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科技日

報》及央視網報道，中國工程院

院士、我國著名機械動力學家、

哈爾濱工業大學原校長黃文虎於

2022年5月19日因病醫治無效，

在哈爾濱逝世，享年96歲。他長

期致力於一般力學、動力學與控

制學科領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他在我國最早創立開展設備故障

診斷技術研究，發展了模糊診

斷、神經網絡等診斷技術；他在

衛星、飛船故障診斷技術可行性

研究和原理性實驗方面取得重要

成果，為故障診斷技術在我國航

天領域的應用提供了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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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汽車出現故障，可以停下來檢修；但飛船一
旦上天，就不可能停下檢修。況且宇航員飛天

任務繁重，難以親自檢測故障，因此必須實現自動化故
障診斷。」黃文虎院士這樣深入淺出地解釋故障診斷的
應用原理。

「天地一體化」診斷飛船
黃文虎說，「故障診斷」系統可以概括為「天地一體

化」，它包括故障檢測、診斷、隔離和恢復4個過程。
飛船上天後，地面有一個與在軌飛船同步運行的模擬
「飛船」系統，當軌道上的飛船發回的信號出現異常
時，地面指揮部通過「故障診斷」系統診斷，找出故障
源，並向軌道上的飛船發送指令，從而啟動飛船上的裝
置自動排除故障，在宇航員不知不覺中清除隱患，保障
飛船正常運行。
最初，中國的「神舟」系列飛船沒有完整的故障診斷

系統。那是在1994年，憑藉在民用系統故障診斷的豐
富經驗，及對相關領域國際先進技術的充分了解，以黃
文虎為首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簡稱哈工大）動力學與控
制研究所，向飛船總體設計部門提交載人飛船「故障診
斷」系統的論證方案，獲航天部門的高度評價。

振動設計方法獲國際公認
故障診斷技術最先應用於民用工程。而這項尖端技術

的誕生，也有黃文虎艱難的求索歷程。上世紀七十年代
初，黃文虎剛剛走出「牛棚」，就被發配到哈爾濱汽輪
機廠。當時，該廠正設計國內最大容量的大型汽輪發電

機，他像普通技術工人一樣，起早貪黑加班工作，構造
力學模型，推導振動公式，設計實驗方案。蒼天不負有
心人，他的振動設計方法，不僅填補國內振動計算領域
的空白，而且在國際會議上得到公認及引用。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家正實施第六個五年計劃，

在申報國家科技攻關項目時，黃文虎認為，應申報國家
迫切需要的項目。當時國家電力緊張，發電裝機容量不
夠，機器總出故障，一旦檢修就得好多天，嚴重影響生
產。「機器就像人一
樣也會生病，需要醫
生診斷。」於是，黃
文虎申報「發電設備
故障診斷技術」項
目，在國內最早提出
「模糊診斷技術」新
概念新方法，把人工
智能理論和人工神經
網絡技術引入故障診
斷，他立志成為診斷
機器故障的高科技
「醫生」。
然而要試驗，卻沒

有發電廠願意嘗試，
「當時就是白送試驗
設備，電廠都嫌麻
煩，不願與我們合
作。那時人們還沒有

創新意識，最後費盡口舌，大慶一家發電廠才勉強答
應。」憶當初，黃文虎很感慨。當時做試驗的大慶新華
發電廠很偏僻，設備和電線都靠肩挑背扛，從哈爾濱市
抬着去，而黃文虎和學生們就住在試驗室裏，在蚊蟲叮
咬中工作。
正是那種艱辛環境打磨出的「故障診斷」技術，才更

加成熟而適用，終於成為後來「神舟」系列飛船的「保
護神」。

機械動力學家黃文虎院士逝世 享年96歲

黃文虎祖籍上海，生於浙江永
康，一個典型的南方人，卻來到
北國冰城哈爾濱，執着於科研。

抗日戰爭開始前，黃文虎考上
小學，成績優異。父親在郵局工
作，一家人生活無憂，可是這種

幸福生活，被日軍侵華打得粉碎。當時物價飛漲，
更可怕的是日本飛機不時投下炸彈。就是在這種情
況下，黃文虎仍然考上浙江當時的名校金華中學。
抗戰硝煙四起，黃文虎隨家人四處逃難，中學前後
讀了8年。抗戰勝利那年，他考上浙江大學。解放
戰爭勝利時，他大學畢業，像那時很多人一樣，時
代在他的身上刻下深深烙印。

