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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博士为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提供电“能量”

留下我的微小足迹，科研生涯无憾
对于属马的王冠来

说，今年是他加入航天队
伍的第十个年头。作为电
源专家，他曾经为多种航天
型号研制电池组及其相关

设备。然而，参加运载火箭的研制却是头一
遭。而且，还是被誉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
的“先锋”——长征六号。回想起9月20日
火箭成功发射的刹那，长征六号箭上电池副
主任设计师王冠如孩子般兴奋不已。

青年报记者 胥柳曼 见习记者 陈晓颖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王冠（右）和姚志赟在为电池组加液。 受访者供图

2015年9月19日夜。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位于山沟里，气温只有四五
摄氏度。

离最后的发射只有几个小时
了。坐在电脑前判读数据的王冠，不
知怎的，心突然开始怦怦地跳。一个
礼拜前，火箭就整体起竖到位了。电
池已在箭体内呆了10天，电池容量
会不会充足？加温装置是否运转正
常？开路电压数据是否正常？……

18日开始，王冠和另外一名试
验队员、85 后姚志赟再也没合过
眼。“压力大，每天关注的就是电池的
性能是否正常。”王冠记得那天在判
读间，他焦急万分地向负责火箭总体
的工作人员询问已固定在发射台的
电池数据。

“31.7？”紧张的工作环境里，王
冠博士听到这个数据后，当时吓得腿
就软了。“电池组一旦出了问题，火箭
就无法发射了。那就意味着火箭要
重新横过来，拉回技术区拆开，然后
更换电池……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37.1！再重复一遍，37.1！”当
对方工作人员再次报出数据，王冠才
知道自己刚才听错了，正常！原本怦
怦乱跳的心脏，这才平静下来。

发射前3分钟。电池转电正常，

其他数据也正常。
王冠已经坐不住了，直接从判读

间奔到了室外，朝塔架望去。那厢
边，随着零号指挥员话音落下，巨大
的火焰从火箭底部喷涌而出。

星箭第一次分离，星箭第二次分
离……当最后一批卫星被“弹”出箭
外，王冠知道，火箭的使命已完成，那
几个“宝贝”的使命也已完成。

对着天空，王冠和小姚如孩子般
笑了。

当天，他在微信朋友圈上发了
一条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的消息。“第一次看到满屏幕的点
赞。”王冠博士介绍，这也是第一次，
他身边的同学知道他在忙什么。因
为太多次同学聚会，他都因为在外
出差而错过。不知王冠每天所忙
的，还有他 5 岁的女儿。“孩子还不
懂，只知道爸爸经常在外面出差，老
不回家。”

虽然这些年里王冠失去了很
多。但他并不后悔。“长六的首飞，标
志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启航，也是
上海航天火箭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诺
曼底登陆’。能在长征火箭前进的道
路上留下微小的足迹，我的科研生涯
没有遗憾。”

“在长征火箭前进的道路上留下微小足迹”

这的确是一支年轻的队伍。这

些天来，我们接连采访了长征六号

火箭总体、控制、总装、电源系统领

域的青年科研专家，听他们讲述了6

年来研制历程以及在发射基地台前

幕后的故事。作为我们身边的同龄

人，他们也爱玩爱闹，也各自有着幸

福小家，但他们为了新一代运载火

箭顺利飞天，用他们的青春与汗水，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为何这支队伍会如此年轻？在采

访中才了解到，原来2009年长征六号

批复立项之时，正是上海航天技术研

究院运载火箭进入密集发射阶段，现

役型号上的人手都非常紧缺。如果从

现役型号队伍中大量抽调人员组建长

征六号研制队伍显然不太可能。为

此，必须新组建队伍，这对一个新型号

的研制来说是相当不利的。难怪有人

对长征六号总师张卫东调侃说：“长征

六号是一款全新的火箭，从头到尾都

是新的，研制队伍又那么年轻，你管这

个项目，晚上睡得踏实吗？”

