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基百科 

保铮（1927 年 12 月 －），江苏南通 人，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 

保铮早年就读于 南通中学 。1949 年考入 大连工学院 电讯工程系，1952

年随 院系调整 前往张家口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 ，次年毕业

于雷达系。此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 雷达 、信号处理等领域的研究

工作。1982 年起任教授。1984 年至 1992 年间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校

长。1991 年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为雷达信号处理国家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据悉，目前全国保姓人计有 40．6 万，其中居住祖国，大陆 33 万！是

一个历史渊久、多种民族的特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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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老科学家保铮：雷达“裁判长” 

 

 

    保铮，电子学家，1927 年 12月 1日出生于江苏南通，1953 年毕业于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师从毕德显，是中国第一届雷达毕业生。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1992年任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长期从事雷达与信号处理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1971 年发明了埋地电力电缆故障点测定的“冲击闪络法”，解决了电力部门的一大难题。1974年领导成

立雷达信号处理研究小组，在国内率先开展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工作，并系统地开展了雷达信号处

理的理论和实际研究。1976年研制成的数字式动目标显示器，对推动数字技术在国内雷达中的应用起到积极作

用。1990年以来，在机载预警雷达空时二维信号处理、雷达成像和目标识别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重大进展。保

铮取得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中国大量雷达武器装备中，为中国雷达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

的杰出贡献。 

  

■刘洋 黄丽萍 

  

作为中国雷达界的专家，保铮参与了大量重要雷达装备的技术咨询、方案论证和技术把关工作。他始终本

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不回避问题，提出了大量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雷达界

同行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最值得尊敬和信赖的“裁判长”。 

  

http://www.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


伴随重点实验室的成长，保铮逐渐形成“顶天立地”的理念。“顶天”，就是要走在国际学科发展趋势的

前沿。“立地”，就是要从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为国家建设真正发挥作用。 

  

遇上恩师毕德显 

  

保铮于 1927年出生于南通市一个书香门第。他的求学时代正赶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乱中颠沛流离的

生活，再加上体弱多病，以至于他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没有过完整的学业。就读于南通中学期间，在陆颂石

等名师的影响下，保铮对数学、物理产生极大兴趣，并有了“科学救国”的思想。1949年南通解放，保铮报考

了大连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 4所院校，均被录取。权衡之下，保铮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新创办的大连大学。 

  

在大连大学，保铮遇到了对他人生影响深远的恩师毕德显。当时，41 岁的毕德显任大连大学电讯系主任，

由于其渊博的学识、高尚品德和严谨的治学风范，全校师生对毕老师都十分敬佩。 

  

保铮曾经在养病期间自学过物理和微积分，但是听了毕老师的课程后，感受到毕老师对问题阐述深刻，体

会到了很多自学时理解不到的新知识，有大开眼界之感。 

  

保铮担任毕德显讲授的普通物理和电磁场理论课程的课代表，这样有了更多和毕老师交流接触的机会。毕

老师待人亲切，对待学生没有架子，积极参与学生讨论，善于启发学生思路。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激发了保

铮的学习兴趣，培养了他透过事物表面现象看透本质的思维习惯。 

  

1952 年初，在毕德显的带领下，大连大学工学院电讯系师生远赴塞外张家口，并入军委工程学校（后改

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是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保铮光荣参军，成为新成立雷达系的第一

届学生。1953 年 7 月，保铮在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工作。在毕德显的安排下，保铮在辅导几门课程的同时，

还用约一半的时间到实验室工作。 

  

那时中国的电子工业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况，雷达研究所需的微波和脉冲仪器要靠教师亲手制作。当时有的

示波器频带只有 500千赫，而雷达需要有几兆赫的带宽，保铮在实验室参与制作 5兆赫示波器的电子开关。通

过一年多的努力，实验室初具规模，同时也锻炼了保铮的动手能力，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实验室工作约一年后，保铮担任起全职辅导。毕德显要求保铮熟悉整个雷达专业教学工作，把几乎所有

的雷达课程均辅导或讲授一遍，这促使保铮全面掌握了整个雷达专业课程知识。当时国内的学术环境相对封闭，

但是毕德显非常注意学科的前沿发展，组织了“信息论”讨论班。信息论是由美国科学家香农（Shannon）1948

年提出后才兴起的新领域，毕德显于 1956年开始跟踪研究这个新领域。保铮参加了信息论研究小组，不仅开拓

了眼界，了解了学科前沿，更从毕德显身上学到了做科研的思路和方法。1956 年，在毕德显的鼓励下，保铮在

《电信科学》上发表了《有干扰时通信体系的极限通信能力》一文，在当时属于比较前沿的研究。 

  

毕德显对保铮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后来保铮 1984年被任命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院长，毕德显鼓励保铮“要以工作为重，勇于把担子挑起来，依靠组织，依靠群众，努力开创学校的新局

