏感器成功应用于“北斗三号”
任务；深空探测相机成功为月球拍照
……在5月29日举行的第四届四川省“最
美科技工作者”颁奖礼上，赵汝进感言：

“很多产品需要几代人的攻关，才能获得
在航天领域里亮眼的表现。”

“星敏感器是卫星等飞行器高精度

姿态测量仪器，广泛地应用于卫星等飞
行器的导航与定位，代表着现代先进卫
星技术的发展方向。”赵汝进说。

20世纪中国航天不具备星敏感器自
主研制能力，长期依赖进口，受制于人。
北斗三号工程启动前，遍寻国内仍然找
不到可适用于北斗的国产星敏感器产
品。作为北斗三号卫星国产化星敏感器
项目负责人，赵汝进带领团队经过近10
年专项攻关，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

2015年成功实现了国内首款适用于
新一代导航卫星星敏感器首飞，整体性
能国际先进。2020年，首次实现北斗卫
星星敏感器全国产化，助力北斗三号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为星敏感器
摆脱进口依赖打下坚实基础。

2014年，中科院光电所空间相机团
队承担了探月工程嫦娥四号着陆器有效
载荷——地形地貌相机研制任务，赵汝
进任地形地貌相机定标及图像技术负责

人。地形地貌相机作为嫦娥四号的“眼
睛”，同时肩负了成像勘察月背形貌的科
学任务和成像监视“玉兔二号”月背巡视
的工程任务。相机收集到的图像数据将
成为评判嫦娥四号任务成败的关键依
据，受到万众瞩目。

2019年1月，搭载“成都创造”高清彩
色图像地形地貌相机的“嫦娥四号”在月
球背面着陆，世界首张月球背面全景环
拍彩色图像随之诞生。这个足以载入人
类航天史的“第一次”，正是赵汝进以及
他所在的科技工作者团队参与创造的。
2019年1月11日，地形地貌相机在新工
作模式下，顺利完成月面“两器互拍”，同
时也首次获取了月背艾特肯盆地区域
360度环拍彩色高清全景拼接图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峥

10人获评第四届四川“最美科技工作者”
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四川活动同步启动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蓝天碧海旁，
以国家名片身份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国自
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反应堆整齐坐
落，散发着磅礴的“硬核”力。

5月29日，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
反应堆系统设计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及项目副总师、副总监，四川省学术
和技术带头人，中核集团科技带头人罗
英，获评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罗英告诉记者，“‘华龙一号’真的
像我的孩子一样。”从设计、制造、供货
再到落成使用，再到通过技术改进将
反应堆压力容器的设计寿命由以前的
40年提高到60年，再看着它沿着“一
带一路”走向世界，这其中，包含着罗
英的青春。

若将“华龙一号”比作一条龙，那么
罗英负责的“龙首”“龙躯”以及龙心“177
堆芯布置”等攻坚研究，则是巨龙能够腾

飞于九天之上的主要动能。而为了见证
巨龙腾飞的梦想成为现实，罗英和团队
奋斗了近20年。

20世纪90年代，传统分散式堆顶结

构是反应堆结构设备中公认的“硬骨
头”，分散式的布置不仅会占用较大空
间，还会在反应堆检修和装换料过程中
耗费大量时间。一体化堆顶结构方案
的理念虽早已存在，却由于种种限制未
能实施。2011年，罗英等来了机遇。“龙
首”一体化堆顶结构方案被正式确立，
这块“硬骨头”被罗英和团队接了下
来。“龙首”是指华龙一号核反应堆的一
体化堆顶结构，它就像一个经过高度集
成的智慧大脑，是由我国自主设计、自
主制造和自主供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压水堆堆顶结构。罗英介绍，华龙一
号的“龙躯”是指核反应堆的压力容器，
作为核反应堆重要的安全屏障，必须经
受高温、高压、高辐照的极端环境考
验。为了进一步提升核电站的安全性
和经济性，罗英与其团队一起，采用多
项改进技术和创新设计，成功将反应堆

压力容器的设计寿命由以前的40年提
高到60年。

177堆芯布置是罗英带领团队实现
的又一重要成果。通俗地讲，堆芯数量
增多意味着动力更强，此外还能降低燃
料的电功率密度，提高安全性能。罗英
告诉记者：“以往核电站采用的是157
堆芯，华龙一号采用自主创新的177堆
芯，可以提高堆芯的额定功率和发电功
率。”

2018年3月，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
工程福清5号机组ML-B型控制棒驱动
机构通过出厂验收，作为深度参与华龙
一号“成长”的工作者，罗英形容这种成
功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呱呱坠地后日渐
成才。“对我而言，能够用自己所学的专
业为国家作贡献，还是感觉到很骄傲的，
所有的付出都无比值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边雪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无形的
光，在你手里成为最锐的矛，坚决捍卫国
防和国家低空安全；一袭白衣，是你与病
魔决战到底的征袍；一颗仁心，是你为患
者殚精竭虑的善意”……伴随着铿锵有
力、饱含感情的致敬词，第四届四川“最
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5月29日发布。

当天，四川省科协、四川省委宣传
部、四川省科技厅、四川省国防科工办、
中科院成都分院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四川

“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暨5·30“全
国科技工作者日”四川启动仪式在成都
举行，10位科研人员获评第四届四川“最
美科技工作者”。

10位科技工作者诠释“最美”

去年4月，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科
技厅、省国防科工办、中科院成都分院联
合印发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第四届

“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从全
省众多候选人中评选了10名四川“最美
科技工作者”，他们是始终聚焦“四个面
向”、持续奋斗在科研一线的先进典型。

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范国滨，中

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家、工
程师甘俊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
教授、主任医师陈蕾，中国核动力研究设
计院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罗英，四
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学术院长、教授、主
任医师周学东，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
究所研究员赵汝进，四川王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高级工程师赵联
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海拔

宇宙线观测站首席科学家曹臻，石棉县
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站长、农艺师蒋
凌萍，四川农业大学二级教授雍太文。

激励科技工作者争当“最美”

10位“最美科技工作者”，只是全省
几百万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省科协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宣传“最美科技工
作者”典型，引导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

学习“最美”、争当“最美”，广泛营造尊重
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
身科学的浓厚氛围，引导青少年热爱科
学、崇尚科学、“追星”科学家。

发布仪式结束后，参会领导共同启动
了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四川活动。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四川省将开展
“点亮精神火炬”主题活动、优秀典型学习
宣传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系列活动、科
技为民志愿服务活动等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庆祝活动，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敬。

据了解，今年四川省将“全国科技活
动周”与“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同部署同
开展，省科协、科技厅围绕“点亮精神火
炬”主题，先后开展了弘扬科学家精神主
题作品征集活动、科普进校园——航空
航天知识专题讲座、用科普讲好中国式
现代化故事——2023年大手拉小手科普
报告汇四川省校园巡讲活动、礼赞科学
家——科普资源漂流、第六届四川省乡
村振兴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寻
找“追光少年”——《巴蜀之光——四川
百年百杰科学家的追梦历程》出版启动
会暨“传播科学家精神小小宣讲员”招募
启动仪式等活动。

10位科研人员获评第四届四川“最美科技工作者”。省科协供图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罗英：为国家名片“华龙一号”铸“芯”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赵汝进：为嫦娥四号装上“眼睛”

中核集团科技带头人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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