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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瑶为小游客讲解星空知识张佳瑶为小游客讲解星空知识，，并带领他们开展并带领他们开展

科普活动科普活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用 心 擦 亮“ 国 家 名 片 ”
——记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期待更多民企科学家获评院士

沈

慧

““华龙一号华龙一号””示范工程所在地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基地示范工程所在地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基地。。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吴宇翔在中核集团科技工作会上发言吴宇翔在中核集团科技工作会上发言。。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依稀还记得刚来核电设计院的第一

天。那天没有艳阳高照，也没有乌云密布，

有的只是柔和的阳光和柔和的风。”回忆起

多年前面试时的场景，吴宇翔有一种云淡

风轻的洒脱。十几年过去，他已经从青涩

的毕业生成长为优秀的核电设计师。

近日，在由北京市科协、北京科技记协

组织的“首都科技人”宣传活动中，记者采

访了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华龙后续机型

副总设计师兼总师办主任吴宇翔。

人生之路

1983 年出生于安徽黄山的吴宇翔，从

小就学业优秀，是“别人家的孩子”。2001

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核物理系，从此在清华

园本硕博连读，度过了 9 年的青春时光。

这也是他探索人生道路，树立远大志

向的 9 年。

他 在 读 硕 博 期 间 发 表 了 多 篇 SCI 论

文，去最火的证券公司实习过，尝试过大学

生创业办企业，还在基层政府锻炼过⋯⋯

毕业后要做什么？创业还是从政，做科研

还是做金融？那时纵目所至，条条大路皆

为坦途。然而叩问内心，他想起了老校友

的一段话，和马兰基地的一段实践经历。

1966 级清华大学校友返校演讲时曾对

同学们说：“我们是从清华毕业的极普通的

学生，仅仅因为我们投身到了一个伟大的

事业中，仅仅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

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体现了我

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马兰基地是我国核试验基地之一，也

是“两弹”研发的军事纪念地，众多清华学

长在此奉献终身。吴宇翔曾去马兰基地参

加 学 校 实 践 活 动 ，感 受 到 这 项 事 业 的 伟

大。“把个人的小追求和国家的大需要相结

合，才能找到可以发光发热的大平台。”

在毕业之前，吴宇翔最终下定决心：做

一名核电设计师，追梦“核电强国”。2010

年，他博士毕业，加入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

司，从事核电总体设计和型号研发工作。

入职 3 个月，有个与国外客户的技术交

流会，一整天安排了十几个交流议题。吴

宇翔被安排负责其中一个议题的 PPT 和现

场主讲、英文交流。他虽然是核专业的博

士，可对核电的认识仅限于几门基础课。

好在中间隔了一个周末，吴宇翔把自己关

在房间里整整两天，反复演练，假想各种问

题，恶补相关知识。到了周一开会，对方提

出调整议题，他负责的议题变成了第一个

议题。由于准备充分，他完成了一个精彩

的职场首秀。

可是好景不长，2011 年 3 月国外一场

核事故使得整个核电行业高速发展的势头

戛然而止，设计院开始了大幅降薪，一些年

轻人改行了。

是走是留？“我很幸运，在职业生涯的

头几年遇见了这个行业中最出色的一批

人。”吴宇翔看着身边的杰出前辈和优秀队

友，选择了坚守。

报效国家

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当属

华龙一号。中国大陆自 1991 年第一台核电

机组并网发电以来，坚持自主设计与引进

消化吸收并重的技术发展路线。华龙一号

是我国两大核电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和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在 30 余年核

电科研、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的基

础上，自主研发的先进百万千瓦级压水堆

核电技术。

年轻、英语好、专业扎实的吴宇翔，承

担起“国际核电推销员”的光荣使命，助力

华龙一号“出海”。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许

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2012 年 6 月，他随团队赴国外参加主

合同谈判。抵达后，对方提出 1000 多个技

术问题，这些问题的答复成为主合同技术

附件签订的前提条件。当时条件艰苦，每

4 个小时就要停 1 个小时电，没有空调，天

气炎热，蚊虫肆虐。团队成员连续熬夜工

作，最终仅用 2 周时间，在此轮谈判中解决

了对方所有问题，将技术附件固化，为主合

同的签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5 年春节前夕，吴宇翔接到一项紧

急任务：回复国外客户的技术问题，春节期

间提交答复。他主动放弃春节和家人团聚

的时间，假期连续加班 7 天，高质量地完成

了 20 多个技术问题的回复。

2018 年 2 月，吴宇翔所在的团队参加

国外一核电项目的投标工作，在不到一天

的时间内，克服时差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会上，他们介绍了投标文件的技术内容，向