面”。也是在毕德显的推荐下，1991 年保铮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文革”中的“电缆神探” 

  

“文革”时期，还不到 40岁的保铮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理由之一是他编的教材是美帝苏修的混合

体。1970年 9月底，刚从“牛棚”出来不久、被打入“另册”的保铮到关中供电局电缆班接受“再教育”，竟

意外促成他发明埋地电力电缆故障测试仪，解决了一个困扰电力部门多年的大难题。 

  

保铮在电缆班跟随工人师傅检修埋在地下的电力电缆。由于电缆深埋在地下，所以，对故障点的探测和定

位是一大难题。传统探测电缆故障的方法有“电桥法”和“脉冲法”，但都费时费力。其实，保铮最初也没有

想出解决探测电缆故障的办法，因为他对电力和高压电器技术是外行，只掌握一些电工的基本知识。但他有一

股“书呆子气”，兴趣上来了，就全身心投入。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去考虑晦暗不明的前途。为

科研攻关，保铮搬到工作间去住，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几个月。后来有人问保铮：“你当时考虑过自己的处境和

身份没有？”保铮的确没有考虑。能有机会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社会作贡献，这种满足感是平常人难以体验的。 

  

在经过探测电缆故障各个工序的多次操作后，保铮产生了一个想法：加冲击电压，在故障点形成电弧，利

用它的发热效用来“烧穿”故障，利用故障点电弧形成短路的暂态过程进行测量，也可利用产生电弧时的声响

进行现场定位。保铮想到冲击电压产生电弧会在该点形成短路，这会在电缆内形成短暂的瞬态过程，如果能将

瞬态过程形成的波形取出显示出来，应可从波形得到故障点的位置。从电缆端点取出瞬态波形并不困难，但要

将它显示出来则有难度。冲击电压的周期以秒计，示波器还不能显示这样的过程，好在当时国内直观式存储管

已试制成功并小批量生产，用直观式存储管组成示波器就能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验证这个设想，保铮开始研制设备。受当时的物资条件所限，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动手。在克服重重困

难后，1971 年 5 月，我国第一台冲击闪络电力电缆故障探测仪终于问世。新设备接通后几分钟就能完成故障点

的粗测，加上现场定点和挖出故障电缆总共只需半天，比传统方法大大缩短了时间。 

  

这种方法成功解决了电力系统的一大难题。在保铮的发明应用前，关中供电局电缆班几乎一直处于“欠账”

状态，堆积了一批待定点的故障。新仪器研制成功后，电缆班短时间内将所有积压旧账一扫而空。 

  

为了完善测试方法和仪器，多做实验，保铮还主动去找一些用户，检测了十几个故障，全部成功。这项发

明后来成为学校实习工厂的一个重要产品，名称叫作 711 电缆故障测试仪（711表示为 1971 年 1 型）。 

  

保铮的这项发明是雷达原理运用到电缆测试领域的成功范例。新闻电影制片厂曾据此拍摄科教纪录片《电

缆神探》，介绍他研制的电缆测试仪。 

  

在关中供电局接受“再教育”的这段经历使保铮认识到，从事应用基础研究的人，如果不密切结合实际，

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是很难有所成就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



你就得亲口吃一吃。”在后来研究工作中，保铮也联想到，雷达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应当更广泛地

联系实际。因此，保铮经常到有关工厂、研究所和部队去，为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同时自己也学到许多书本

上学不到的知识。 

  

率先启用数字技术 

  

1973 年 11 月，正在农场劳动的保铮突然接到通知去南京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与进口雷达有关。原来，

当时中国进口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现名泰勒斯公司）的 5 部 LP-23 航管雷达。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法国能够

出口雷达给中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仍然存在技术封锁。这种新的航管雷达，有一个重要部件叫数字动目标

显示处理器，它的功能是从雷达回波中消除固定杂波（如山、大建筑），只把所需的动目标即飞机显示出来。

由于先进技术对中国禁运，法国将雷达中数字信号处理部分去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内有关方面召开了会议，讨论能否自己研制该处理器。保铮参加的就是这次会议，

他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这样的专业会议了。会议讨论中，大部分人倾向于仿制（部件禁运但说明书里的方框图仍

保留）。但保铮认为，法国的雷达信号处理器的方案并不完美，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首先设计非常烦琐，其

次如果进一步发展，会受到限制，第三是该方案没有通用性。中国雷达向数字信号处理的转变应是全面的，应

考虑研制通用的，要能用于国内现有雷达的动目标显示器。 

  

在保铮看来，法国人的方案只不过搞了点花样，实际效果不好，尤其该方案没有通用性，不能推广应用到

大多数雷达，这是致命的缺陷。国外雷达数字信号处理器从上世纪 60年代中期开始应用，由于它具有优越性，

发展十分迅速，到 70 年代应用已十分普遍，中国则大大落后了。保铮提出，希望以数字动目标显示器的研制为

契机，上级能够拨付少量研究经费，我们自己研制一个通用性强、结构简单、能解决当时国产雷达动目标显示

的数字化设备。 

  

