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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套数字通信设备及其系列配套仪表

诞生于1977年。这套数字通信设备(当时称为“脉冲编

码通信设备”)及其系列配套仪表，由重庆邮电学院的

教职员工研究制造成功。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

大会上，该成果获得国家科研成果奖。接着，按邮

电部要求，重庆邮电学院研制的脉冲编码32/30

路基群设备、120 路复接(多路通信)设备及其

系列配套仪表先后无偿转让给邮电部重庆

通信设备厂等多家邮电工厂定型生产。到

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省、市、自治区邮电

企业都先后安装上由各家邮电工厂生

产的数字通信设备。

国家当时发展通信的方针是模

拟通信和数字通信同步发展，而且

预计这个过程还很长。为解决模拟

通信和数字通信兼容互通问题，

八十年代初，邮电部给重庆邮电

学院下达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60路复用转换设备的研究制

造。以张应中教授为首的科研

团队，经过几年的技术攻关，终

于研制成功。因此，这个重点科

研项目的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重邮人为国家两

种通信同步发展战略解决了重

大难题，再次立下了功勋。

外国人没有想到，中国人

竟然也可以研究制造数字通信

设备，连模拟通信和数字通信兼

容互通的设备也搞出来了！到这

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数

字通信设备和专用仪表的方针不

经宣告而破产，欧洲、美国、日本竞

相向中国推销数字通信设备。进入九

十年代，数字通信超速发展，模拟通信

设备逐步消亡，中国数字通信迅速走向

2G新时代。所以，重庆邮电学院教职员工

研制出的数字通信设备及其系列专用仪表，

对于打破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禁运，把中国通

信从模拟通信推进到数字通信做出了划时代的

贡献。

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那几年，重庆邮电学

院的教职员工，参与成功研究制定3G中国标准（TD-

SCDMA）、独立研制出3G手机和3G手机核心芯片，

使中国数字通信进入3G时代，重邮人再一次在数字

通信领域做出了跨时代的巨大贡献。学校因此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

部十大科技进展等多项大奖。

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里，重庆邮电学院3G技术

能够取得那么多重大科研成果？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是，学校曾参加过七十年代数字通信重大科研攻关的

一批老教授、老专家带领一批年轻人多年对通信网络

技术、数字通信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接口及其信令技术等进行持续研究与

探索，且获得诸多成果，给研究制定中

国3G标准（TD- SCDMA）科

研工作铸就了深厚根基，

搭建了极其优良的科

技平台。

华为公司职工经过

十多年奋斗，把中国的数字

通信技术从4G推向5G新时

代，其核心技术超过了美

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

家。美国不惜动用国家力

量，纠集盟友，造谣污蔑，耍尽手段，绞杀华为，妄图置

华为公司死地而后快，还企图阻止中国5G技术在世

界普及。如今，华为公司因研制5G先进通信设备，在

中国已经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世界也已名扬天下。

为华为公司喝彩，为华为公司职工点赞，已成为中华

儿女的共同心声。

国家当年给重庆邮电学院下达那个国家重大科

研项目时，明确规定，科研的各个阶段都要求保密，不

登报，不广播。

1977年夏天，刚研制成功的120路复接设备送上

海参加国际“交响乐”卫星通信联试，大获成功。重邮

人研制的中国第一套多路通信数字设备得到认可。

1978年夏天，全套数字通信设备在北京电信局89

分局和28分局之间进行局间试验并接受国家检查验

收。其结论是：各项技术指标完全达到国际电信联盟

标准，可以批量投产。

邮电部将此成果报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时任中共

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等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指示中办国办发文内部表彰，并指示不准宣传，不准

