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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17时38分，神舟十号飞船一飞冲天，准确入轨。问天之旅再度起航，凝聚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
从神一到神十，从火箭推进剂到飞船轴承，再到逃逸塔锻件，神舟系列飞船上承载着洛阳人的自豪与骄傲！
“洛阳制造”给力中国航天事业，参与航天工程的洛阳人，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曲动人之歌。

神十飞天，“洛阳制造”再给力
本报记者 赵志伟 王晓丹/文 潘郁/图

火箭推进剂是火箭升空的动力源，
它的性能是决定火箭发动机喷气速度的
重要因素之一。在点燃过程中，推进剂
燃烧的热化学能转变为高速排气的动
能，使火箭获得足够速度升空。

从1970年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到神舟系列飞
船，黎明化工研究院生产的火箭推进剂
原材料，一直为我国航天事业提供着源
源不断的“动力”。

谈及我国航空航天化学推进剂的诞
生地黎明化工研究院，就不能不提到一
个人，他就是李俊贤。

作为中国火箭推进剂的创始人之
一，李俊贤的科研成果实现了中国人一
个又一个飞天梦。60余年来，他淡泊名
利、甘于奉献，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与寂寞
相伴的科研事业。

神十发射前夕，我们采访了这位中
国工程院院士、黎明化工研究院原院长、
今年已经85岁的李俊贤。

参与钱学森的战略布局

见到李俊贤时，老人精神矍铄，他用
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为我们讲述了
自己的科技人生以及他与中国火箭推进
剂结下的不解之缘……

1928年，李俊贤出生于四川省眉山
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50 年毕业于乐
山市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化工专业。

20世纪50年代，我国提出了“两弹
一星”及其火箭推进剂研制任务。刚从
国外学成回国的李俊贤，被安排到北京
化 工 研 究 院 五 所 执 行 一 项“ 秘 密 任
务”——承担偏二甲基肼等四个课题的
研究，并先后担任火箭推进剂研究室副
主任、主任职务。

“其实我当时并不晓得为何要研制
偏二甲基肼，若干年后才知道，我国‘两
弹一星’奠基人之一的钱学森，他的战略
布局需要偏二甲基肼。”李俊贤回忆道。

火箭升空必须依靠强大的推动力才
能实现，偏二甲基肼就是让火箭冲向太
空的推进剂。在“两弹一星”系统工程建
设中，推进剂的研制必须先行。只有有
了火箭动力源，才能设计和进行火箭发
动机点火试验。没有这个关键的动力
源，“两弹一星”就上不了天，相当于造好
了汽车而没有汽油。

宁被处分也要搞研究

刚开始，由于资料缺乏、基础薄弱，
课题研究进展不大，李俊贤和同事们对
偏二甲基肼的20多种制备方法逐一进
行分析，筛选出可能工业化的制备方
法。充分论证后，他提出用液相氯胺法
制备偏二甲基肼。当时上级领导更倾
向于气相法制备。于是，上级决定，李
俊贤所在的单位利用气相法制备偏二
甲基肼，上海化工研究院则采用液相法
制备。

李俊贤在试验中发现，气相法看似
获取的燃料浓度高，但存在一些当时条
件下难以解决的困难，而液相法已有一
定基础，选择液相法进行深入研究反而
能在短期内完成，且能提供大规模生产
所需的技术数据。

为保险起见，李俊贤又查阅了大量
资料，坚信液相法是最好的选择。当时
他认为：“上海化工研究院没有这方面的
积累，我能比他们做得更快，更能成功。”

可是不按上级的要求进行试验，延
误工期是要承担责任风险的。好在他的
想法得到了全组成员的一致认同。为了

早一天为中国火箭提供强大的动力源，
全组人员顶着压力，继续进行液相法制
偏二甲基肼的研究。经过半年的埋头苦
干，他们经合成扩大试验取得的数据表
明，完全可以用于工业生产。

消息还是被上级知道了，领导们不
但没有追究他们的“违纪”责任，反而认
同了他们的“秘密研究”成果。

山沟里升起“东方红”

推进剂研制获得突破性进展后，生
产任务被提上日程。

1965 年春天，周恩来总理指示，要
求化工部立即组织大会战，以最快的速
度生产出高能推进剂燃料。1966年，国
家决定在青海修建工厂生产推进剂。
38 岁的李俊贤告别了妻子和刚满月的
女儿，来到青海省的一个山沟里，在一个
化肥厂的旧址上筹建黎明化工厂，建设
中国第一套制备偏二甲基肼装置，并担
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海拔2400多米、气压低、氧气稀薄，
吃的是盐水煮蚕豆、青稞粉，睡的是大通
铺，遇到下雨，泥水经常渗透被褥，冬天
下雪，大家互相依偎着取暖……

