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清华

2021年（冬） 29

2000年进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深

造，对我而言是有些许幸运的。清华园

里的学习生活相当紧张，身边总有一些

无论如何都追赶不上的“大牛”，只能日

复一日地伴随着自习室关灯的音乐结束充

实的一天。等到了研究生阶段，有机会接

触到国内外先进制造企业的合作课题，渐

渐认识到在工程应用研究方面国内外的差

距。于是，“帮助国内先进制造业赶超国

际一流水平”就成为了我当时唯一的择业

方向。恰逢中国商飞公司刚刚成立，我在

2009年博士毕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

己人生的下一个航段。

迎难而上  广师求益

再次感谢自己的幸运，也感谢这个奋

进的时代，我在入职后不久就有机会深度

参与ARJ21支线飞机的2.5g全尺寸静力试

验。对国内航空工业而言，这种程度的全

机级复杂试验不多见，有一定的积累和

经验。但当时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正在对

ARJ21型号开展影子审查，他们针对这个

静力试验提出了一个问题：机翼上的试验

载荷是垂直地面加载的，这样模拟的载荷

是否真实？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内传统试

验载荷设计中的线性假设，需要运用数值

方法进行非线性的复杂计算才能回答。

项目进度刻不容缓，而相关的参考资

料几乎为零。刚刚入职的我凭借在清华园

打下的扎实数理基础和编程能力，在短短

一个月时间里，从工程力学的基本假设出

追梦大飞机，永不止步
○汤家力（2000 级力学）

发，重新推导了机翼试验载荷，并编写了

专用的计算软件。当我把全新的试验载荷

计算方法和结果给FAA审查代表进行汇报

后，得到的答复只有一句：“Great!”
2010年6月，入职不到一年的我就这

样打破了国内近五十年的业界传统，使得

中国的大型飞机全机静力试验进入了“垂

直机翼弦平面加载”的时代，一举追上了

国际一流水平。这个小小的成就，也让我

迅速地在公司内小有名气。

之后，伴随着ARJ21的型号研制进

展，我开始负责越来越多的技术难题，也

在工作中运用自己的扎实基础、学习能力

和创新思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

解决机翼某结构裂纹故障时，我创新性地

结合了振动测量数据和疲劳分析工程算

法，为故障定位提供了高效的计算工具，

打开了裂纹故障的“黑匣子”；在进行复

合材料结构全尺寸疲劳试验设计时，我又

通过对传统“雨流计数”方法在复合材料

结构上的创新应用，把试验周期从一年多缩

短到了两个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

汤家力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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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的历练让我几乎每天都在学习，