对方宣传了华龙一号的设计理念，出色完

成了重点问题的口头答辩。

中国核电走向世界，带来了各国

友好人士对于“中国制造”的浓厚

兴趣和高度赞扬。曾有一位联

合国官员在听到华龙一号讲

解后说：“我相信中国人能造

出世界上最好的核电站。”

“每到这时，我都意识

到 自 己 不 再 是 代 表 着 自

己，甚至不只代表着设计

院 ，而 是 代 表 着 中 国 的

核工业。”吴宇翔说。

他牵头编撰的《华

龙一号：能动与非能动

相结合的压水堆核电

厂》，是全面介绍华龙一号的第一本公开著

作；历时 3 年撰写的《世界核反应堆大全》，

填补了国内核电反应堆工具书领域的空

白；他还在中国工程院院刊和英国核学会

杂志上发表了介绍华龙一号的专题文章。

这些工作提高了华龙一号的影响力。

在华龙一号研发基本成型时，吴宇翔

意识到标准自主化对于核电技术自主化的

关键作用，牵头编撰完成《华龙一号技术标

准体系分析与策划报告》。报告得到中核

集团的高度重视，批准课题立项，“华龙一

号国家标准化示范项目”得到了相关部门

的共同支持。课题历时 4 年，建立了一套涵

盖全生命周期的自主化核电标准体系，为

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和“走出去”创造了有

利条件。

奋楫笃行

2021 年 1 月，“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

清核电 5 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中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跻身世界先

进行列。

在此之前，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吴宇

翔，已于 2018 年开始负责华龙后续机型研

发工作。

华龙后续机型研发是中核集团实现大

型压水堆技术从“并跑”到“领跑”的战略任

务。作为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兼总师

办主任，吴宇翔在总设计师的带领下，承担

了技术指标和特征论证、科研立项和审查、

型号研发团队组建、型号研发工作组织实

施、重要技术问题决策等一系列重要

工作。

新 型 号 研 发

项 目 像“ 磁

铁 ”一

样，吸走了他的精力和时间。

华龙一号采用双层安全壳设计，将台

风、海啸、地震、飞机撞击等极端情况均纳

入考量，足以满足最苛刻的核安全标准。

能否在保持原有安全性的前提下，把双层

混凝土安全壳改成单层？

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和理论计算，华

龙后续机型研发团队大胆进行了创新设

计。单层安全壳靶板撞击实验表明，这种

新的预应力混凝土安全壳强度超出预期，

单层就能够实现不低于原先双层安全壳的

防护能力。

华龙后续机型研发团队克服种种困

难，研发任务比预期时间提前 8 个月完成，

为科研成果早日落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截至 2024 年，我国在运和核准在建核

电机组数量达到 102 台，装机规模跃升至

1.13 亿千瓦，规模升至世界第一。

“我要做一名为国为民、无怨无悔的核

电设计师。”吴宇翔说，“希望未来的核电技

术更安全、更智慧、更环保、更经济，让中国

核电的名片更加闪耀。”

宁夏年均晴好天气近 300 天，四季

皆宜观星，被誉为“星星的故乡”。近

年来，随着旅游业发展，这里吸引了众

多游客打卡，观星师这一专门为游客

提供天文知识讲解和观星体验指导的

新型职业应运而生。

“00 后 ”张 佳 瑶 是 一 名 观 星 师 。

她成长于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谈及

为何选择这一职业，她说：“小时候，

我看着漫天星河，听奶奶讲牛郎与织

女的传说，对星空产生无限的遐想与

向 往 ，在 心 里 埋 下 了 探 索 星 空 的 种

子。”大学毕业后，张佳瑶成为中卫市

沙坡头区沙漠星星酒店的一名观星

师，主要负责观星项目的策划、推介

与讲解工作。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张佳瑶都会

习惯性地打开手机，了解当日观星指

数。“作为观星师，要对当天能否看到

星星、月亮形状变化等做到心中有数，

才能为游客提供准确的观星时间建

议 ，避 免 误 导 游 客 错 失 观 星 时 机 。”

她说。

张佳瑶白天在酒店开设的星空讲

座课堂为游客讲解天文知识和观星技

巧，晚上引领并指导游客观星。“虽然

我的工作繁忙，但却乐在其中。当流

星雨划破夜空时，每个游客都激动不

已，我也为他们感到快乐。”张佳瑶对

带领游客观星的经历记忆犹新。“这

也更坚定了我做好这份工作的决心。”

