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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维成，男，江苏海门人，1963 年生。

1986 年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固体力学专

业毕业，1990 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土木

工程系结构可靠性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博

士学位。1990 年 2 月至 1993 年 1 月英国

布里斯托大学航空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3 年 2 月至 1999 年 3 月中国船舶科学

研究中心七○二所工作，从事船舶与海洋

工程结构力学研究。1999 年 4 月至 2002

年 9 月任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

院教授、副院长。“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首批特聘教授，先后获“船舶总公司优秀

青年”“国防科技工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中央企业优秀归国留学人员”“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2002 年 10 月调回中国船舶科学研究

中心工作，担任七○二所所长；

为专心从事海洋深潜研究，2007

年请求改任副所长。从 2002 年起，

主要从事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研

制工作，担任 7000 米级“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研制的第一副总设

计师和 4500 米级载人潜水器研制

的总设计师。

2012年7月16日，承载“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的“向阳红 09”船

抵达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标

志着中国 7000 米级载人深潜海试

圆满结束，“蛟龙”号经过 10 年研制与海

试后，将进入试验性应用阶段。

　 从 1000 米，3000 米，5000 米， 直

到现在的 7000 米，我国的载人深潜不断

深入新的海区，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而作

为第一副总设计师的崔维成，不仅担负着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设计研制工作，

每次深潜海试，他都是第一次下潜的试航

员之一。他以大海之子的坚韧与勇敢，缔

造着中国的深潜传奇。

“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从
小在与大海的接触中形成了坚韧的
性格。”

1963 年，崔维成出生在海门市三阳

镇一个普通农家。读小学二年级时，崔维

驾驭“蛟龙”号的科学家崔维成
○朱一卉　毛雨森

2012 年 6 月 30 日下午 5 时 58 分，“蛟龙”号进行
7000 米级海试成功后，三名下潜员出舱。左 1 为崔维成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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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想得到他梦寐以求的一支钢笔，大人用

激将法让他默写课文，他竟在半天时间内

背诵默写出从未读过的《为人民服务》全

文。中考时，崔维成是他就读的那所学校

里唯一考取海门中学的学生，但成绩仅比

录取分数线高出 3 分。然而崔维成有一股

特别坚韧的精神，因为家境贫寒买不起参

考书，他就利用别人午休的时间从同学那

里借来参考书，抄下题目供自己练习。第

一学期期中考试，他的成绩便跃居全班第

一，此后便一直保持在领先位置。1981 年，

崔维成顺利考取清华大学。1986 年，他

以优秀的学业被免试保送到七○二研究所

攻读硕士研究生。

1987 年秋，崔维成叩开了英国伦敦帝

国理工学院神圣的大门，开始了他的海外

留学生活。异国他乡，崔维成抱定一个宗

旨：不管多苦多累，中国人的尊严不能丢。

第一个月的生活，名义是熟悉环境，

其实是学校考验一个人的适应能力。崔维

成对学校的历史、专长进行了全面了解

后，选择了当时国内刚刚兴起的用模糊数

学来进行结构可靠性分析的课题。崔维成

的选择让导师忍不住怀疑：这位中国的穷

学生能行吗？对崔维成送交的报告也不屑

一顾。在崔维成的坚持下，导师勉强答应

一周只能见面 10 分钟。尽管如此，导师

还觉得这是在浪费他的时间。

崔维成说：“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

从小在与大海的接触中形成了坚韧的性格。”

导师的冷漠并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选择，

他决定独立开展研究。图书馆成了他的一

方净土。眨眼过了半载，崔维成视野开阔

了，思路更加清晰了。他断然重新选择了

布里斯托大学继续他的模糊可靠性研究。

在布里斯托大学，崔维成的研究报

告《用于证据支持的区间概率论》让导师

不由得对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刮目相

看，并一见如故地与他进行了一次学术上

的切磋，同时把该论文推荐到《国际人工

智能系统杂志》上发表。这一成果的取得，

意味着崔维成完全有能力在这新科学的理

论上探究下去；意味着崔维成能享受和导

师平等讨论问题的自由；意味着崔维成再

也不需为使用一次计算机、复印一份资料

的费用而绞尽脑汁。

区间概率论建立了，崔维成随即展

开应用研究。一年半的“模糊”生活，崔

维成的成果令人惊叹。他的导师、国际著

名的结构可靠性专家 Daivd　Blockley 这

样称赞他：“崔维成工作得太快了，连我

这个导师都跟不上了。”

