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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元九，1920 年出生于安徽省
滁州市来安县，自动控制、陀螺及惯
性导航技术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科技委顾问，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
拓者之一。1941年，陆元九从国立
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
助教；1945年，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深造；1949年，获仪器学专业博士学
位，毕业后先后被聘任为麻省理工学
院副研究员和研究工程师；1956年，
担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所
长；1965年，主持组建了中国科学院
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
主任；1968年，到航天工业部门工作，
历任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所长、航天
工业部总工程师；1980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2021年 6月 29日，
中共中央授予陆元九“七一勋章”。

陆元九为“两弹一星”工程及航
天重大工程建设作出卓越贡献。他
的求学之路，赤子之情，奉献之功，创
新之道，仁者之风，是老一代科学家
求索报国的缩影，诠释着共产党人不
变的初心使命，见证着百年来中国的
苦难辉煌。

中国内地第一批系统学习航天
技术的大学生

1920年 1月 9日，陆元九出生在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由于生在元月
九日，父亲为其取名“元九”。父亲是
中学数学教员，非常注重子女教育。
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陆元九初中毕
业后，考取了知名的江苏省立南京中
学。在南京，他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
运动，开始思考“国难当头如何精忠
报国”的问题。日军飞机的狂轰滥

炸，激起了他的强烈愤怒，准备从事
报效祖国的航空事业，打击日本侵略
者。1937年，陆元九报考上海交通
大学和中央大学，“八一三”事变后，
上海交通大学无法开学，已经迁往重
庆的中央大学录取了陆元九，由此成
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
本科生，也是中国内地第一批系统学
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

在烽火硝烟中，陆元九逆江而
上，经由武汉、宜昌到达大后方重
庆。陆元九在山顶搭建的平房里上
课，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有时还
要在防空洞中学习。毕业后，他留校
任助教，广泛学习航空工程相关领域
理论知识。凭着扎实的专业基础，陆
元九被选拔为第一批赴美公费留学
生，并于1945年出发赴美留学。

世界第一位惯性导航领域博士

陆元九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航空工程系学习。他没有选择“驾轻
就熟”的发动机相关专业，而是决定
学习有挑战性的仪器学，师从著名自
动控制专家、被誉为“世界惯性导航
技术之父”的德雷珀教授。这个专业
需要学习新课程，完成论文前还要进
行合格考试，它的难度使得许多人望
而却步。陆元九珍惜来之不易的留
学机会，在宿舍和学校两点一线，几
乎不去其他地方。靠着刻苦钻研和
扎实的研究功底，1949年陆元九成
为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领域的博
士。时年29岁的他被麻省理工学院
聘为副研究员。

1949 年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
兴，急需人才。陆元九准备和妻子王
焕葆一起回国效力。但是，由于中美

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能办理回
国手续；他从事的研究属于重要机
密，美国当局强迫他办绿卡永久居
留。为了减少回国的阻力，他多次拒
绝入籍，并着手从事密级低的工作，
陆元九先退出了科研小组，转到一个
研究原子弹爆炸破坏效应的实验室，
1954年，陆元九离开实验室，到福特
汽车公司研究所进行民用科技研究。

抗美援朝结束后，中美达成协
议，用战争中的美国俘虏换取中国留
学人员回国。几经周折，陆元九终于
办好了回国手续，1956年 4月，陆元
九和妻子、3个孩子从旧金山登上了
返回祖国的轮船。经过 23 天的航
行，才回到香港。陆元九回忆归国之
旅时动情地说：“过了罗湖桥到内地，
这短短几分钟，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记，那几分钟，就像从一个世界走到
另外一个世界，我那时候就知道什么
叫回国，什么叫祖国。”陆元九后来谈
起回国的抉择，语言平实，情感真切：
自己是中国人，回去给中国人做点事
情；近20年没回家，应该回去看看父
母；孩子逐渐长大，希望将来别再像
自己那样受歧视。正是“一寸丹心图
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

