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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磁体上太空#不可能$

!中国制造"#不可能$

美国恢复发射计划#不可能$

太多的不可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和他的

磁谱仪项目团队都经历了#但他们始终坚持着$ !一切都

要从零开始$很多人当初认为不可能#但我们做到了3"

丁肇中说$

磁体上天)))中国人解决了近
)"

年无法攻

克的世界难题

!!

寒风刺骨&雪花纷飞$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院

内#一位穿着灰色大衣的老人吃力地挪动脚步#跟在一辆

卡车后#雪地里留下一长串脚印..

这位老人正是丁肇中#卡车上装载着凝聚着他多年心

血的磁谱仪$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专家陈鹏回忆说#今年
!

月#丁教

授率领大家对磁谱仪进行运输测试$ !当时#大家都迫不

及待地钻进汽车#发动马达#准备跟上卡车#观察可能出

现的问题$忽然#人们发现丁教授徒步跟在卡车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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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老人#就这样冒着风雪#跟着卡车#围着偌大的测试场走了

两圈#这让在场的所有记者和科学家为之动容$"这一幕同样令电工所应用

超导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秋良感叹$

!磁谱仪项目是我
)"

多年里遇到的难度最大的实验#甚至比当初为我

带来诺贝尔奖的发现
7

粒子的实验还要困难得多"$丁肇中说$他发现
7

粒

子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而磁谱仪项目却让他及其国际团队奋斗了十

多年$

磁谱仪项目的关键是将一个桌子大小的磁体送入太空#目的是寻找宇

宙中的反物质和暗物质#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变$

!我的创意是
%(()

年
!

&

&

月时提出的#因为我在
'"

年代末就做过反

物质的实验#此后也经臣虑暗物质&反物质的问题$"

然而#他的创意面临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大型磁体上不

了天#因为此前的大型磁体有漏磁和二极磁矩问题#这些都会严重干扰航

天器飞行$

%($!

年#曾有科学家提出过类似计划#但因无法解决上述问题

而放弃$

!丁教授找来许多国家的科学家#英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但都找

不出好方法#"王秋良说$

%(()

年#丁肇中偶然在美国一份文献中看到中科院电工所的论文#发

现中国能制造很好的磁铁#于是飞到北京#造访电工所$与俄罗斯方案相

比#电工所提出的永磁体方案具有重量轻&无漏磁&无二极磁矩及磁场均

匀等优点$

丁肇中把中国的方案带回美国#获得一致肯定#

%((*

年#与中方签署

了合作合同$

!近
)"

年无法解决的难题#最后还是由中科院电工所给解决了$"丁肇

中说#!如果缺少了中国科学家#如何将大型磁体放入太空这一几十年来的

难题恐怕现在还无法解决$"

%((#

年
'

月#磁谱仪项目的实验机阿尔法磁谱仪
%

终于搭乘 !发现"

号航天飞机升空
%"

天#获得了大量重要数据#其核心部分就是中国制造的

永磁体系统$

!"%%

年
!

月#阿尔法磁谱仪
!

将搭载最后一班航天飞机#在国际空间

站开始长达十余年的太空探索#而其核心部分仍是当年的 !中国制造"$

创新年轮
!

攀登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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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品#经过航天飞机飞行#经过
%!

年的存放#还能上天#这足

以说明#咱们提供的产品质量非常优良#性能特别稳定#"中国航天集团公

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所 +简称 !航天科技一院",专家王毅说$

!中国制造")))美国人破例取消第三阶段安全评审

浩瀚太空中将有一颗明亮的人造星体#那上面有用中国科学家智慧造

就的磁体$

!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循#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在有限的

时间内作出永磁体系统#完全是我们奋力拼搏的结果$"谈起磁谱仪项目中

的最核心部件#中科院高能所所长陈和生显得很自豪$

!我们的磁体和主结构从设计#到制造#再到测试#整个过程都在中国

完成#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中国造$"

磁体由中科院电工所制造#采用的是新型高磁能积钕铁硼材料#内径

%2%

米#外径
%2)

米#长
"2#

米'主结构由中国航天科技一院设计#是一个

由内&外蒙皮构成的同心圆柱体#!我们的东西很薄#外蒙皮
)

毫米#内蒙

皮
&

毫米#实际重量只有
&""

公斤#但可承载的重量是它的
$

倍#重达两

吨#而且要承受航天飞机起飞&飞行&着陆过程中的载荷#要求不变形#

其难度非常大#航天技师们创新了很多工艺$"磁谱仪项目航天科技一院负

责人李昌懋说$

美国对随航天飞机上天的设备要求非常严格$丁肇中举例说#航天局

连做螺丝的人都要知道 !是谁#受过什么教育$"