都在思考，都在成长，迅速地从一个新人成

长为了技术骨干，也凭借突出的贡献获评全

国青年岗位能手、上海市杰出青年岗位能

手、中国商飞公司十大青年英才等荣誉。

精益求精  厚积薄发

从2012年起，我开始承担更为重要的

工作，成为了一个团队负责人。虽然在校

园里也会时常与师兄弟合作完成科研任

务，但在企业里带领一个团队则完全是

新鲜的体验。一方面，你需要在技术上做

好带头人和决策者，在面对一个个技术难

关时带领团队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另一

方面，你需要在管理上做好协调者和组织

者，和兄弟团队一起并肩作战。

负责C919机翼强度设计时，我和同

事们针对每一个结构细节反复推敲，“斤

斤计较”地为节省飞机的每一克重量而努

力；负责全机结构项目管理工作时，我又

不断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团队内部推行

高效的管理方法和工具。就这样，我在征

途中不停地跋涉着，因为“追赶制造业世

界一流水平”的目标从来没有动摇过。

2016年起，我开始负责C919飞机的

复合材料结构研制工作，这在当时是横在

型号面前的一个重大“拦路虎”。由于国

内工业基础的薄弱，对“正向设计”认识

的不深入不全面，多家供应商的产品质量

均无法符合预期。我深知此时要面对的已

不止是中国商飞自身的困难，更是国内航

空制造业多年的顽疾。但我和我的团队坚

定地相信“实践出真知”，一方面学习国

外成功经验和模式，掌握底层的逻辑和原

理；另一方面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对研制方

案进行不断的调整和摸索，几乎每周都有

新问题，每周都有新变化。

就在持续不断的摸索、碰壁、总结、

优化、调整、再探索之后，经过近3年的

持续攻关，我们终于把C919飞机复合材料

结构的成熟度提升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

不仅如此，与我们合作的国内资深航空制

造企业和业界专家也都深深地认同了中国

商飞复合材料研制模式，我们的努力正在

由量变转变为质变。

学无止境  探索未来

经过公司上下的不懈努力，C919这
一承载着国人梦想的民用大型飞机即将取

证，实现商业运营已指日可待。而2021年
起，我又有了新的岗位和使命。作为公司

复合材料设计副总师，我开始需要更多地

思考未来技术的发展和变革。

2021年7月，我有幸再次回到清华

园，在母校接受了一个月的“技术前沿”

课程学习，对“工业互联网”“区块

链”“大数据”“工业机器人”“系统工

程”等科学技术前沿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

解，很多理念得到了冲刷和更新，并深刻

地感到要做的研究更多了、更急迫了。

随着ARJ21的运营绩效日益增长，随

新中国三代民用飞机设计师参加央视《朗

读者》节目，左起：赵克良、程不时（1951

届航空）、汤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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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C919的交付运营准备日益到位，在过去

的13年间，中国商飞一直不断努力使自己

成为世界一流航空制造企业。虽然目前我

们距离波音、空客还有不少的差距，但我

们的眼光已经不止于追赶，而着眼在了超

越。颠覆目前航空制造业的未来技术会是

哪些？引发新一代革命性变革的技术又有

哪些？有幸在中国商飞，有很多同事和我

一起在思考、在尝试、在实践。我现在和

我的团队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十年后

我们在做什么？”

新的征程又一次开启，而我也乐意再一

次接受挑战。毕竟，只要坚定地从最基础的

事情开始做起，面对未来，我就毫不畏惧！

离开清华园，来到位于天府之国的中

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工作已经整整九年

了。而恰好，九年也是我在清华园里度过

的时光。两个九年，是从一个起点到另一

个起点。

还记得在毕业前的启航大会上，我说

“要以实际行动响应母校的号召，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大舞台、做大事

业”。几个月后，新员工入职仪式上，我

说“以我所学，尽我所能，为核动力事业

发展添砖加瓦”，也算是为自己许下一个

承诺。十年可见春去秋来，我很庆幸，毕

业至今一直走在当初选择的路上。

行胜于言，不负少年心

2003年7月，我比大部分同学提前半

个月来到了梦想中的清华园，参加了学

校组织的新生党员培训，其中重要一课就

是观看学习系列纪录片《我愿以身许国：

“两弹一星”元勋中的清华人》。学长前

辈隐姓埋名、爱国奉献的事迹和精神深深

震撼了我，或许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和

核工业的缘分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在不

知不觉间被埋下。

九年核研路  不负少年心
○孙永铎（2003 级化学）

博士期间我从事的是有机小分子电致

发光方面的研究，如果不出意外，毕业后

最好的选择就是继续在有机半导体行业发

光发热。所以求职的过程中，我把主要目

标放在了高校、研究院所的半导体材料相

关科研岗位，也拿到了两个不错的offer。
但听了核动力院的宣讲之后，我认识到了

核动力技术的重要性，更认识到材料问题

是关键瓶颈，我强烈地想为反应堆材料研

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一刻，多年前埋

下的那颗种子突然萌芽，破土而出。

让我下决心选择核工业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是我的导师。他的经历和研究工作真

正诠释了“要将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与国

孙永铎校友（右2）与同事讨论项目技术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