登报和广播。为什么呢？事后才知道，当年朝鲜和阿尔

巴尼亚，只要知道中国有新产品出来了，尽管中国自

己都没有用，他们就来要。

这个密一直保了几十年，直到2005年学校在给国

务院申报学校更名为大学的报告里，第一次提出了重

庆邮电学院是中国数字通信发祥地的命题，得到认

可。2010年学校举行六十周年校庆，重庆邮电学院是

中国数字通信发祥地这项殊荣正式进入校庆各种宣

传活动、资料和会议之中。

时过境迁。即便是现在，在中国、在重庆、在通信

界，知晓中国数字通信发祥于重庆邮电学院这个事实

的人，少之又少，这正符合老书记郭长波同志、老院长

刘宜伦同志一辈子不追名、不逐利、低调做人的高尚

风格。外面的人不知道没有关系，然而，后重邮人应该

知晓并珍惜那段由先辈们开创值得自豪与回味的历

史。

我是重邮那个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的参与者

和领导者之一，当年位列小字辈。无论是教师群体、科

技管理者群体，还是新老工人群体，在参与国家重大

科技项目技术攻关的过程中，他们的爱国爱校情怀以

及排除万难、勇于创新、敢打敢拼的奋斗精神都表现

得淋漓尽致。在那几年当中，许许多多激动人心的人

和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无法忘怀。记叙当年他们攻坚

克难的若干精彩片段，向新中国七十华诞献礼，以尽

个人之责。

1973年3月，邮电部将研制数字通信基群设备和

二次群复接设备(即多路通信设备)及其配套系列专用

仪表，作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下达下来。

那个年代，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数字通信早已普

及，且己进入2G时代，对于数字通信这项高新技术，

美日欧联合对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禁

运。由西方国家掌控的巴黎统筹委员会明令规定，数

字通信设备及其配套专用仪表和中大规模数字集成

电路严禁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口。

学校接到科研任务时，领导和绝大多数教职员工

都不知道脉冲编码通信为何物。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

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大多是学习俄语。开始开展科研

阶段，大多数科研人员不要说阅读英文、日文资料和

书籍，连国际电信联盟脉冲编码通信设备的标准都看

不懂。幸好有一批像刘宜伦、张应中、温启荣、孙仁琦、

张云麟、郑吉申、沈承弼、翁则贵、李福全等英语水平

高且精通通信专业的教授，国外英文科技书刊和资

料，到了他们手中，可以迅速准确地译为中文资料，在

校内刊物“数字通信”印刷出版。冯丙昌教授是人民邮

电出版社的日文首席顾问，当年“数字通信”上刊登的

日文翻译资料许多出自他之手。在学校掀起学习脉冲

编码技术知识和外语的热潮中，“数字通信”刊物成为

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针对性极强的必读教材。那些承

担翻译外国书刊和技术资料的专业教授，也是英语学

习班和日语学习班里最好的老师。学员们深感当年学

习外语走了太多的“捷径”。科技攻关从学习数字通信

技术知识和学习外语开始，学习技术知识和外语也是

贯穿科技攻关的全过程。重邮人在学习脉冲编码通信

知识和外语的历程中，边学边用，活学活用，终于破解

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技术攻关的第一大难题。

科技攻关遇到的第二大难题是没有专用仪表。科

技攻关，仪表先行，这是常理。脉冲编码端机和传输设

备的研制只有等待自研自制数字专用仪表出来可用

之后，才能进入正常的科研轨道。这对当时参与研制

数字专用仪表的教职员工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早在1964年我国第一届电子产品展览会在重庆

举办时，我院羊昌尧教授独立研制的一兆电子计数器

送展，就获得全国二等奖。本次科技攻关急需十兆数

字频率计数器，羊昌尧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迅速研

制出来并复制多台投入使用。急需的误码仪、中继障

碍测试仪、抖动仪、极性误差测试仪等十余种专用仪

表都先后研制出来，其中误码仪等多种数字仪表都复

制多台投入使用，不但满足了本院科技攻关的急需，

还按邮电部的要求先后调去多台十兆频率计数器和

误码仪给武汉邮电科研院光纤技术会战和上海贝尔

公司万门程控交接机会战之用。

科技攻关遇到的第三大难题是缺一批特殊元件、

器件和材料。根据不完全统计，数字通信成型设备及

其配套专用仪表所用元件、器件和材料的总数超过一

万余种。在科技攻关的前期，急缺的元件、器件和材料

种类太多了。器材科那个以教师为主体的群体，在陈

潘科长的带领下，冒严寒，顶酷暑，跑遍了祖国的大江

南北，调查走访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元件、器件和材料

厂家，择其需要而购之，把科技攻关所需各类繁多的

元件、器件、材料全部供应上了，没有拖科技攻关的后

腿。担任科技攻关的教师们，面对中规模以上的数字

集成电路和一批特殊元件、器件和材料不可能从国外

购得的情况，不知动了多少脑子，想了多少办法，产生

了多少奇特的故事，才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科技攻关遇到的第四大难题是数字通信设备的

机架仪表的内部外部硬件结构都要符合国际电信联

盟标准，并要求在转产时移交所有正规设计图纸，厂

家不再设计而照图生产。学校工厂当年有180多人，大

多是青年工人。他们分车、钳、铣、冲、刨、磨、剪板、锻

压、电镀等工种。百余人被送去邮电工厂、国防工厂相

应工种进行了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培训。高德明教

授领衔的结构设计团队，一切按规程办，一丝不苟，精

益求精。据不完全统计，他们设计的模具多达600多

套，其中大多数由学校实验工厂制造，少数模具送外

厂加工。在机械设备技术攻关过程中，重庆通信设备

厂给予了大力支持。国家检查验收时，一次成功，包含

所有的机械加工的设备器件。可以想象，以当时的条

件要一次成功，多难啊！但是，老一代重邮人完全做到

了！

这里只列举了四大难题，事实上，摆在老一代重

邮人面前的现实真是万难啊！但是，老一代重邮人没

有被各种困难所吓倒，他们排除万难，在新中国通信

发展史上创造了奇迹，为改变新中国通信落后的面貌

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现在，那一代人都老了，不少人都已经作古，他们

所表现出的爱国爱校情怀、奋斗精神、创新精神，永远

值得我们后重邮人学习传承并发扬光大。在新中国七

十华诞之际，让我们向新中国数字通信的开拓者们致

敬！向伟大祖国献礼！

渊作者系学校原党委书记冤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书
张运华

1.新生开学典礼上，师

生同唱《歌唱祖国》

2. 学校召开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教师座

谈会

3. 学校举办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重阳节

系列活动

4. 学校举行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爱我中

华”演讲比赛

5. 校友黄成芳荣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纪念

章”

6. 校友王国昌荣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纪念

章”

7.校党委书记、校长

李林走访慰问新中

国成立前参加革命

工作的老干部

8. 校党委副书记游

敏惠走访慰问新中

国成立前参加革命

工作的老干部

9.军训成果

汇 报 大 会

上，受训学

生巨型造型

为新中国70

华诞献礼

10.学校“影

像南山”展

映电影《我

和 我 的 祖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