1974 年冬季，上级同意了保铮的方案，并且提供少量（19 万元）的研究经费。学校接到任务后，支持保

铮组成一个 8 人科研小组。 

  

当时，科研小组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要弥补知识上的欠缺，同时实验所用的器件仪器设备都很落后，也

难于购买。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保铮决定分两步来走，先研制 0.5 微秒数字动目标显示器，再研制 0.2微秒数

字动目标显示器。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0.5 微秒数字动目标显示器样机终于于 1976年秋研制成功。实验成功后，课题组很

受鼓舞，继续研制出 0.2微秒数字动目标显示器，1980年获得四机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保铮带领课题组研制的数字动目标显示器，跟法国设备相比，性能更加出色，而且后来数字动目标显示器

的发展潮流也同保铮思路一致。这项技术最重要的意义，是将数字技术应用到雷达中去。1977 年秋在烟台召开

了一次学术会议，保铮带着他的数字动目标显示器进行现场演示，得到了同行们的关注和肯定。 

  



1978 年后，为研制数字动目标显示而成立的 8 人科研小组迅速发展，并将推广数字信号处理在雷达中的

应用作为研究方向，先扩充为研究室，继而又扩大为电子工程研究所。1992年成立的国防科技雷达信号处理重

点实验室，就是依托该所建立的。 

  

“顶天立地”育人才 

  

由于雷达带有的浓厚军事应用特性，没有国家的支持、只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在这个领域取得成绩的。让

人敬佩的是，保铮是从平凡的岗位上，在看似没有可能的状况下，努力争取到科研机会并作出成就。 

  

在保铮的带领下，雷达信号处理重点实验室在该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重点实验室的自适应旁瓣

相消、阵列信号处理、空时二维自适应信号处理、稀布阵综合脉冲孔径雷达技术、雷达成像、雷达自动目标识

别等众多学科方向，无不是在保铮的亲自培育和浇灌下成长起来。 

  

伴随重点实验室的成长，保铮逐渐形成“顶天立地”的理念。“顶天”，就是要走在国际学科发展趋势的

前沿。保铮非常关注学科前沿，对于新技术的出现，会及时组织学习，举办讲座和研讨班，并指导部分研究生

以此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保铮的看法是，雷达信号处理领域的某些新技术虽然只是一个研究方向，但必须要弄

清基本概念，并密切注意发展动向。由于雷达信号处理领域很多概念出自数学应用，保铮经常邀请数学方面的

专家到重点实验室讲课，从中吸收新知识。保铮多次说过，学习信号处理的人，如果不学习只吃老本，用不了

多久就落后了。 

  

“立地”，就是要从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为国家建设真正发挥作用。面向国家需求，重点实验室的许多

科研工作，跟实际结合得非常紧密。雷达系统出现问题，首先就反映在信号处理，从信号处理能够判断是系统

中那部分的问题。因此，重点实验室的工作虽然是专注于信号处理领域，但在实际工作中涉及面很广，实验室

不但研究信号处理，还要改造雷达，要使整个雷达系统处于最优。在保铮的带领下，重点实验室能够有效地帮

助雷达整机研制部门解决问题，保铮也因此在雷达界享有很高威望。 

  

2000 年下半年，某新型雷达因核心技术攻关遇到难题，出厂日期面临拖延。情急之中，研制部门向保铮

求援。电话头天下午打到他家，第二天一早他就回话：“我连夜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你们放心，再难也要

保证产品按期出厂。”保铮马不停蹄地协调重点实验室及相关研究机构合力攻关，使难题迎刃而解。 

  

保铮一生专注于雷达信号处理教育和研究，淡泊名利，努力追赶、超越国际水平。重点实验室立足于实践、

着眼于前沿，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同时，又努力走在国际雷达信号处理领域的前沿，这是保铮“顶天立地”

思想的体现，也是保铮这位新中国首届雷达生奉献给祖国雷达事业的一份答卷，更是毕德显等新中国雷达教育

事业奠基者培育出的硕果。 

  

（作者刘洋单位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黄丽萍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 



 

 

①1987年与恩师毕德显院士在临潼华清池旁 

 

②1979年 12月保铮等人调试设备 

 

③1953年保铮毕业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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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铮早年就读于2T南通中学2T。1949年考入2T大连工学院2T电讯工程系，1952年随2T院系调整2T前往张家口2T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2T，次年毕业于雷达系。此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2T雷达2T、信号处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1982年起任教授。1984年至1992年间任2T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T校长。1991年当选2T中国科学院院士2T。现为雷达信号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据悉，目前全国保姓人计有40．6万，其中居住祖国，大陆33万！是一个历史渊久、多种民族的特殊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