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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们正在全力推动低轨卫
星互联网建设。以‘重庆号’为基础，
开展大量试验，对卫星互联网的关键
技术进行验证。”日前，东方红卫星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卫星工程部空间段总
体室副主任雷继兆获得“重庆市青年
拔尖人才”荣誉称号。他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自己将不辱使命，为重庆通
信卫星产业化发展贡献力量。

2010年4月，雷继兆博士毕业后
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从事多型通信
卫星总体领域的设计工作。两年后，
他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多型通信卫
星主任设计师，负责我国首颗移动通
信系统“天通一号”卫星的总体设计。
雷继兆向记者介绍道：“这是高轨卫星
设计，该卫星在载荷集成化设计、大型
网状天线、阵列转发器、无源互调、地
面验证等技术方面填补了国内空白，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够满足百万用
户的移动通信需求，服务范围涉及个
人通信、海洋运输、远洋渔业、航空客
运、国际维和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社会
经济价值。”

这次成功没有让雷继兆停下创新
的脚步。

近年来，商业航天产业加速发展，
雷继兆加入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的研制。2018年初，根据工作需要，
他被任命为东方红卫星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空间段总体室副主任，担任鸿雁
首发星“重庆号”技术负责人，主持研
制“重庆号”卫星系统。

鸿雁星座是全球低轨卫星移动通
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主要用于全球
卫星通信领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东方红卫星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负责建
设和运营。按照规划，鸿雁星座一期
系统由核心骨干卫星组成，建成并投
入运营主要实现全球移动通信、物联

网、导航增强等功能；鸿雁星座二期系
统由数百颗宽带通信卫星组成，可实
现全球任意地点的互联网接入。两期
系统建成后，数百个“小鸿雁”可填补
地球表面的通信空白，构建我国自主

“海、陆、空、天”一体的卫星移动通信
与空间互联网接入系统。

“这是完全不同的研发，刚开始
时，技术难度大，大量工作需要落实和
规划，大家感到时间不够用，泡在实验
室是常态。”雷继兆回忆说，研发中最
难的莫过于低轨卫星信道下的大规模
数字通信信号处理技术。

为了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雷继兆
和团队从相关文献的蛛丝马迹中寻找
突破口，对卫星的零部件、单机、分系
统、整星系统开展了上百项测试验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12月
29日，航天科技集团鸿雁星座首颗试
验卫星“重庆号”搭乘长二丁/远征三
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
射，标志着鸿雁星座系统的建设全
面启动。

“此次研发，团队还积累了关于数
字信号处理的大量数据，为后续卫星
项目建立了技术体系和测试规范，打
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雷继兆说。

雷继兆个人先后获得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创新先进个人、东方红卫
星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

“从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
时候开始，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试验
基地开展星地功能的通信试验，大家
工作很辛苦，由于技术难度大，低轨通
信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经常深
夜还要进行测试。”雷继兆对此早已经
习惯，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从党
史中汲取营养，学习百折不挠的精神，
这对科研工作有很大促进作用。

雷继兆：

为重庆通信卫星产业化发展
贡献力量

重庆科技报见习记者 杨蜀云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
四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廖建军带领团
队在大功率数字电源方面又有新突
破。日前，记者见到廖建军的时候，
他还忙着和团队一起观察示波图上
电源模块的驱动波形。“我们研发的
砖式电源模块输出功率已由1000W
提升至2000W，功率因数校正模块
由 1500W提升至 5000W。”廖建军
说，这项成果在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
构和软件算法上有了进一步创新。

2006年，廖建军来到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四研究所，成为一
名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电源研发设
计工作。

廖建军介绍，从事这项工作以来，
他最难忘的项目，就是将电源输出功
率从100W提高到600W的研究。

2014年，为了研究出600W的大
功率数字电源，廖建军和他的团队成
员仔细研究了国外的先进电源模块发
现：模块内部是密密麻麻的器件，单个
模块电源的元器件数量有500多个，
基板层数达12层，内部纵横交错，还
涉及非常复杂的软件编程。如此复杂
的电路和数字控制，是他们的研究从
来没有涉及过的。

大家意识到，这是一项艰巨的研
发任务。“我们团队主要是80后、90
后青年科技工作者，大家有一股拼劲、
狠劲，面对挑战，迎难而上。”廖建军
说，不少人选择放弃假期，全身心投入
工作，“那段时间，实验室每天都是灯
火通明。”

通过对一个个器件的分析研究，
对软件算法的反复推敲，一年后，团队
总算成功研制出大功率数字电源模
块，形成了自主核心软件算法。这项
研究，在数字电源原理、三相功率因数
校正电路、超大容性负载电源模块研
制领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以这项研究为起点，廖建军主持
研究的“抗辐射DC/DC电源模块”显
著提升了电源模块的抗辐射能力。
2019年，此项目先后荣获国防科技进
步二等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科
技进步一等奖。

同年，他带队研制的一款滞后型
三相功率因数电路，采用基于数字控
制的电压电流双环控制技术，极大提
升了电源模块的动态负载特性，成功
实现了电流相位滞后于电压的关键指
标，是国内外唯一满足GJB181B标
准的产品。

目前，廖建军团队已突破两级级
联复合结构、数字可变式拓扑结构技
术，获得发明专利3项，技术水平国际
领先。

他个人也先后获得国资委天宫一
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优秀
共产党员、重庆市科技系统优秀党员、
重庆十佳科青年奖、重庆声光电公司
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荣誉称号。

“如今，团队正在进一步开展电
源模块自主研发工作。”廖建军说，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要秉承不抛弃
不放弃的信念，把“中国制造”进行
到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继承
和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勤奋钻研、主
动作为、不慕虚荣，努为研制出性能
更好的产品。

廖建军：

迎难而上
自主研发大功率数字电源

重庆科技报记者 肖咸秋

廖建军（中）和团队成员一起观察示波器上电源模块的驱动波形。
（受访者供图）

雷继兆在试验基地开展通信测试。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