1990 年 5 月，崔维成面对国际专家，

以流利的英语、独到的见解、新颖的理论

阐述了他的博士论文《结构安全评估中的

不确定性分析》，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

辩。一般人要花去三至五年，而他仅用了

前后才两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随后，崔维成又在英国进行了三年

的博士后研究，对复合材料层间剪切强度

测量、非线性效应、尺度效应、脱层破坏

机理等有深入研究，所提出的变截面结构

脱层强度的工程预测方法及整个破坏过程

的数值预报方法有重要应用价值，被英国

西部直升飞机公司引入设计手册。

1993 年初，正当崔维成在国外的事

业处于得心应手之际，国内的一纸召唤悄

然而至。

崔维成说：“一个人必须把对事业的

爱和对祖国的爱结合起来，他的事业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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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从硕士到博士、博士后，按照正

常轨迹需要 9 年才能完成，而崔维成仅用

了不到 6 年时间就获得成功。当时，导师

却再三挽留他留在英国，英国西部直升飞

机公司也拿出高薪合同希望他继续留下。

也就是说，崔维成只要答应留在英国，不

但可获得高薪，也可以让自己在事业上再

登高峰，在学术界更有影响。然而崔维成毅

然携妻踏上归国之途。“我来自黄海边的农

家，自小饮着长江水，”崔维成说，“是祖

国养育了我，祖国现在需要我，我必须回去。”

回到七○二研究所，崔维成充分展

示出自己的专长，彻底释放自己的能量。

他主持了“舰艇复合材料结构特性研究”

课题，解决具有低磁性玻璃钢复合材料在

我国反水雷艇中的应用问题。除此，他还

参加了我国水面舰船和大型油船以及集装

箱船的可靠性分析和设计研究工作，并承

担了多个基金项目的研究课题。

1999 年，崔维成调到上海交通大学

工作，任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教授、副院

长。在“人才高地”的上海交大，当时只

有 36 岁的崔维成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首批特聘教授。三年的“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生涯，崔维成主持承担了包括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超大型海洋浮

式结构物的动力特性研究”在内等十几个

科研项目。2002 年，正当崔维成以优异

的科研业绩和教学成果通过了教育部组织

的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中期考评可

以续聘时，上级单位决定将他调回七○二

所担任所长，同时开展大深度载人潜水器

的研制工作。由于缺乏载人潜水器的专业

背景，崔维成知道他将要承担的任务会有

多么艰难，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离开上海

回到七○二所：“只要是祖国的需要，再

重的担子交给我，我都会全力以赴。”

大深度载人潜水器是我国 863 计划

重点项目。“蛟龙”号总设计师是徐芑南，

有上百家科研单位和企业的上千名科研人

员参与研制，光七○二所就有百余位科研

人员参与其中。崔维成作为第一副总设计

师，是载人潜水器总体与集成子课题负责

人，技术攻关中，他参与了从方案初步设

计再到详细设计的全过程。

2010 年，“蛟龙”号成功完成了 3000

米级海上试验，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3759 米。

2011 年，“ 蛟 龙” 号 载 人 潜 水 器

5000 米海试在东太平洋国际海域试验区

成功完成了第一次下潜试验任务，经现

场指挥部最终确认，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4027 米。随后，崔维成和同事们又完成

了 4 次下潜试验，最大下潜深度达 5188 米。

“海试的安全责任应该由设计
师团队来承担，所以我必须亲自参
加试航”

2012 年 6 月，“蛟龙”号再次出征，

进行 7000 米级载人深潜海试。在第五次

下潜中，“蛟龙”号下潜深度达 7062 米，

创造了我国载人深潜新纪录。这个纪录，

意味着我国具备了在全球 99.8% 的海洋

深处开展科学研究、资源勘探的能力。

和以往的海试一样，这一次崔维成

还是第一次下潜的三名试航员之一。

2009 年，南海 1000 米海试时，有试

航员对下潜存在恐惧心理，崔维成当时明

确提出：“每到一个地方自己先下去，海

试的安全责任应该由设计师团队来承担，

所以我必须亲自参加试航。”崔维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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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装备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到一

个新深度，总设计师要首先试用，一方面

是在表明态度，设备是安全的，即使有风

险也是敢担当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

试航员的心理状态。

其实，在平时的工作中，崔维成一

直坚持一个原则：“凡是我要求别人做的，

我自己一定要首先做到；我自己做不到

的，我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多年来，他

一直以这种“以身示范”的方式来影响别

人。特别是在“蛟龙”号研制和海试的过

程中，每次项目评审，他都会邀请在行业

内严格出了名的专家，保证每一个重要技

术节点的严格把关，进而保证了“蛟龙”

