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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杨海军教授带领团队

要为上帝粒子“画像”
科技
前沿

! ! ! !人说这支仅 !年零 !个月就完成了
首发星的方案、初样、正样的新一代北斗
导航卫星研制团队，个个都是“拼命三
郎”，天天跟“打了鸡血”似的。然而，总设
计师林宝军却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
作，一天 "#小时都在工作不值得推崇。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副主任、新一

代北斗导航卫星总设计师林宝军，刚刚荣
获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接受记者采
访时，他没有高谈阔论技术问题，而是侃
侃而谈创新的艺术与哲学。就如同他常挂
在嘴边的那句话：卫星是一件作品，有灵
魂的卫星才会是好作品。他对创新绝对是
“真爱”！

理念创新
有时比技术创新更难

林宝军是 "$$%年从北京来到上海，
担当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研发团队“总舵
手”的，在此之前，他已拥有丰富的卫星空
间应用总体工作经验，但做一颗重量不到
&吨、导航定位要求却样样精到、高轨道
高可靠长寿命的小卫星，他也是头一遭。

林宝军在很多场合总结过其中的创
新要素，其中最为外界津津乐道的是全新

的“功能链”设计理念。结构、热控、姿控、
星务、测控、通信、能源……十几个分系统
来“拼图”，这是卫星设计的常用理念。好
处是各司其职、便于管理，哪里出了问题
就找哪个分系统负责到底。但是，这么多
分系统，这么多沟通环节，更重要的是这
么多设备器件的重复，造成的是资源和时
间的浪费。于是，新一代北斗下决心另辟
蹊径，按学科“合并同类项”，串起有效载
荷、结构热、电子学和姿轨控等 #条“功能
链”。“举个例子，用老办法每个分系统都
需要配备计算机，总共需要二十多台计算
机才行。但计算机的能力今非昔比，以往
二三十台干的活，现在一台高性能计算机
就足以完成。星上计算机从二十几台到一
台，减少的不仅仅是重量，能耗和故障率
都会几何式减少。”林宝军说，优化创新带
来的是更高的卫星可靠性。

林宝军的“独家记忆”里还珍藏着更
多“惊心动魄”的“创新时刻”。新一代北斗
还有另一项“看家本领”———在轨赋能，就
是要让卫星在天上“有错能改”“自我修
复”“刷新功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
美好的画面包含着前所未有的观念突破，
比技术革新更叫人伤脑筋。“我很清楚地
记得，那是在 "$&'年 (月的成都，我们试
验平台上有了第一颗能做到在轨赋能的
卫星，然而到了真正的载荷那儿还没有做
到。我花了整整 !天时间，从早上 %点到

晚上 &"点给人‘洗脑’，终于说服了所有
人一起来完成这次创新。现在大家都觉
得，这创新太值得了！”

管理创新
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

和对技术瑕疵的零容忍相比，林宝军
对团队、对人才却是可以容错的。新一代
北斗团队平均年龄 !& 岁，)$ 后 )' 后大
有人在。整个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也是如
此。林宝军的管理哲学是：要敢于给年轻
人压担子，要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他
还有一套管理艺术：“中国人喜欢讲不足，
实际上严格要求不等于不能表扬，好孩子
其实是夸出来的。”

林宝军说，谁都有缺点，好的管理就
是要把优点发挥出来。“所以，制度不在
多，关键在于有效性。洋洋洒洒上百页、数
千条，不如利利索索三五条。”在上海微小
卫星工程中心，几乎每一个工种的管理制
度，都不能超过 &$条。
曾有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叹苦经，招贤

纳士太难，“这点经济待遇连大专生都看
不上”。林宝军回答说：那是招聘方向出了
错，我们就应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并且
让他们看到在每个具体的岗位上，通过几
年努力就有希望成为主任设计师。拥有了
这样的事业成就感，薪酬待遇、加班加点

再也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了。

万物互联
有一天我们这样用卫星

众所周知，“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向
中国和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的目标已经
实现。今年下半年起，*—)颗“北斗三号”
全球组网卫星又将发射入轨，服务区域、
信号质量、精度和连续可用性都再向前迈
进一大步。"$"$年前后建成北斗全球系
统向全球提供一流服务的目标，似乎正在
朝“北斗人”们招手。

近日在上海成功举办的第八届中国
卫导航学术年会，提出了令人充满遐想的
“定位，万物互联”主题。林宝军说，位置与
时间，干任何事都离不了它们，而这正是
导航的基本要素。“未来，我对卫星的第一
个期待就是皮实、好用，不断改善用户体
验；第二，简化地面管理，改善卫星自主管
理和在轨赋能的能力；第三，各项指标全
面提升，真正服务于民生，甚至能产生改
变世界的力量。”
他为记者描绘了一幅导航卫星与人类

的美好蓝图：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直接向
卫星提要求，需要什么数据直接管卫星要
……至于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会有一
天，人们像现在把苹果手机换成华为一样
喜欢北斗胜过 +,-”。 本报记者 董纯蕾

打造“有灵魂”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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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高能物理是人类探究世界万物万象
本源的利器，全球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团队
都在竞相研究如何用这把利刃雕刻出世
界本源的真相。在这一领域，中国科学家
从追赶同行到与同行并肩一直努力着，上
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上海交
大粒子与核物理研究所所长杨海军教授
团队就是其中之一。
在欧洲建造并运行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012是迄今为止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
"$&"年 (月，集合全球最优秀科学家的
研究团队在 /01实验中发现了寻找

已久的“上帝粒子”希格斯粒子。"$$'年杨
海军教授就参与了 /01项目中的 34/3-

实验，是实验组大批量对撞数据处理和分
析的联络人之一，对希格斯粒子的历史性
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年杨海军在上
海交大创建对撞机实验组，成为上海第一
个加入欧洲 /01项目的科学家团队，目前
团队有 #个教授和 %个博士在日内瓦和上
海紧张工作，找到希格斯粒子之后，他们要
通过数据分析为上帝粒子“画像”。

探究物质最深层秘密的粒子物理是
基础研究的最前沿。作为破题关键的大型

强子对撞机的预研、建造和运行可以说集
当今人类科技之大成，也是世界各国激烈
竞争的焦点。未来，大型加速器和大型粒
子对撞机的计划已经走上议程———日本
的国际直线对撞机（5/1）、欧洲的未来环
形对撞机（611）、美国加速器中微子实验
（/786）、中国主导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
机和后续的超级质子对撞机（19,1:-,!
,1）都将可能给粒子物理带来突破性的
发展。

杨海军教授也是 19,1;-,,1 执行
委员会核心成员，是科技部探测器关键技

术预研课题负责人。他介绍说：“目前整个
项目正在预研阶段，我们正在开展加速器
和探测器的概念设计，及关键技术预研，
物理模拟与分析等内容。”在这一领域工
作近 "$年，杨海军感受到中国科学实力
的巨大变化，“曾经我们是跟着别人走，现
在逐渐变成齐头并进，并且希望未来能够
领跑基础研究。19,1;-,,1一旦建成，将
有助于吸引顶尖科学家以及海内外高水
平人才来到中国，打造多个世界最前沿的
科研平台，形成比肩发达国家的大型研究
中心。”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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