他在试制、装配、试车等关键阶段，
经常日夜不离现场。对于各种设备的安
装，他总是亲力亲为，反复检查和把关。
由于试制、设备都在露天工地，加上分析
仪器跟不上，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他和
同事们往往要在没有围墙、-20℃的车
间里连续观察十几个小时，以便修正工
艺方案。在异常艰苦的高原深处，李俊
贤默默坚守毫无怨言。

1967年年底，他们终于在大山沟里
建起中国第一套制备偏二甲基肼装置，
该装置于1968年2月正式生产。

1970年4月，我国使用偏二甲基肼
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
红一号”。此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
以及神舟系列飞船升空，均使用了偏二
甲基肼。直至今天，偏二甲基肼仍是国
内重要的推进剂燃料。

继偏二甲基肼研制成功之后，李俊
贤又先后完成了一甲基肼等一批具有世
界先进水平的推进剂和原材料的研发工
作，为我国的卫星上天、鱼雷潜海提供了
动力保证。

1995年，李俊贤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黎明化工院的一面旗帜

采访中，黎明化工研究院的许多职
工，都把这位耄耋老人当成心中的楷模。

“他对事业极其执着，对名利却很淡
泊。在一些重大项目的研究过程中，一
些关键问题都由他亲手解决，但是在成
果申报署名上，他却总是把自己的名字
勾掉。他常说，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功
劳是大家的。”

“在研讨问题上，他从来不以成功人
士自居，总是耐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尊重
年轻人的想法。他虽然有着杰出的成
就，但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平常人的位
置上。”

黎明化工研究院科技部主任王宏伟
说，黎明院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配套单
位之一，从未停止过科技创新的脚步，李
俊贤作为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和载人
航天工程的英雄，更是黎明化工院的一
面旗帜，他将时时刻刻激励着黎明人奋
勇向前。目前，黎明院的研发团队正致
力于推出多种新型推进剂产品，以满足
不同领域的需求。

■关键词一：
火箭推进剂

从1970年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到神舟系列飞船，黎明化工研究院生产的火箭推进剂原材料，
一直为我国航天事业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我国航天史上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
术难度和安全可靠性要求最高的跨世纪
国家重点工程，由航天员、空间应用、载
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着
陆场、空间实验室等八大系统组成。

这八大系统涉及学科领域广泛、技
术含量高度密集，全国100多个研究院
所、3000多个协作单位和数十万工作人
员承担了研制建设任务。

多年来，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在我国载人航天八大系统中一直参与
其中七大系统中特种轴承的研制任务，
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

在航天员系统中，轴研科技参与了
舱内航天服、舱外航天服温度控制系统
及关节轴承的研制任务；在空间应用系
统中，参与了红外扫描地平仪、ccd光学
扫描相机专用固体润滑轴承的研制任
务；在载人飞船系统中，参与了飞船太阳
帆板展开机构、驱动机构轴承、惯性导航
系统陀螺仪轴承、动量轮轴承及组件以
及航天员生命保障系统轴承的研制任
务；在运载火箭系统中，参与了火箭液氢
液氧泵高速轴承、火箭导航平台用精密
轴承的研制任务；在测控通信系统中，参
与了远洋测控船导航系统平台轴承及高
速陀螺仪轴承的研制工作；在着陆场系
统中，参与了海上、陆上搜索直升机用单
向离合器轴承的研制工作；在空间实验
室系统中，参与了空间实验室航天员生
命保障系统轴承、惯性导航系统陀螺仪
轴承、太阳帆板驱动机构轴承、机动变轨
系统控制力矩陀螺、对接阻尼驱动电机
轴承等的研制工作。

特种轴承开发部微型轴承及传动部

件设计室，堪称洛阳轴研科技的“特种部
队”，专门从事特种精密微型轴承及动量
轮、轴承组件的研究开发工作，其研发的
轴承主要应用在卫星、飞船、飞机、舰船、
车辆的高精密导航系统。

请看三个“棋王”的轴承人生。

围棋高手带领“特种部队”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型轴承
及传动部件设计室现有技术人员17名，这
些技术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3岁，是一支富
有朝气的年轻科研队伍。他们用一流的业
绩，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立下赫赫战功。