由此可见#要通过美国航天局的安全评审 !难于登天"$ !中国制造"

能达标吗* 一些美国专家心存疑虑$在主结构检测时#美国航天局特别要

求在振动实验和离心实验上额外增加一次静力实验$

然而#一系列验收彻底改变了美国航天局的看法$航天科技一院磁谱

仪主结构项目地面实验总负责人陈振官回忆说#美国航天局有个叫肯(鲍

尔的专家在验收他们的产品后对其上司说#!如果你们要找一家能够设计和

制造一流航天产品的机构的话#那我告诉你#中国有个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他们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

美国航天局磁谱仪项目经理吉姆(贝茨先生在验收结束后曾给航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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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一院发去电子邮件#他用两个惊叹号告知该院产品极为顺利地通过了第

二阶段的安全评审#航天局决定取消第三阶段的安全评审$

按照惯例#所有航天飞机的有效载荷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的安全评审$

而航天科技一院制造的 !磁体主结构作为航天飞机的有效载荷#在安全评

审中开创了先例#所有提出的问题均用实验数据及事实作出了回答$没有

一点猜测"#贝茨说$

除永磁体系统是中国制造外#磁谱仪项目的整体散热系统&轨迹探测

器热控系统&地面模拟系统&电磁量能器结构和地面总装支撑设备的设计

及研制等也分别由山东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独立或参与完成'而台湾的中山科学院也完成了 !不可能任务")))为

磁谱仪项目设计出了运行速度比美国航天局现行系统快
%"

倍的电子控制

系统$

丁肇中表示%!中国科学家 +包括大陆和台湾,为磁谱仪实验做出了决

定性的贡献#其中尤以中科院电工所&航天科技一院和台湾中山科学院贡

献最大最为关键$"

在今年
#

月于日内瓦举行的磁谱仪项目技术报告会上#丁肇中专门回

顾了中美合作进程%!由中国独立研制的磁体及其主结构的设计&工艺&生

产&试验都接受了美国的严格审查#完全满足项目的总体要求$"

恢复发射)))丁肇中让美国国会为一个科学实验立法

今年
#

月底的一天#美国空军一架
1*

大型运输机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徐

徐降落#将阿尔法磁谱仪
!

送抵它上天前的最后一站$

从
%(()

年的创意诞生#到今天阿尔法磁谱仪
!

的蓄势待发#

%'

个国家

和地区
'"

个研究机构的
'""

多名科学家参与其中#耗资近
!"

亿美元#这

是粒子物理领域最前沿的实验#也是继国际空间站等大型科研项目后#又

一个国际科技合作的典范$但它的实施一波三折$

!没有丁教授的执着#这个项目干不起来#绝对干不起来#"曾给丁肇

中当了两年助手的王毅说$

!""&

年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重返大气层时意外爆炸#美国航天计

划陷入困境#原定于
!""*

年用航天飞机运送磁谱仪的计划被取消$磁谱仪

创新年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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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前途未卜$

丁肇中想了很多办法#包括试图用中国长征
&

号乙运载火箭$王毅说%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准备以一个通用卫星平台为基础#把磁谱

仪安装在上面#这是一个备份选择$"

其间#丁肇中经常飞到华盛顿会见相关人士#并去美国国会解释这个

实验的重要性#终于促使美国国会在
!""#

年通过相关法案#让磁谱仪项目

有了法律保护$

!为一个科学实验立法#这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电工所专家王秋

良说$

是丁肇中的执着#让美国航天局增加了航天飞机的一次飞行$丁肇中

自己也说#!如果没有磁谱仪任务#航天飞机
!"%"

年内肯定退役了"$

王毅说#大家对丁教授很敬重#他的职业和敬业精神也让中国航天人

感动$!这个老先生#为了项目满天飞#谁见了都特别心疼"$

!丁教授今年
$)

岁#也是高龄了$他为这个项目差点丢了命$"航天科

技一院李昌懋回忆说#!有一次#丁教授在中国得了一场大病#是胃穿孔#

在去机场的路上#人突然昏过去了#结果被紧急送往医院手术后线还没拆#

他就跑去开会$那天下着小雨#他见我后的第一句话%/哎呀#差一点就见

不着面了0$"

无论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还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丁肇中

始终坚持着$

!这个实验#花了
%*

年时间#估计今后再不会有我这样 /傻0的人再

来重复做一次我这样的实验$"

当记者问磁谱仪实验会获得什么结果时#总喜欢说 !不知道"的这位

大科学家回答道%!不知道$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你不知道会发现什么$我

要给你一个推测的话#一定是错的$"

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变 !不可能"为可能$他的同事和朋友评价他

!不到最后不回头"$而用丁肇中自己的话说# !自然科学研究是有竞争性

的#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文章作品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