大學畢業，他分配到天津一家工廠。但是當時東北
是老解放區，而且是重工業基地，那才是黃文虎最嚮
往的地方。1950年9月，當哈爾濱工業大學到天津招
聘人才時，黃文虎就興沖沖報名，最終如願以償。

初入大學任教 向蘇聯專家學習
那時的哈爾濱工業大學，規模很小，也不似現在

赫赫有名。一到學校，黃文虎邊當學生邊做教師，
在研究生班跟蘇聯專家學習，在課堂上給學生上
課。那段時光，黃文虎感覺很有收穫。那時的研究
生，相當於助教，一個月的工資待遇是150斤小米。

1957年，在當時的校長李昌支持下，黃文虎開始
籌建工程力學系。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到哈
工大視察時說，你們這些大工廠大學校，要關心國
家大事，要在科研上做尖端，為國家作出更大貢
獻。當時正在倡導民轉軍，於是工程力學系就隨之
更名為航天工程力學系。從此黃文虎走上教育、科
研相結合之路。1981年起，他擔任了五年哈工大校
長，他也是我國首批博士生導師之一。

勉學子扎實基礎 還需要學會做人
在師生心中，黃文虎不僅是一位可親可敬的長

者，更是一位切實有為的教育家。在一次講座中，
他對學子們說：「在大學裏除了獲得『扎實基礎』
這粒種子外，還需要獲得『學會做人』這另一粒種
子，只有好好抓住這兩顆種子，才能孕育自己以後
人生的茂密森林。」

2006年7月22日，黃文虎院士80歲壽誕，弟子
更是從四面八方趕來，為自己崇敬的老師祝壽。學
生們感嘆：跟黃老學習，學到的不僅是知識，更學
到做人的道理。據他的學生介紹，黃老出國不像別
人帶回的是電視、音響等家電，而是專門購回國內
買不到的插板和軟件，在他心中，裝的全是科研事
業，他的人格魅力令學生景仰。

◆香港文匯報資料室、人民日報微信公號

窮一生奉獻科研
學生讚師表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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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因利用境外網站侵
害中國著名農業科學家袁隆平名譽、榮譽，19日，
被告張某被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當庭宣判。
這一民事公益訴訟案，是在徵詢袁隆平院士近

親屬同意後，由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依法
提起，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公開審理。
袁隆平是享譽海內外的科學家，被譽為「雜交

水稻之父」，是「共和國勳章」獲得者。2021年
5月22日，91歲的袁隆平逝世後，聯合國稱他為
「真正的糧食英雄」。

利用境外信息網絡平台推文
庭審中，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出示了被

告張某於2021年5月22日至5月24日期間利用境
外信息網絡平台，公然發表、轉推侮辱、詆毀袁
隆平院士的證據，包括推文9條，相關推文被他

人留言10條，被轉推36次，被點讚275次。
合議庭審理認為，張某在網絡平台上公然發表

不實言論，褻瀆了袁隆平院士的事跡和精神，醜
化了袁隆平院士的形象，貶損其名譽，超出了言
論自由的合法範圍，主觀上存在明顯過錯。其行
為還傷害到了社會公眾的感情，損害了社會公共
利益。
該案當庭宣判，判決被告張某於本判決生效之

日起十日內，在國家級新聞媒體公開賠禮道歉、
消除影響。張某表示服從判決，並宣讀了致歉
信，向袁隆平院士及其親屬表達歉意。
「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享有言論自由的

同時不能違反法律規定，不管是境內還是境外的
網站都不是法外之地。」旁聽了庭審的天津師範
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郭明龍說，雖然張某在境外網
站發表言論，但侵害的是中國人民的情感。

利用境外網站侵害袁隆平名譽
張某被判公開道歉

「什麼是幸福？對我來說，
破解科技難題，那才是什麼
都比不了的幸福。」

◆黃文虎早前在實驗室指導學生。 網上圖片

◆黃文虎 網上圖片

1926年7月22日－2022年5月19日

航天故障診斷開拓者
「神舟」飛船安全守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