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当“嫦娥二号”卫星回眸一望时，人们
记住了地球的“千娇百媚”。这是中国探月卫星首次带
“眼睛”上太空。2013年，“嫦娥三号”的落月之舞更
是惊艳四方。在“嫦娥姑娘”们一双明眸的背后，其实
是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上下刻苦攻关的结果。

或许没有人能想到这一瞬间美好定格的背后，来
自于一家企业二十年的匠心坚守。匠心之道，看似无
着处，实则有迹可循。日本秋山木工创办人秋山利辉
写的 《匠人精神》 一书中曾讲到，成为一流工匠的
“守破离”：跟着师傅修业谓之“守”，在传承中加入自
己想法谓之“破”，开创自己新境界谓之“离”。而正
是这种“匠心之道”让永新成为中国光学显微镜的领
先企业。

“‘离’是在‘破’横向推陈出新的基础
上，纵向颠覆性创新和进步。”毛磊说。

“世界上传统的光学仪器强国为日本、德
国和美国等，显微镜又是个古老而又能体现工
匠精神的光学仪器，所以其标准很成熟，我们
从 1997 年就开始参加国际显微镜标准会议
了。”毛磊说，永新是国内唯一一家20年每年
都参加会议的中国企业，可即便如此，也只具
有否决权。

毛磊是中国显微镜标准委员会的副主任委
员，主任委员是上海理工大学的庄松林院士，
当庄院士感慨什么时候中国也能主导一次国际
显微镜标准制定的时候，毛磊记在了心里。

2015年，国际标准化会议在美国丹佛举
行。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当听到会议主席希
望取消传统显微镜一些标准的时候，毛磊大为
震惊，“这些标准已经执行几十年了，一旦取
消就意味着中国每年几十万台显微镜都是非标
产品，也意味着以后国产光学显微镜在世界市
场上将失去一大块阵地。”

毛磊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大胆提出了反对
意见，提出“国际标准要具有覆盖面，尤其不
能忽略中国的相关行业的现况”。在大家听取
毛磊陈述后，会议主席在现场征求意见后并表
示：不取消可以，但是要重新制定标准。

“谁制定标准，谁就拥有话语权”，在经过
一番深思熟虑后，毛磊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已
经具备了主导制定国际显微镜标准的实力，便
主动表示中国代表团愿意承担ISO9345《显微
镜成像系统和成像部件的连接尺寸要求》的制
定。没想到，会场上响起了认可而热烈的掌
声，并全票通过。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导承担光
学显微镜国际标准的制定（永新是标准编写主
要责任人）。

2016 年，编写组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初
稿，在东京标准化会议上顺利通过审核，直接
由WD（工作草案）阶段进入CD（委员会）
阶段，预计会在2018年正式发布，“一项国际
标准的制定非常繁琐，我们的工作草案能顺利
通过，使制定周期缩短了一到两年，展现了我
国在显微镜标准制订领域的技术实力，奠定了
中国显微镜行业的国际地位，”毛磊说。

多年来，永新一直是中国国家显微镜标准
主要起草和制定单位，目前已累计制修订国家
标准项78项，主持浙江制造团体标准1项。

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推动、政策扶持、公共
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助益和资源。永新制
定的浙江制造标准、获得高新区政府质量奖、
国家重大专项立项等，“根据项目的不同，政
府都会有不同金额的资金奖励或补助，”毛磊
说，除了真金白银方面的支持，在企业发展的
过程中，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也很多。

风正潮平，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
须奋鞭策马。“人类对微观世界的探索从未止
步，”毛磊满怀信心地说，永新会一直用真诚
的匠心和服务深耕精密仪器市场，用先进的技
术与产品为中国科研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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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新光学：为“嫦娥”装上眼睛

与“嫦娥一号”相比，“嫦娥二号”
不再摸黑奔月，而是拥有了四只“眼
睛”。

这四只“眼睛”由三台监视相机和
一台降落相机组成，它们分工明确，其
中有三台监视相机分别对卫星发动机、
太阳翼和定向天线进行清晰成像。另外
一台降落相机负责对后来的“嫦娥三
号”实现月面软着陆进行先期技术验证。

在距离地球10万公里的太空中，看
我们生活的地球会是什么样子？2010年
10月 2日 3点 59分，当嫦娥“二姑娘”
回眸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深蓝色的地球

