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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愿毕生逐一“芯”
助科技强国梦

本报见习记者 王寅寅

刘涛在实验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宇航高速高精度A/D转换器（简
称“ADC”）芯片技术，被称为模拟芯
片的“皇冠”，主要运用于国家多个重
点领域的通信与测量，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

“国内对这类芯片长期依赖进口，
我们起步得太晚了，必须开发出自己
的东西，才能独立发展，这是一个非常
紧迫的事情。”谈及A/D转换器，重庆
吉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主任
设计师刘涛如是说。

“十一五”期间，作为该领域的骨
干专家，刘涛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宇航16位 100MSPS ADC”芯片技
术研究及产品研制。

彼时，国际上无如此先进指标
的产品，需突破许多关键核心技
术。“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
的。”在这样的想法下，刘涛及其团
队夜以继日，不断思索和试验，希望
能够取得突破。

“当时是国内首次研制该类高水
平高难度的高速高精度ADC芯片。”
刘涛说道。他介绍，当时摆在面前的
困难实在太多了，其中最亟待解决的
难题是现代集成电路制造的开关电容
匹配精度约为千分之一量级，与16位
ADC要求的匹配精度相差至少一个数
量级以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
制造后的开关电容进行修调，而修调
存在1000多种状态。

“如果我们采用笨拙的枚举方法，
单只芯片的测试和修调时间会达到数
分钟，修调效率非常低。”刘涛说。为
此，他和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INL的
自适应滤波技术，修调后ADC线性度
提升 10~15dB、INL峰值降低5LSB，单
只芯片的修调效率从数分钟降低半分
钟，极大地提升了批量修调效率。该
技术在我国大国重器上得到应用，解
决了国内整机电子信息系统高端ADC
芯片的自主可控。

同时，为了不断提高研发人员
的技术能力，增强科技人才储备，作

为学术带头人，刘涛建立和培养了
一支宇航高速高精度 ADC 团队，这
是国内研发宇航高速高精度ADC规
模最大、产品数量最多、创新能力最
强的团队之一。

“十二五”期间，刘涛带领团队又
投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宇航 16 位
200MSPS ADC”芯片技术研究和产品
研制中。研究过程中，加班加点，春节
期间仍在查阅国内外论文和专利，最
终克服所有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

“国家有需要，我们就要去填补空
白。”刘涛说。

刘涛先后主持、承担了“十一
五”至“十三五”期间十多项“高尖难”
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形成货架产品五
款。在十多年的砥砺奋进中，刘涛和
团队将（宇航）16 位 ADC 采样率从
25MSPS 提升到数百 MSPS、GSPS，完
成了宇航高速高精度ADC芯片的系
列化发展，填补了国内宇航高速高精
度ADC领域的空白。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创新科技、
服务国家、造福人民是我最大的追
求。虽然这条路并不好走，但是每一
条路都需要有人去闯，率先迈出第一
步，我愿意做探索者。”谈到科研工作
时，刘涛坚定地说道。

近年来，刘涛先后提出了“一种双
输出时钟自举技术”“一种基于门控的
低抖动分频方法”“一种基于码密度统
计的电容电阻失配修调算法”“时间交
织结构ADC校正算法和技术”等自主
创新研究，获得了诸多授权发明专利，
实现让科研成果落地，切实解决了一
系列技术难题。

多年的科研探索，刘涛和团队在
技术与产品研发综合能力方面打破了
国外垄断，突破了技术瓶颈，推动了行
业进步，取得了领先于国内外的成绩。
如今，刘涛带领着团队又奔向下一个
技术突破点。他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
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创新路上留下
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重庆被誉为“中国桥都”。随着
桥梁建设的不断提速，桥越建越多。
如何做到规划更加科学？桥梁建设
美感与城市风景更加协调？中机中
联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刘孝辉，
在38年的工作中交出了一份份满意
的答卷。

“推动建设功能高效整合的复合
交通系统，实现一个规划通道位置承
载多个通道功能，是重庆桥梁科技创
新发展的不二之路。”刘孝辉说。

今年58岁的刘孝辉，长期奋战在
桥梁研究、设计与施工管理工作一线，
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主持设计完成
城市跨江大桥4座（菜园坝长江大桥、
东水门长江大桥、郭家沱长江大桥、千
厮门嘉陵江大桥）及公路桥数十座。

“小时候在四川隆昌，每次回农村
外婆家，20里路得靠脚走，单边要4个
多小时。”刘孝辉说。那时，他就想，要
是能有一条直通外婆家的公路，坐上
车去看外婆该有多好。

有公路、坐上车，成了刘孝辉儿时
的梦想。高考那年，成绩优异的刘孝
辉用行动去实现梦想，他报考了与修
路有关的专业，最后被重庆交通学院
（现重庆交通大学）录取。

从重庆交通学院桥梁与隧道专
业毕业后，刘孝辉被分配到交通部重
庆公路科学研究所从事桥梁设计与
研究工作。他和同事经过艰苦努力，
依靠科研课题“不对称拱桥设计与施
工方法”的科研成果设计建成了全国
第一座不对称拱桥“潭湄冲桥”，并荣
获交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这一次
获奖对于刘孝辉来讲意义非凡，也彻
底点燃了23岁的他在交通建设上钻
研桥梁建设的火焰。

2007年，刘孝辉主持设计的菜园
坝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率先实现了山
地城市公、轨复合交通共建模式。他
协同设计团队提出了“刚构、钢桁梁、
钢箱系杆拱组合结构”原创技术体系，
建立了适合公、轨复合交通且具“安

全、经济、美观”特性的钢桁梁典型截
面形式，探索出长江中上游大吨位、大
节段钢桁梁整体制作、运输、安装的建
桥工法。

该成果成为了后来重庆跨江桥梁
建设的样板方案，也因此促成了重庆
独特的城市桥梁交通风貌。

此后，刘孝辉致力于推动桥梁美
学铸就城市之美，实现山水景观城市
桥梁美学和城市风貌的有机融合。

在主持“两江大桥”（东水门长江
大桥、千厮门嘉陵江大桥）设计工作
时，为使庞大的桥隧结构物有机融入
周边环境，项目技术团队确立了斜拉
桥基本结构体系和空间曲面外轮廓天
梭造型的桥塔构造外形，来满足车辆
在桥面行驶中视野的开阔，形成了山-
水-城景色浑然一体、一览无余的格
局。但支撑这一理念的必要构造和设
计模式，不符合当时技术规范的理论
假定，设计上无经验借鉴，技术评审存
在争议。

是放弃创新构想、循规蹈矩，还是
大胆突破标准的严重制约、填补技术
空白？刘孝辉以精准的科学预判，坚
定地选择了技术创新之路。

承受着学术分歧、同行质疑、工期
紧迫、成败未知的多重压力，刘孝辉带
领团队和时间赛跑，推进理论模型分
析、开展实体模型实验，熬过无数个不
眠之夜，最终科学、严谨地验证了设计
方案各个指标的合理性、可靠性，再次
奉献了深受市民喜爱、承载重庆珍贵
城市记忆的精品桥梁工程。

多年来，刘孝辉不断创新，执着进
取，以科技创新塑造桥梁功能之美，以
桥梁美学成就重庆城市之美，铸就了
多个重庆城市名片。刘孝辉设计的东
水门长江大桥和千厮门嘉陵江大桥，
荣获第十六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
奖”等奖项。

如今，他主持设计的郭家沱长江
大桥已进入施工阶段，又将为“桥都”
增添一道别样的风景。

刘孝辉：

领跑跨界融合
再绘“桥都”名片

本报见习记者 蓝渝凯

刘孝辉在施工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