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大国工匠———夏立

夏立,
 

男,
 

1971 年 7 月出生,
 

汉族,
 

群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五十四研究所钳工。
作为通信天线装配责任人,

 

夏立先后承担了“天眼”射电望远镜、
 

嫦娥四号卫星、
 

索马里护航军舰、
 

“9·3”阅兵参阅方阵上通信设施等

的卫星天线预研与装配、
 

校准任务,
 

装配的齿轮间隙仅有 0. 004
 

mm。
职业新颖,

 

精密程度高。
荣获 2016 年全国技术能手、

 

河北省金牌工人、
 

河北省五一劳动奖

章、
 

河北军工大工匠、
 

2017 年北京世纪坛国防邮电产业大国工匠代

表。 他是一名钳工,
 

但在博士扎堆儿的研究所,
 

博士工程师设计出来

的图纸能不能落到实处,
 

都要听听他的意见。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夏

立天天和这些半成品通信设备打交道,
 

在生产、
 

组装工艺方面,
 

夏立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一、
 

挑战 0. 004
 

mm 的齿轮间隙———装配亚洲第一射电望

远镜超高精度天线的故事

　 　 384400
 

km,
 

是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
0. 004

 

mm,
 

是亚洲最大射电望远镜的天线齿轮间隙的距离,
 

相当

于一根头发丝的 1 / 20 粗细。
这两个差距以亿来计算的数字,

 

由于“嫦娥落月”工程,
 

被紧紧连

在一起,
 

而将它们连在一起的,
 

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所

的高级钳工夏立。



上海 65
 

m 射电望远镜,
 

名列全球第四、
 

亚洲第一。 银色的望远镜

矗立在上海佘山脚下,
 

在蓝天下雄伟壮观。 由于建设中涉及多个技术

领域,
 

这种大型射电望远镜是国家科技实力的体现。
要实现灵敏度高、

 

指向精确等性能,
 

望远镜天线的核心部件方位

俯仰控制装置的齿轮间隙要达到 0. 004
 

mm。 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

务”的,
 

就是有着近 30 年钳工经验的夏立。
“现代科技使许多精密制造实现了自动化,

 

但要实现这种超高精

度的装配,
 

离不开高技能工人的手工操作,
 

夏立完全‘融’进了卫星天

线的装配。”夏立的同事们由衷赞叹。
走进夏立所在的五十四所天线伺服专业部工艺与制造室的车间,

 

上千平方米车间内,
 

满是正在装配中的各型号卫星天线。 五十四所承

揽的卫星天线基本上都在这里制造,
 

夏立是技能带头人。
从 1987 年进入五十四所至今,

 

近 30 年的钳工工作中,
 

夏立参与

了许多国家重大工程中卫星天线的预研与装配。 “最难的是上海 65
 

m
射电望远镜天线的装配。”他说。

射电望远镜,
 

通过接收天体的射电波来确定遥远天体的结构。 嫦

娥三号月球软着陆、
 

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测定轨……不仅在我国探月

工程中接收信号、
 

发送指令,
 

上海 65
 

m 射电望远镜还“凝望”着更遥

远的深空,
 

被形象地称为“天马望远镜”。
让“天马行空”,

 

是夏立的骄傲。 因为装配难度太大,
 

五十四所将

任务交给他。
宇宙中的射电波有不同波段,

 

望远镜的天线就如同鼻子和耳朵,
 

通过左右上下扫描,
 

精确找到、
 

接收不同波段的信号,
 

哪怕只偏离了

百分之几的角度,
 

就可能找不到目标。 控制天线对各角度进行扫描的

装置,
 

被称作方位俯仰控制装置,
 

其核心是一个直径 200
 

mm、
 

厚度

10
 

mm 的圆形钢码盘。
确保望远镜精准探测,

 

安装钢码盘成为关键,
 

齿轮间隙要有

0. 004
 

mm,
 

如果太小,
 

天线转不动,
 

大了,
 

天线会松动。
一丝,

 

