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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5月27日一早，86岁的杨士中院士将那辆用了20多年的老捷达轿车熟练地
停在车位上，迅即向重庆大学A区主教学楼26楼的办公室走去，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

这种情景，师生们早已见惯不惊。因为一年365天，他几乎天天如此。
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秉持矢志不渝的科学信念、怀揣“科技报国”的理想，是杨

士中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初心，也是他以身作则为学生们作出的最好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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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跨界”转行
“国家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在杨士中办公室的书柜里，密密麻麻
地摆放着数十张奖状，其中大部分和通信、
飞行器测控与遥感信息传输技术有关。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他最初学习的专
业与此一点都不沾边。

“用你们年轻人的话来说，我也是频频
‘跨界’。”杨士中风趣地说。

小学时代经历了重庆大轰炸，在家仇国
恨中认识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
理，初中时代又耳濡目染父亲在钢铁厂上班
的情形，“工业救国”的想法在杨士中的心里
萌发。于是，在报考大学选择志愿时，他毫
不犹豫地填报了重庆大学电机系。

1960年4月，因为在校期间成绩优异，
杨士中被中国科学院“一眼相中”，进入四
川分院工作。

那时，国家计算机工业处于“一穷二
白”阶段，我国拟定了多项重大科技任务，
建立和发展新兴科学技术领域，计算机研
发就是其中之一。

“国家有召唤，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
里去。”一进入工作岗位，杨士中就开始了
人生的第一次“跨界”——从研究电机转为
研发计算机。

他先后参加了功勋计算机——109计
算机的研发，还研制出晶体管雷达数据处
理计算机，并于1965年负责筹建了西南地
区第一个晶体管电路实验室。

“和计算机打了5年的交道，感觉刚刚
摸到了门道，我又转行了。”杨士中说。

彼时，我国开始研制人造卫星。因为
在计算机领域的突出表现，杨士中又成为
国家人造卫星的首批研发人员，迎来了人
生的第二次重要“跨界”。

他发明的重心频率理论，解决了相干
通信及精密跟踪系统中频率截获问题，从
而使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站能迅速捕
获卫星信号，进而精确跟踪和定位卫星。

卫星上天，必须与地面上的人实现“对
话”。当时的杨士中主要负责卫星跟踪、数
据传输和实时遥测遥控等技术的研发。

“那个时候，卫星和地面之间的图像传
输技术还处于研究的启蒙状态。”杨士中介
绍，当时，我国只有返回式胶卷型遥感卫
星。这种卫星上天时装有相机、胶卷，胶卷
两天就拍完了。

更麻烦的还在后面。这些胶卷跟着卫
星回收舱返回地球后，还须冲洗成照片才能

供研究使用。整个过程不仅花费成本巨大，
而且时间漫长，信息的实时性也大打折扣。

“如果卫星飞到太空以后，可以实时传
回图像就好了。”因此，杨士中被委以重任，
着手进行“卫星电视数传系统”的技术攻关。

“当时的遥感地面实验站，设立在山东
烟台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
挨店，生活十分艰苦，研究的过程也充满曲
折。”杨士中回忆，1983年9月，搭载着他们
研发的CCD电视遥感传输系统的遥感卫星
发射成功，清晰地传回了地面遥感图像。
这也标志着我国真正掌握了传输型遥感卫
星发射和传输、接收技术。

1985年，“卫星传输型CCD电视遥感
技术”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对此，杨士中深有感触：“科研要认真细
致，尽可能地把各项工作考虑完善。尽管这
样也会遇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千万
不能气馁，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

杨士中的第三次“跨界”转行是在1985
年进入重庆大学任教。在学校，他常把此前
的经历和学生们分享，并教导大家：专业领
域涉猎要广，出来之后才可以适应各方面的
需求。“不能说我学的是这个东西，到了工作
单位，不是我学的我不做，这个不行。”他说。

再一次“跨界”转行
“科研道路很长，我们会一步

一步往前走”

杨士中的第四次“跨界”转行发生在10
年前，这次他有了更宏大的目标——向太
空“借电”。

从太空获取电能，然后传回地球，这并
不是异想天开。杨士中解释，地面上的水
电、火电等资源有限，太阳能却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但目前太阳能的利用率并不高。
这是因为太阳能在经过地球大气层时衰减
了很多，但在距离地面3.6万公里的太空
中，太阳能却非常充裕。

于是，在2013年，杨士中和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段宝岩院士联名向国家建议，加强
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关键技术攻关。

按照两位院士的规划，在距地面3.6万
公里的太空中建设一座太阳能电站，既可
以避免大气层的“衰减效应”，也不受昼夜、
天气、区域纬度等影响，发电量还是地面太
阳能电站的数十倍。

“但是，要在太空中建设这么一座太阳
能电站，成本很高，预计需要30多年时间。
我们计划先在距离地面20来公里的平流
层，建设一座气球太阳能电站。”杨士中说，
这样既能克服空间太阳能电站等望时间太
长、耗资巨大问题，也能对未来的空间太阳
能电站所需技术进行优化和验证。

