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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塘位于我市鄞州区姜山镇，有
“中国进士第一村”之誉。据邬毛银介
绍，陈俊亮先生的名字见于1934年编
成的《四明仓基陈氏家谱》卷七“义
房”。家谱中记录，他的祖父名叫陈隆
祯，父亲名叫陈贤泳，陈俊亮为“贤泳次
子，民国二十二年（1933）癸酉八月二十
一日巳时生”。

陈俊亮青少年时代在宁波完成小
学、中学学业。从小对无线电收音机感
兴趣的他于1951年报考了上海交通大
学电信系，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
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有线系
电话教研室任助教。1957年公派赴苏

联留学，1961年获莫斯科电讯工程学
院自动电话副博士学位。

归国后，他参加了邮电部重点会战
项目——我国第一代数据通信设备研
制，从事有限数据传输设备中的纠错编
码系统研究。1964年调入科研室，开
始了几十年的通信科研生涯。1966年
他受命研制技术要求更高的“东方红”
号人造卫星数据通信系统的“绝密”科
研项目。1969年初该项目全部试验成
功，正式投入“东方红”号卫星使用。

20世纪80年代，陈俊亮根据国家
通信发展的需要，开始从事程控数字交
换系统的研究工作，与邮电部上海第一

研究所合作承担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
课题，成功研制我国第一代“DS-2000
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该交换机获
1987年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他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另一位院士陈子元2016年3月曾
由邬毛银牵线搭桥，回走马塘寻祖。这
次邬毛银也在《四明仓基陈氏家谱》中
找到了陈子元先生的谱名“俊珑”。据
家谱记载，“俊珑”为“（陈）贤本长子，原
名龙，字子元，民国十三年（1924）甲子
九月初七日子时生”。

“根据家谱来看，陈俊珑（陈子元）、
陈俊亮两位院士正是同族同房的兄弟，
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邬毛银说。

据了解，陈子元院士出生于上海，
是我国核农学的先驱和奠基人，也是一
位将核技术应用于农业和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的富有前瞻性的科学家。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子元院士曾在返乡时表示：“做
学问要勤，做事情要诚，做人要有情。
这是祖辈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宁波精
神。宁波人的家庭观念很重，家风很
严，我们要把这个传统好好地传承下
去。” 记者 顾嘉懿

陈俊亮院士 图据《鄞州院士风采》 陈子元（前排右）2016年寻根资料图。邬毛银供图

这两位院士
都是走马塘人
陈俊亮和陈子元为同族兄弟
当地名人文化再添新的一笔

近日，记者从宁波“走马塘文化守护人”邬毛银处了解
到，他与走马塘家谱研究人陈隆佐，在相关家谱中找到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亮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子元的谱名，确认两位院士均为走马塘“义房”后人，同属
“俊”字辈，这一发现为丰富当地名人文化再添新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