是 0. 01
 

mm。 一根头发丝大约有 8 丝粗细,
 

而 0. 004
 

mm 只

有一根头发丝的 1 / 20。 实现精确装配,
 

夏立说最重要的是“心静”,
 

眼

里、
 

心里只有设备。 拧螺丝时,
 

屏住呼吸,
 

手稍微重一点,
 

会过紧,
 

手



的力量不够,
 

达不到精度要求。 “要反复测算,
 

寻找零件的移动变形

量,
 

找到规律,
 

就容易达到装配精度要求了。”在反复尝试中,
 

他凭着

多年积累的手感,
 

寻找那无法言说的“偶遇”。
安装钢码盘,

 

夏立面临着不止一个难题。 钢码盘要安装到一个托

盘上,
 

托盘的平面度要求极高,
 

为千分之几毫米,
 

当时磨床设备的加

工能力只能达到百分之几毫米,
 

精度等级相差 10 倍。 他决定手工磨

出来。 用 2 个千分表一点点测量托盘表面,
 

比较分析所有数据,
 

3 天

时间,
 

他将托盘平面高低相差 0. 02
 

mm,
 

磨到相差 0. 002
 

mm,
 

顺利完

成装配任务。

二、
 

护航舰船通信、
 

“天眼”上的工匠追求

安装陆地上超高精度的天文望远镜天线,
 

很难。 安装海上的天

线,
 

难题更多。
中国海军赴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展示了我国作为

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护航舰艇同样离不开卫星通信。 除了精度上

的苛刻要求,
 

夏天在索马里海域,
 

舰艇甲板温度能达到 50℃ ,
 

舰载通

信天线处于高温之中,
 

护航舰艇在海浪冲击下晃动幅度大,
 

空气的腐

蚀性也比较强。 在复杂海况下,
 

保持天线稳定运行,
 

夏立带领团队设

计出了全新的 1. 2
 

m 天线的核心部件,
 

体积更小,
 

数据传输量却相当

于以前两三台舰载天线之和。 由于创造了 6 个月不停机连续工作的记

录,
 

他们受到使用方赞扬。
作为一名钳工,

 

只要按照设计师的图纸将设备精确装配,
 

就算圆

满完成任务。 但夏立不止于此,
 

作为技术带头人,
 

他经常出现在新产

品预研定型的技术分析会上。
2016 年,

 

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
 

m 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
 

正在贵州一个“大窝凼”里安装。 建成后,
 

它将在未来 20 至 30
年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 这台望远镜的天线也包含着夏立的智

慧。 五十四所中标了这一超级望远镜天线的装配。 在投标时,
 

五十四

所需要提供一个天线结构件。 在结构件的预研装配中,
 

夏立他们对不

少不合理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
 

让装配顺利进行。



三、
 

这些组装机器人无法代替

“现在机械设备自动化程度很高,
 

但钳工工种没有消失,
 

就是因

为在特殊环境、
 

特殊结构上需要超高精度装配,
 

这是机械做不到的。”
夏立说。

通信天线的安装,
 

就是将各个部件组装起来。 在外人看来,
 

工业

化时代,
 

工业产品的组装应该在流水线上完成,
 

或由机器人完成。 像

夏立和工人师傅们这样,
 

仍旧用双手将一个个零部件组合到一起,
 

显

得似乎不够现代化。
“流水线上的工作是纯机械劳动,

 

不需要动脑,
 

这里则不然。”夏

立说,
 

他们这里和大家所认知的流水线不同,
 

这些组装工作也无法由

机器人代替。
生产组装车间,

 

就是要把设计师的图纸变成产品,
 

实际上,
 

很多

时候,
 

设计师设计的图纸在实际生产、
 

加工中会遇到诸多问题。
因此,

 

工人师傅们不仅要会看图纸,
 

在将图纸内容落地的过程

中,
 

会遇到种种问题,
 

这些问题是最直接的拦路虎。 甚至,
 

一些个别

部件旋转的频率和速度都是靠工人师傅们长期积淀形成的手感来确

定的。
少年时期的夏立就表现出动手能力强,

 

对事物好奇心重的特点,
 

并成长为邻居和同事们眼中的“巧手”。 机缘巧合,
 

夏立从事了他感兴

趣的工作,
 

不到 17 岁,
 

夏立就进入五十四所,
 

成为一名学徒钳工。 到

今天,
 

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夏立一直待在五十四所的钳工操作台上,
 

用电钻、
 

扳手、
 

钳子确保经手的军工品质———合格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