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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可探“引力波” 落地为甬企创收

宁工科研人：“高大上”又“接地气”

还记得长征二号丙
火箭遨游太空吗？宁波
工程学院的师生们对它
有着更多的牵挂。因为，
在这枚火箭上，搭载着
由大学生团队设计完
成的引力波探测器“天
格”。

这支大学生团队
由清华大学、宁波工
程学院等院校的大学
生组成，其中宁波工
程学院的学生就是
来自该校的电信学
院。在电信学院的实
验室里，人工智能
技术、机器人技术、
嵌入式技术、区块
链技术……学子们
在 老 师 的 带 领 下
如饥似渴地学习
着新知识，一项项
前沿技术也在开
发研究中。

他们的部分
研发成果已走出
实验室，形成良
好的社会效益，
并 转 化 为 丰 厚
的经济效益。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张晓雁

宁工学子宁工学子
参与研发“天格”

“这就是引力波（伽马射线暴）探测器‘天格’的模型，
按比例缩小制作的。”在电信学院的嵌入式电子创新实验
室，该院院长安鹏教授向记者介绍说，“我们主要负责的是
太空空间嵌入式系统部分的工作，研制了有效载荷模块，
以实现伽马射线的高性能探测及数据处理。”

在物理学上，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
一种时空波动，被视为宇宙中的“时空涟漪”。引力波探测
在当前天文学、物理学研究中是最前沿的领域，对人类探
索宇宙起源、发展以及认知自我具有重要意义。

“天格计划”，就是针对空间分布式引力波暴电磁对应
体探测所进行的研究计划。通过发射一组小卫星，将这些小
卫星内加载的探测器组成一张探测网，捕捉宇宙深处传来
的“伽马射线暴”信号。“天格计划”由清华大学发起，该学生
科研团队除了本校学生外，还有一部分其他院校的学生参
与，宁波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创新团队便是重要参与者。

“2016年 2月 11日，Virgo第一次发现黑洞合并产生
的引力波信号，清华大学天体物理研究团队与我校的人工智
能创新团队，由此萌生了能否设计并研发一套我们自己的引
力波探测器的想法。”安鹏说。

两个团队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和沟通交流，2017年下
半年，项目进入到有条不紊的研发阶段。当年9月，宁波工程
学院人工智能创新团队的俞建东、车岳鹏两位同学被指派到
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分别进行了为期一年和半年的联合
开发与调试。

硬件软件硬件软件
做到万无一失

“我们团队有将近30名学生，是按照研究生的模式在培养
本科生，大家做科研的时候，经常废寝忘食。除了指派到清华的
两个同学外，还有10位同学也参与了‘天格计划’的研究。”安鹏
介绍道。

空间嵌入式系统设计对于本科大学生团队而言，是一个不
敢接触甚至闻所未闻的领域。安鹏在开始就给创新团队一个“下
马威”：“探测器进入地球轨道就无法进行硬件更新、软件更新，
调试也没有在地面上那么简单，硬件与软件，一定要做到万无一
失。”

指导老师的“下马威”激起了团队成员的斗志，大家夜以继日
地投入到研发中，向一个又一个技术难点发起了冲锋。在系统研
制过程中，团队成员针对太空电子辐射、火箭上天过程中的震动
等系列问题进行研究与排查。机械振动测试与热循环实验是最难
过的一个坎。经过两次结构重新设计，四次电子系统硬件重新研
发，当指标最终达到了要求时，团队成员禁不住欢呼雀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科研攻关，这个团队最终
设计完成并定型一枚引力波探测器。看到自己研发的探测器在太
空轨道正常运行，进行科学数据采集，团队成员们发出由衷的感
叹：“实验室的夜晚，太美好！”

“目前，引力波（伽马射线暴）探测器的研发仍在持续中，计划
在2020年要初步完成三颗，并且安排了今后几年的工作计划。”安
鹏介绍说。据悉，学院和清华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每年他们会选
拔2-3位优秀学子，赴清华学习、实验和科研交流。

走出实验室走出实验室
收获累累“硕果”

除了嵌入式技术，电信
学院研究的领域还涉及当前
最热门的人工智能技术、机
器人技术、区块链技术等。而
且，其中部分成果走出实验
室，转化为丰厚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据介绍，近年来，学院积极
开展“双合作”工作探索，与国
内外知名企事业单位保持紧密
的合作关系，如同方股份有限
公司、国仪量子技术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同
时也积极与本土企业进行产学
研合作，至今已主持并参与纵向
和横向项目百余项。

在与宁波迦南电子有限公
司合作开发的“四表集抄实时系
统”中，人工智能技术中的模式
识别技术应用于无人值守的抄表
系统中，大大推动了相关行业的
技术发展，也给企业带来了丰厚
的经济效益，产品开发完成一年
多的时间里，销售收入突破 1500
万元，占企业产值贡献率20%，市
场份额18.7%，技术达到了国内的
领先水平。

安鹏认为，企业拥有行业海量
的数据、充沛的资金，在生产力水平
急需提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
下，传统企业迫切需要借助人工智能
新技术实现自动化。制造业既是人工
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可以大有作为的
领域，也是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技术的优势领域。学院科研团队将
继续深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大
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科
研成果的产业转化。

育人核心育人核心
培养应用型人才

安鹏介绍说，高校具有教学授课、科
学研究等多项职能，但其中最核心的是
育人。他说，应用型本科有别于高职高
专，学生不仅要拥有应用技能，更重要的
是在掌握应用技术的同时，要有较强的理
论基础指导应用技术的进步。

2018年到现在，学校投资1600多万
元添置实验设备与科研设施，以满足教学
科研与人才培养需要。

安鹏指导学生参加国际级、国家级学
科竞赛，由他指导的学生团队在全国大学
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
赛、全国大学生智能制造竞赛等比赛中多
次获得全国特等奖、一等奖的好成绩，在同
类型本科院校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学生
团队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
划项目，部分项目还得到了创业创投基金的
支持，相关学生也获得了各级各类就业之星
的称号。

◀ 安 鹏
（右一）指导
学生做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