在张佳瑶看来，观星师是一份治

愈心灵的工作。“在浩瀚星空下，我引

领游客探索璀璨星河，与他们分享观

星故事，总能感受到快乐。大家一起

仰望星空，放松身心，无论是对自己还

是对游客，都是一种享受。”她说。

“做一名合格的观星师，需要不断

学习和探索。”张佳瑶说，浩瀚宇宙深

邃神秘，要解读好各种天文现象，必须

做足功课。特别是有些游客本身就是

天文爱好者，他们的天文知识素养较

高，会提出一些深入的问题。这促使

观星师们持续学习充电，不断增加知

识储备，提升讲解技巧。

在工作中，张佳瑶会结合不同类

型和年龄段游客的不同需求进行活动

设计，努力提升游客体验。“作为观星

师，要把策划和游客喜好结合，引导他

们充分感受星空魅力。”张佳瑶说。

在“抓拍牛郎星和织女星”的七夕

节活动中，她教给游客如何使用专业

观星装备，捕捉罕见的天文景象；和小

朋友在一起时，她会与他们探讨如何

在浩渺夜空找寻奥特曼的故乡；遇到

希望拍照留念的游客，她会耐心指导

他们用摄影工具记录星空下的美好时

刻，与他们交流拍摄星空的技巧，帮助

他们拍出好看的星空图片。“太震撼

了！在这里用手机就能拍出星空大

片。”听着游客的赞叹，张佳瑶不禁欣

慰地笑了。

为了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张佳

瑶带领游客在酒店打造的观星谷中

观察星空。游客躺在谷中，可以清晰

地 看 到 银 河 ，仿 佛 置 身 于 星 辰 大 海

之中。

“在夜空中，银河像一条宽阔的光

带，横贯整个天穹。它的光芒柔和而

明亮，星星以不同的亮度和色彩点缀

着夜空。”在静谧的夜晚，张佳瑶用缓

慢柔和的语气进行讲解，给游客带来

视听双重享受。开场白后，她向游客

介绍北斗星在夜空中的位置，引导他

们找寻北斗星，进而探索其他星座，逐

步揭开星空的神秘面纱。

张佳瑶介绍，沙漠观星还需时常

应 对“ 不 测 风 云 ”，及 时 调 整 活 动 计

划。“遇到沙尘天气看不到星星时，我

们会增加室内活动，比如举办与星星

有关的演唱会、分享星空涂鸦、讲解沙

尘天气形成原因等，让游客从多种角

度认识和感受星空。”

当 前 ，星 空 旅 游 快 速 发 展 ，越 来

越多人愿意参与观星互动，了解和探

索星空，观星师这一行业正吸引更多

人加入。“星空璀璨、浩瀚无垠，有无

限探索的空间。”在张佳瑶看来，“探

索星空的奥秘，传递宇宙的浪漫，正

是观星师这份职业的意义。只有沉

浸其中，才会有更多发现，创造更多

精彩。”

追 逐 星 星 的 人

□ 本报记者 马呈忠

近日，2025 年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启

动，一个细节引发关注：本年度，中国工

程院院士增选总名额不超过 100 名，其

中 8 个名额主要用于支持民营科技领军

企业的候选人。从前几年的“鼓励参选”

到如今“设立专项”，既打破了院士增选

的传统格局，更彰显了国家对民企科学

家创新贡献的高度认可。

华为的 5G 技术，让中国在全球通

信标准制定中赢得了重要话语权；大疆

的无人机，重新定义了全球消费级无人

机市场格局；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助

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领跑全球⋯⋯

近 年 来 ，民 营 企 业 跑 出 了 令 人 瞩 目 的

“中国速度”。这些成绩，正是民企科学

家 们 用 智 慧 和 汗 水 浇 灌 的“ 创 新 之

花”。不过，由于学术评价体系等方面

的原因，大量民企科技人才长期徘徊在

学术荣誉体系的边缘。特别是代表我

国科学技术方面和工程科技领域最高

荣誉的两院院士，目前仍以高校、科研

机构和国企的科研人员为主，来自民营

企业的寥寥无几。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入发展，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

移。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民企科技工作

者亟需实现从“创新主体”向“科技创新

主体”的战略转型，不但要进行技术创

新，还要在科学研究上发挥更多更大作

用。在创新实践中，一方面，应保持市

场敏锐度，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具体

技术难题；另一方面，应努力改变一直

以来“重应用轻基础”的研发模式，以前

瞻性眼光布局基础研究，力争在关键核

心 技 术 源 头 和 理 论 等 方 面 实 现 重 大

突破。

当选院士不仅是一份崇高的荣誉，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广大民企科技

工作者要自觉把学术追求融入建设科技

强国的伟大事业。在创新格局上，民企

科技工作者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

和深度进军。在具体科研工作中，则要

立足企业创新优势，积极牵头承担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积极参

加学术研究和交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及相关学科发展。

展望未来，期待更多优秀民企科学家以“国之大者”的胸怀、

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敢为天下先的魄力，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

任，在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实践中书写人生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