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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工作感悟
搞科研要求真求是求新

大学毕业后，安徽人陈鲸来到了成

都工作，一待就是60年。作为通信与

信息领域的专家，陈鲸主持研制了中国

首套卫星频谱监测管理成套设备；主持

研制了中国首套空间监视系统；联合主

持研制了中国首套卫星遥感数据信号接

收处理系统。他还在科学试验卫星演示

验证设计研制及新一代数字阵列空间监

视雷达系统建设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什么是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的品质

是什么？总结工作60年的经历，陈鲸

说，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家国情怀：“科学

家首先要问自己，你的使命是什么？为

谁服务？对科学家来说，不但在技术、

专业上要过硬，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

想就是爱国爱家。”

搞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努力创

新。“如果你不去求是、不去求真，也不

求新的话，在这个道路上走不远。”创

新，有可能是把别人的东西集成下来，

此所谓集成创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

面，在集成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的新

思路、新对策、新技术，走前人没有走过

的路，做前人不敢做的事情，这种创新

思想首先要敢想敢干，不能墨守成规，

要突破权威思想。

要耐得住寂寞
有把冷板凳坐热的精神

“我们团队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我所承担的五

个项目，每个项目的周期都超过十年。”

成功总是青睐乐于坚持、不断攻坚的

人。很多时候创新突破需要十年、二十

年；很多时候成功还需要坚韧的意志，

甘于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我也坐过冷板凳！”谈及瓶颈期，

陈鲸毫不避讳。“我们曾经有项目进行

了十几年攻坚，一到年终考核，都让人

坐立不安。曾经有一年，我们十几个人

的团队，年终奖只发了1000元。”

“如果一个创新项目，几个月就能

干成，那就不叫难题，创新需要系统顶

层设计，需要技术攻关，需要坚持。原

创创新，更需要去摸索、去探索，这个时

间肯定很长。有些人的灵感多一些，可

能五六年能搞出创新，但国际难题可能

要经过十几年甚至二十年才能突破，特

别是要突破一个理论或者突破一个技

术思路就更难。”陈鲸认为，作为一个好

的科技工作者，要脚踏实地，不能浮躁，

实干才能兴邦。“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

才能突破黎明前的黑暗。”

他强调，一个单位要允许科研人员

失败，要鼓励科技人员创新攻坚，不要

只看短期行为。

读书时成绩中上等
主要靠“实践中摔打”

学习一生战斗一生，是陈鲸的信

念。他坦言：“我读书的时候成绩只是

中上等，最主要还是到工作单位后在

‘实践中摔打磨炼’。”在介绍自己的青少

年时光时陈鲸说：“我从小就自己做饭，

中午饭也是从家里带到学校，小学初中

都是这样过来的。青少年一定要培养自

理生活能力，能处理力所能及的事情。”

陈鲸1963年大学毕业，之后工作

了60年，单专题技术就搞了20年，“包

括电子管、晶体管、小规模中大规模器

件，以及计算机发展和应用、通信等，设

计研制各种电路专题技术。工作中打

好专题基础非常重要。”

陈鲸前20年是“把在学校学习的

理论知识，运用到单位的专题实践中，

变成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后40年，

陈鲸开始承担大的系统工程，在大系统

工程中历练，“我做了5项工程，每项工

程都花了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当时技

术条件跟现在不一样，当时中国的技术基

础还比较差，但是也很锻炼人。通过那个

时期，我们把国家整个电子工业发展中的

一些技术，在工程中都实践了一遍。”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耄耋之年练书法成了必修课

“要坚持学习，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情。”现年83岁高龄的陈鲸，每天的工

作是做公益科普，参加一些学术活动，

还坚持天天学习和练书法。

陈鲸说：“每天我要在网上学习2-3

小时，学习新东西；写1-2小时书法，草

书或者隶书，净化心灵。”为了写好1个

小时的科普报告材料，他往往需要搜集

几个月的资料。他鼓励年轻人要学习

科学家精神，要涉猎古今中外各类思想

书籍，他建议大家多看介绍钱学森、邓

稼先等的书籍。“这些老一代的科学家，

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大的突出

贡献，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精神都值

得每一个青少年学习。”

如何做好科学教育？陈鲸表示，要

找好切入点，比如孩子们对宇宙的奥秘

感兴趣，就可以以航空航天为切入点。

“航空航天是综合性工程，有航天平台、

有传感器、传输链路、有地面接收处理

以及测控管理等设备，涉及空间信息获

取与处理及应用，还涉及网络信息安

全、空间安全、遥感技术发展与应用等

很多门类和科学，我希望能通过航天科

普让孩子们了解神奇的地球。 ”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峥吴德玉

“在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中，我也坐过冷板凳，有时候我们十几年都在拼搏，在某个时期只能获得一些阶段性
成果。但是经过团队坚韧不拔的努力，最后三项工程获得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个二等奖，解决了空间

目标监视技术领域的三大难题。”在成都工作了60年的通信与信息系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说。
“要做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人。”面对奋斗了60年才取得一个技术领域的成绩，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

们的坚持最终为国家做了一点小贡献，努力始终是会有收获的。
10月9日，在成都神舟青少年科学传播中心及神舟科学空间揭幕式上，记者见到了精神矍铄的陈鲸。他此时的身

份，是航天科普工作者，是成都神舟青少年科学传播中心理事长。这个空间是传播航天精神、传播航天知识的基地，亦
是在青少年心中埋下航天种子的园地。

解锁中国科技院士上封面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
科学家首先要问自己，你的使命是什么？

美国宇航员1972年12月执行登月

任务时，把110多公斤重的月壤和月岩

样本带回地球。如今，50多年过去后，

研究人员利用新技术分析其中一块月

岩中的锆石晶体，发现月球或形成于约

44.6亿年前，比先前研究结果早4000

万年。研究报告10月23日由《地球化

学展望通讯》杂志刊载。

研究报告主要作者、芝加哥大学教

授菲利普·赫克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

中说，这些晶体是导致月球形成的天体

大碰撞以来已知的最古老的固体，在月

球年代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月球起源普遍接受的一

种猜想认为，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40

多亿年前撞击了地球，碰撞中飞溅的

岩浆在太空中围绕地球运行，最终形

成月球。

赫克说，只有当月球表面的岩浆冷

却固化后，才有可能形成矿物质结晶。

科学家因此通常通过分析月岩样本来

确定月球年龄。然而，由于使用的分析

方法不同，估算的结果差异较大。德国

航空航天中心研究人员2020年发布的

计算结果显示，月球形成于约44.25亿

年前，误差为正负2500万年。

研究人员这次以采自月球的一块

苏长岩碎片中的锆石晶体为样本，首次

使用原子探针层析成像技术从纳米级

层面分析月球年龄，最终通过样本中放

射性铀衰变为铅的情况计算月龄，算出

这些晶体形成于44.6亿年前。

研究报告另一主要作者、英国格拉

斯哥大学研究员珍妮卡·格里尔说，这

足以证明，这块月岩是目前已发现的月

球上最古老的“一块”。

赫克说，虽然宇航员在51年前采

集月岩样本并将它们送回地球，但当时

尚无原子探针层析成像技术，科学家无

从展开如今这样的研究。 据新华社

月岩显示月球或形成于44.6亿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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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鲸：1940 年11月17日
生，安徽怀宁人。通信与信息
系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月壤颗粒景深合成显微照片。新华社发

每天练书法成了陈鲸的必修课。 受访者供图

吴德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