有趣的是，这支“特种部队”中，有三
个不同领域的“棋王”，他们将自己的兴
趣装进口袋，把青春献给了轴承事业。

葛世东，今年44岁，是微型轴承及
传动部件设计室主任。

作为“队长”，他刻苦钻研，带领团队
出色完成了各项科研计划。

我国研制的第一代大功率大容量通
信卫星，卫星的设计寿命为5年，要求卫
星惯性陀螺导航系统的轴承寿命达到两
万个小时，而当时我国这种轴承的寿命
最长只有 1 万个小时，远远不能满足卫
星的设计寿命要求。

有关部门只得准备采用国外产品，
但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怎么办？

为破解这一难题，葛世东率领课题
组和航天部门的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
在试验室里反复做试验，先后解决了陀
螺马达轴承的保持架高速运转稳定性问
题、高精度陀螺马达轴承的预跑合及筛
选技术、高速陀螺马达轴承的精密润滑
技术等一系列难题，最终成功使我国卫
星惯性陀螺导航系统轴承寿命提高到两

万个小时，为我国研制成功新一代大容
量通信卫星奠定了基础。

神八至神十飞船的发射，事关我国
建立空间站，是我国航天事业走向外太
空的重要环节。

葛世东接受了从神八至神十飞船用
于轨道舱、返回舱姿态控制系统以及太空
服生命保障系统高速泵轴承的研制任务。

生命保障系统高速泵轴承是保障航
天员生命及仪器设备正常工作的关键部
件，一旦出现故障，将导致整个太空站不
能正常工作，更为严重的还可能导致站
毁人亡。因此，研制工作的责任和压力
极其巨大，技术难度空前。

按照设计要求，生命保障系统高速
泵轴承的寿命要由原来神一至神七飞船
的1000个小时，提高到至少6000个小
时，寿命提高5倍以上，轴承的可靠性要
求也由原来的90%提高到99%。

面对挑战，葛世东带领课题组成员
日夜“泡”在办公室和试验室，一个方案
一个方案精心计算，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缜密分析。当所有的方案都无法满足性
能要求时，设计进入了死胡同。

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继续试验、计算，再试验、再计

算，最终通过一种突破常规的极限设计
方法，获得了最佳的设计参数组合。方
案顺利通过了航天部门的设计评审，研
制的轴承也一次性通过了主机高速泵
6000个小时考核试验。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队长”还
有一个特殊爱好——下围棋，他是围棋
业余四段，还曾在网络比赛上拿过奖。
但是，繁忙的科研工作让葛世东长期“疏
远”了围棋，他说，等这批年轻人都成长
起来了，我有的是时间下棋。

国际象棋冠军的飞天梦

“嫦娥二号”探月卫星、“天宫一号”
空间实验室的姿态控制系统上关键旋转
部件所用的轴承，也是由葛世东团队研
发的。

今年37岁的杨虎，承担着该轴承的
研制和试验任务。

“嫦娥二号”探月卫星2010年10月
1 日成功升空，中国人千年奔月的梦想
一朝实现。

杨虎说，当时，“嫦娥二号”的任务有
三大关键节点：第一大节点是“嫦娥二
号”发射时直接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第二
大节点是“嫦娥二号”在接近月球100公
里时进行第一次近月制动，第三大节点
是“嫦娥二号”在轨道测试实验以后要进
行一次机动变轨。这三个关键节点都与
他们研制的高精度特种轴承密切相关。

与“嫦娥一号”不同，“嫦娥二号”直
飞月球的方式对运载火箭的入轨精度和
入轨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护送

“嫦娥二号”上天任务用了推动力更大的
长征三号丙火箭。其中，影响火箭入轨
精度和入轨速度的主要是火箭的惯性导
航平台和氢氧火箭发动机。

前者对轴承精度性能要求很高，后
者要求轴承在恶劣条件下正常工作。杨
虎和同事们通过不懈努力，一举突破了
所有技术难点，终于研制成功一种大推
力火箭发动机专用高精度四点角接触球
轴承（用在氢氧火箭发动机上）和两种高
精度的陀螺电机专用精密轴承（用在火
箭的惯性导航平台上），保证了长征三号
丙火箭高精度将“嫦娥二号”送入地月转
移轨道。 （下转03版）

■关键词二：

飞船特种轴承
多年来，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国载人航天八大

系统中一直参与其中七大系统中特种轴承的研制任务，为我国
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瞧，这些都是航天轴承

洛阳轴研科技的技术人员研制航天轴承

黎明化工研究院技术人员正在攻关

李俊贤讲述火箭推进剂研制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