号的质量和性能。

崔维成介绍，“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研制工作已走过 10 年，海上试验于

2009 年开始，从最初下潜 50 米、1109 米、

3759 米、5188 米， 再 到 成 功 完 成 7000

米级海试，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前无古

人的重大任务。“蛟龙”号设计级别就

是 7000 米， 之 前 进 行 1000 米、3000 米

5000 米的级别的海试，目的是通过不同

级别的海试，对潜水器不断进行改进，这

种改进差不多是“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改

进。尽管如此，有时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情

况出现，比如 5000 米级海试时，“蛟龙”

号执行完一次下潜任务上浮后，由于无法

被母船发现，在海上漂了半个多小时。这

个意外很惊险，但整个海试团队临危不惧，

最终化险为夷。崔维成说：“海试团队已

经做好了各种预案，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

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整个海试团

队正变得越发成熟。”这次 7000 米级海

试，在推进器、海下联系方面也出现了一

些意外情况，但都很快得到解决。崔维成

表示，“蛟龙”号在未来的使用中依然有

改进空间，比如在人性化设计以及作业的

方便性方面可以作出技术改进。“技术是

无止境的，”崔维成说，“等设备使用了

5 至 10 年，需要更新换代时，我们可以

让‘蛟龙’号的技术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说 到 我 国 深 海 探 测 的 前

景，崔维成说，我国的深海探

索不会停留在 7000 米，我国

要想进入深潜强国的行列并保

住强国地位，还要在深海技术

上继续努力。他介绍说，我国

已经于 2011 年启动“南海深

部计划”，该计划是国家自然

基金委员会重大研究计划“南

海深部过程演变”的简称，以

“构建边缘海的生命史”为主

题，从深海盆演化、深海沉积、

生物地球化学 3 方面展开研究，

将利用现代技术重新测定南海崔维成学长在“蛟龙”号舱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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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崔维成学长事迹材料时，我

们意外发现他的弟弟崔维兵也是清华校

友，1990 年毕业于土木系建筑管理专业，

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发展计划部副

部长。两兄弟一个“入海”一个“上天”，

堪称传奇。带着这种好奇心，我们近日访

问了近在北京的弟弟崔维兵。

崔维兵说，他所在的发展计划部，

承担着集团公司综合计划、统计、经济运

行分析、经营业绩考核等职责，对去年家

乡江苏海门的媒体所谓“哥哥蛟龙，弟弟

神九”的说法并不认同，他说，我只是间

接参与一些“神九”的工作而已，这样宣

传就失实了。应我们要求，崔维兵向我们

介绍了他们兄弟在清华的故事。　

崔维兵说，虽然哥哥只大自己

3 岁，但却是自己人生的引路人。

哥哥在大四时把弟弟接进清华，哥

哥住 1 号楼，弟弟住 2 号楼。兄弟

俩都是好学、上进、能吃苦的清华

学子。1986 年哥哥毕业赴英留学，

把一辆破旧自行车交给了弟弟。大

学期间，弟弟也像哥哥一样，为了

减少家庭的经济负担，每到周末或

课余时间都会去打工，自己赚取生

活费。大一暑假时，他曾在一个建

筑工地苦干一个假期；大二暑假时，他去

某纺织厂承担设备维修；后面几年，他打

工的技术含量逐渐提升，可以在学校实验

室帮助老师做实验、翻译外文资料了。

毕业后，崔维兵先是进入航天设计

院，后调入航天总公司基建局，还曾到河

南挂职锻炼，到国外学习进修，2009 年

任现职。他说清华“面包和猎枪”、“健

康工作 50 年”等理念，以及不断学习、

追求卓越的精神，一直是自己人生路上最

宝贵的财富，可以让自己充满自信地迎接

各种挑战。他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好的时

代、选择了较适合的行业，因此，只有创

造出优异的业绩才能回报母校、回报国家。

清华兄弟书写海天传奇

本刊编辑部　解红岩

崔维成（左）、崔维兵兄弟

磁异常条带，争取钻探大洋壳，系统研究

火山链；观测现代深部海流和海底沉积过

程，从深海沉积中提取边缘海盆演化的信

息；认识海底溢出流体与井下流体的分布

和影响，揭示微型生物在深海碳循环中的

作用。

转自 2012 年 7 月 31 日南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