据杨士中院士团队骨干成员王韬介
绍，围绕向太空“借电”，团队正在开展微波
功率传输技术的研究。

“众所周知，家用微波炉加热饭菜的原
理就源自微波。”王韬解释，在科学领域，微
波有更“高大上”的用途——穿透大气层实
现远距离大功率无线输电。

针对集中高压空间太阳能电站方案存
在的缺点，杨士中提出分散独立汇聚的空
天太阳能电站系统方案。“该方案不仅解决
了超大功率波束精确指向接收孔径问题，
也省去了既昂贵复杂又不可靠的空间高压
超大功率电力传输设备，还解决了无法实
现的超大功率微波产生器或功率合成器、
超大功率天线及其馈源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王韬说。

如今，在重庆大学主教学楼旁临江位
置，一栋圆形的二层小楼即将竣工，楼顶安
装有类似锅盖一样的地面站微波功率接收
转换装置。

这是杨士中院士团队向太空“借电”的重
要实验基地——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该实验基地将于6月底前投入运行。目前，
该基地建设与相关科学研究同步进行。

“科研道路很长，我们会一步一步踏实
地往前走。”杨士中说。

一顿饭只吃7.4元
却一次性捐出50万元设立科教发展基金

“平时我穿得很随意，听说你们要来采访，我专
门换了一件衬衣。”见到记者，杨士中笑呵呵地说。

眼前的杨士中，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衣，下身着一
条黑色的休闲长裤，衬衣上还有些褶皱的痕迹。一
双大脚穿着一双不知品牌的户外凉鞋。

在翻看他的相册时，记者意外发现，五六年前他
外出参加会议时，脚上穿的也是这款凉鞋。

相比事业上的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生活中的杨
士中却笃信“三分寒七分饱”。他扳着手指头说，自
己在学校食堂吃饭，通常是一个荤菜5元钱，一个素
菜2元钱，一份米饭4角钱。

“一顿饭7.4元，足矣。”他说。
“杨院士对自己一点也不大方，对学生、对学校

却倾注了很多心血，令人尊敬。”重庆大学一位工作
人员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在学校旁的一个面包店，她碰到杨士中
买面包。杨士中发现，面包店近期推出了优惠打折
活动，买满一定金额，就可以用优惠券。于是，杨士
中特地向她“请教”，在手机里如何操作，才能用上优
惠券。

然而，平生俭朴甚至对自己有点“抠”的杨士中，
却在2023年向学校一次性先期捐赠50万元，设立

“杨士中院士科教发展基金”，用于支持重庆大学测
控与微波功率传输学科发展。

对于基金的使用，杨士中尤其看重并鼓励创
新。他说：“只要师生们每年都拿得出不同的新成
果，一个人、一个团队可以多次申请这个基金，不要
拘泥于一人只能获评一次的规则。”

谈及做科研，杨士中建议年轻科研工作者，一
定要打好坚实的科研基础，涉猎宽广的知识领
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还要保持严肃的学
术态度，不要浮夸，不要去看重一些浮于表面
的荣誉。

“在学术上，我从不当‘好人’。”他说，做
学术和科研要诚实严谨，来不得半分掺假。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最见不得学术中的抄
袭、剽窃等行为。

喜欢“不务正业”
有不少小发明和小创意

既有“上天入地”的本领，也有不少看似
“不务正业”的小发明和小创意，这是记者在采
访杨士中时的意外发现。

办公室里，笨重的花盆移动起来很费力。于
是，杨士中在花盆下安放了一块木板，装上轮子，这
样花盆就可以轻松搬走了。

杨士中特别喜欢种花和绿植，夫人肖桃元也喜
欢在自家顶楼上种花、种菜，为此，杨士中自己组装
了一套自动浇水机，随时可以遥控浇灌家里的花草。

杨士中还回忆起了往事——
年轻的时候，杨士中喜欢骑摩托车。有一次，摩

托车坏了，杨士中就给厂家写信，要来了说明书和零
件，照着说明书的内容，自己动手把摩托车修好了。

上世纪80年代，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必须要
有票才能购买。杨士中想尽各种办法购买电子元器
件，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被邻里的小伙伴“惊为
天人”。

……
“科研工作者不仅要搞‘高大上’的研究，也要做

‘接地气’的应用。”杨士中告诉记者，近年来，他和团
队一直探索将微波技术应用在更广泛的民生领域，
如高海拔地区输电、自然灾害监测、高空通信平台的
建设等。

比如在阴天多、晴天少的川藏铁路线上，就可以
用微波功率传输技术给铁路沿线的地质灾害传感器
无线充电；在山体滑坡前，也可以通过位移雷达来实
现微位移和微变形监测，从而预知灾害。

“杨老师尤其喜欢看不同领域、不同作者的
书，我们常常在想，这也许就是他脑海里总会有一
些奇妙想法、总能保持不断创新的秘诀之一吧。”杨
士中院士团队骨干成员王韬说。

节俭的一面

人物名片

杨士中，重庆人，1937年生，重

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

事通信、雷达、飞行器测控与遥感

信息传输、空天太阳能电站研究，

取得了多项开创性成果，以第一获

奖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

进步奖、国家发明奖6项，获部省级

科技进步奖10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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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西南地区第一个晶体管电路实验室

●发明重心频率理论

●研发卫星传输型CCD电视遥感技术

●提出分散独立汇聚的空天太阳能电站系统方案

博学的一面

年轻时的杨士中在实验室。

杨士中带领团队人员开展科研。

◀工作之余，杨士中喜欢种
花和绿植。

▼杨士中捐资在重庆大学设
立科教发展基金。

（本版图片均由重庆大学提供）

聚焦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院士的AB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