然而事实证明，这群以70后、80

后乃至90后为主的年轻人并没有给张

总丢脸，没有给上海航天人丢脸。他

们创造了我国“一箭20星”的新纪录，

拉开了新一代运载火箭踏上历史舞台

的大幕。

他们，是上海最可爱的年轻人。

■记者手记

在团队里，大家很少直接叫王冠
的名字，而是直接叫“王博”。一方面，
王冠是货真价实的博士，2006年毕业
于复旦化学专业。一方面，他是老师
傅们眼里公认的理论知识扎实、有悟
性。2008年，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启
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研制计划。出于
锻炼新人，部门领导便将电源研制任
务交给了入单位仅两年的王冠。那
年，这位河南小伙儿刚满30岁。

长征六号火箭是20多年来上海首
次全新研发的新型液体运载火箭。和
其他研究所动辄十几人甚至数十人的
研发团队相比，王冠的团队最初只有4
人。并且，包括王冠自己在内，有3人
居然还从未“碰”过火箭领域。

回首这些年，王博士坦言，团队
所有的创新都是被“逼”出来的。

比如说，按照传统的模式，火箭
运到靶场后，整个发射准备周期要
20多天。为有力适应未来卫星发射
低成本、短周期的市场需求，长征六
号火箭首次采用了“三平”即“水平整
体测试、水平星箭对接、水平起竖发

射”的模式，整个准备周期将缩短至
7天。

“电池是火箭升空后的唯一用电
来源，其作用之大不言而喻。尽管新
一代锂电池性能已大幅提高，但经过
论证，‘长六’火箭最后还是采用较为

‘古老’的锌银蓄电池组。”王冠坦言，
按现有设备，蓄电池用完后充电一般
需10个小时。这在以前，根本不是
个事儿，但随着长征六号火箭整体发
射准备周期大幅缩短，这就相当“浪
费”时间。如何设计一个快速充电装
置，立马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针对锌银蓄电池的研究文献资
料，主要都是上世纪60-80年代书写
的。为了“吃透”锌银蓄电池，他和
队员一起啃起了“老古董”。一天，依
然没有头绪的王冠回到母校复旦大
学参加一个派对。在与学弟、学妹聊
天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为什么不
采用变电流模式替代恒流模式呢？

“经过我们的技术改进和充分的
试验验证，如今可以比原先节省40%
以上的时间。”王冠得意地说。

团队里所有的创新都是被“逼”出来的

然而，王冠团队的“创新”之路还
没走完。在 2013 年大合练快结束
时，国家有关方面又提出新要求，根
据现有设计能力，也为了验证新一代
运载火箭具有一箭多星的能力，长征
六号首飞需要发射20颗卫星上天。

20颗卫星分离所需的瞬时功率
远高于之前发射1颗卫星所需功率，
这势必要求为其供电的电池组具有
更强的瞬时大功率输出能力。接到
这项任务时，王冠等人再次感到了前
所未有的压力。

更加苛刻的是，提高电池组的功
率输出能力，还不能改变总体的结构
设计、仪器圆盘的布局。“打个不恰当
的比方，这相当于先要求一个减肥减
到60kg级的拳击手，去打一场80kg级

的比赛，并且只准赢不能输。”王冠说。
任务已下达，时间也紧迫。除了走

创新之路，王冠团队无路可退！回到实
验室里，大家经过讨论，明确了技术路
径。最终，在有限的“框框”内，电池组
的瞬时功率输出能力提升了近80%。

为了确保长征六号火箭的发射
能力，总重有控制，要求箭上各设备
仪器必须小型化、轻型化。为此，电
池组“减肥”也是王冠等人遇到的另
一难点。通过无数次的试验，团队成
功将每块电池的重量减少了 8%-
10%。“不仅如此，电池组比能量（专
业术语，单位质量的电极材料放出电
能的大小）还提高了近5%，为保证火
箭宝贵的运载能力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王冠博士如是说。

“相当于60kg级拳击手去打80kg级比赛”

只准赢，不能输

这个“王博”30岁 不后悔，没遗憾

他们，是最可爱的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