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卫星”概念

回国后不久，陆元九被分配到中
国科学院，参与筹建自动化研究所。
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条件艰苦，研究设
计没有任何原始数据，从办公场地的
落实，到试验设备的购置，再到研究队
伍的组建，他都亲力亲为，在“荆棘里
拓荒”，但陆元九坦言，“祖国永远是我
的挚爱。在自己的祖国工作，再苦再
累都是快乐的。”他用热血、汗水为祖
国实现火箭升空、卫星环绕、九天揽
月、踏足火星的壮丽梦想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

1958年，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
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的任务由原来的工业自
动化转向探空火箭、卫星方面。陆元
九大胆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
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
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卫星”的
概念。经过 2 个多月的实验研究，
1958年 10月，陆元九与同事研制出
运载火箭结构图和我国第一个探空
火箭仪器舱模型。20 世纪 60 年代
初，陆元九在中科院、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同时负责多项工作，每天平均
工作十几个小时。1964年，倾注其
大量心血的《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
（上册）》出版，这是我国惯性技术方
面最早的专著之一。他提倡“元件为
主，测试设备先行”的研制方针，对我
国惯性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
作用。1965年，陆元九主持了我国
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
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还在
长春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
心机。

1978年，58岁的陆元九担任北
京控制器件研究所所长，为新一代运
载火箭确立惯性制导方案，并开展了
多项关键技术预研。他一直倡导要
跟踪世界尖端技术，并在型号工作中
贯彻“完善一代、研制一代、探索一

代”的精神。在陆元九的领导下，国
家批准建立了惯性仪表测试中心，
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打下坚实基
础。他还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机
会，多渠道聘请专家、组织国际会
议，进行技术交流，引进人才，引进
先进技术，为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陆元九特别重视人才培养，为培
养新一代航天人、确保航天事业可持
续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84年，
他担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
常委。他不但关注学科教育，更注重
在科研机构岗位上对人才进行培
养。他建议航天系统重视培养高学
历人才，航天人才断层问题逐步得到
解决。2000年以后，耄耋之年的陆
元九依旧活跃在航天一线。在他看
来，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一代接
一代才能擎起航天事业的旗帜。由
他发起的航天人才科学作风培养工
程获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肯定并得
到了协同推进，一批求真务实，尊重
科学实践，具有良好科研素养的领军
人才脱颖而出，肩负起我国航天事业
的艰巨重任。

既要有跑百米的冲劲，又要有跑
万米的耐力

陆元九深刻认识到航天工作的特
殊性质，对质量和安全必须有极高要
求，他特别强调科研人员必须要有科
学严谨的态度，提出“上天产品，99
分不及格，相当于零分。100分才及
格，及格了还要评好坏。”要认真对待
工作中的每一项理论分析、每一份设
计文件、每一次试验、每一个数据，容
不得半点疏漏。陆元九说，作为一名
科技人员，应按18个字要求自己：勤
于学习、善于思考、精于分析、严格、
认真、执着。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也。”陆元九特别强调从事研究工作
必须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老老实
实干活，老老实实做人，不能说任何
假话，懂就懂，不懂不能装懂。”“如果
不把技术问题吃透，是要吃亏的。如
果技术问题搞不清楚，腰杆子就不
硬。”1996年，我国“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首次发射失败，点火后 2秒，
火箭发生倾斜，飞行 20秒左右坠落
焚毁。这次灾难性的事故，使中国航
天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为了尽快找
出故障、查明原因，76岁高龄的陆元
九临危受命。他身先士卒，不顾年事
已高连日工作，夜不成寐，最终彻底
查清问题，找到了故障原因。长期的
科研工作使他对创新有独到的理解，
把创新当作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

“做这项工作既要有跑百米的冲劲，
又要有跑万米的耐力”。

辗转求学，经千回万转；海外留
学，行千山万水；归国之旅，历千难万
险；白手创业，尝千辛万苦；情系航
天，谋千方百计。陆元九历经风雨，
但报国初心不改，爱国激情不变。“我
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把毕生最宝贵的
年华奉献给国家和民族”，这是陆元
九的初衷和心声，也是对新时代广大
科技人员的嘱托和号召。

（据《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