“犹抱琵琶半遮面”，虽然被太阳翼遮去
了一半，但是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
和南极等地区就像镶嵌在“蓝宝石”上
一样，清晰可见。

在 10月 9日 10 点 50 分，当“二姑
娘”第三次近月制动时，镜头精确地拍摄
到了卫星在调整姿态时的角度转换，“这相
当于卫星在太空‘打了一把方向盘’”，永
新光学总经理毛磊这样形容。

另外，嫦娥“三姑娘”的降落相
机，则记录下了其在“广寒宫”表面降
落时惊心动魄的画面。

“不同于普通的相机镜头，卫星上的
相机镜头要更轻，要承受火箭起飞时的
加速度和太空中的特殊环境。”毛磊说，

“嫦娥二号”的四个镜头和“嫦娥三号”
的一个降落镜头，是他们联合浙江大学
历时5年研制出来的。

“刚接到任务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是为‘嫦娥二号’做镜头，直到卫星真
正上了太空才知道。”毛磊说，不管为谁
做光学镜头，永新都会秉持一贯的专业
态度，始终把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作为研
制的核心，确保实现高质量制造、高可
靠使用。

宇宙空间辐射和月表极冷极热的真
空环境，是“嫦娥姑娘”们必须面临的
考验。为了确保高质量成像，从镜头的
设计到选材，永新的研制团队对每道工
序都经过了不计其数的举一反三和试验。

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
导致整个镜头“罢工”，所以为了确保万
无一失，要应用先进技术让卫星光学镜
头集防辐射、防震、抗温度剧烈变化、
防尘等功能于一身。

“每一道工序的技术难度都非常大，
必须要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否则
如何能把一产品做到极致？在5年的时
间里，我们做了100多只镜头，记录下
了每个零件、每道工序的详细数据，因
此积累了上万套资料和数据。”毛磊说，
这就是“守”，意味着坚持。

“没有‘破’，‘守’则成了墨守成规。”毛磊说，
如今的永新能为中国的卫星制造光学镜头，得益于十
多年前的突破和创新。

1997年，为造福桑梓，为民族工业尽一份力，“宁
波帮”杰出代表之一的曹光彪与宁波光学仪器厂合资
设立了宁波永新光学仪器有限公司。而当时已经是南
京江南光学仪器厂总工程师的毛磊，经过引荐，临危
受命成为永新的经营掌舵人。

“刚接手就赶上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当时连
发工人的工资都难，”毛磊说，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机
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1998年年底，美国Symbol公司的CTO在中国想
寻找能生产激光条码读取镜头的企业，可是半个多月过
去了依然无果。偶然的情况下，有人向他推荐了永新。

当永新的员工用皮卡车将这位CTO接到公司的时
候，有不少员工在和企业闹意见，虽然尴尬，好在美
国客人对此并不介意。当客人在简陋的办公室落座
后，毛磊便和客人开始讨论生产激光读取镜头的事项。

没想到，这一讨论便刹不住车，从早上9点开始一
直讨论到下午3点，“客人没有要吃饭的意思，所以我
们一直讨论到吃晚饭。”

在饭桌上，毛磊向客人承诺，第二天会拿出设计
和生产方案。“当时他们的光学激光读取镜头是飞利浦
在做，希望在中国找到一家专业的企业，能生产性能
不变，且价格更有优势的产品。”

彼时的永新举步维艰，产品单一，只生产传统的显
微镜，并无生产信息光学镜头的经验，但由于毛磊是技
术出身，他敏锐感觉到，这是永新涅槃重生的机会。

毛磊和他的同学经过一晚上的努力，第二天一早
当他们红着眼睛，将方案递到客人手里时，客人惊讶
于他们的效率和专业。

“我一直盯着客人的表情，当我看到客人露出了满
意的微笑的时候，心里面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毛
磊说，客人当即就决定下50万元的订单。

由于永新的激光条码读取镜头不仅价格有优势，
而且质量与世界级大公司的不相上下，所以1999年，
摩托罗拉也下了760万元的订单。

二十年深耕精密仪器制造领域，也奠定了永新在
国 内 光 学 仪 器 行 业 领 先 的 位 置 。 永 新 拥 有

“NOVEL”、“江南”等自主品牌，是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和光学显微镜国家标准制定单位。年产各类光学
显微镜超过10万台，光学元件组件数千万件。产品销
往美日德俄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是莱卡、蔡司、
Zebra等世界知名企业的核心光学部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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