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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心怀大爱者都具有崇高的奉

献精神。古有神农勇尝百草，为黎民百姓找

到了充饥的五谷，医病的草药。今天的科研

领域同样不乏勇于奉献、不畏艰险的科学家，

湖南文理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杨品

红就是其中之一。

在 30 多年的水产科技研究生涯中，他为

了解决珍珠粉不溶于水的难题，不惜冒着中

毒危险，尝遍各种配方；他为了解决珍珠形成

慢、质量差，头顶烈日，酷暑中休克送医院抢

救，最终使珍珠产量从 2.8g/只，提高到 30g/

只，为湖南淡水珍珠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

1/3 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了研究河蟹，获得

正宗长江蟹苗，不顾重感冒，执意出海，偶遇

12级大风，一昼夜在茫茫大海中，靠抱着船上

的立柱渡险……

他为事业呕心沥血、为团队殚精竭虑、他

为学生无私奉献……在 30 年前他说过，事业

与家庭相比，事业永远第一。

也是在多年前，杨品红为了青黄不接的

水产人才和急需提升的水产科技，毅然决然

放弃上市公司总裁、副董事长的职位，怀着满

腔热情，以“激情、创新、坚持、超越”为座右

铭，全身心地回到学校，做一名普通教师。

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成员不计报酬和名

利，依托“水产高效健康生产湖南省 2011协同

创新中心”等平台，进行水产专业转型发展。

2015年起，面向全校相关本科专业（水产

养殖学、生物科学、动物科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应用化学等）实施“范蠡”本科创新人才培

养计划，每年遴选 30—40名本科生，成立虚拟

班，每 2名学生配备 1名教师指导。导师全程

负责学生从大二到大四 3 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和创新实践教学，学生通过科研训练、参与课

题研究和学术论文撰写等创新实践活动，专业

思想稳定、综合素质提高快。首届学生署名发

表学术论文16篇（含学生署名第一9篇），且有

29人次参加了相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同时，

特色班按研究生培养模式培养本科生。还自

觉形成“三农”服务团队，长年不间断地在环洞

庭湖区等地为企业、村民进行服务达 5000 人

（次），产生社会效益达15.8亿元。

多年来，团队以国家总体战略与区域经济

发展为导向，不计名利、不计得失，风里来、雨

里去，不怕苦、不嫌累，长期深入生产一线，重

点针对生产中存在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进

行攻关。共承担科研项目 86 项（其中国家级

11项、省部级 30项），科研经费达 3276.6万元；

发表学术论文119篇，出版专著教材7部；获得

科研奖励12项，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30余项、

实用新型 7项，制订地方标准 12项；推广应用

面积达1800万亩，创社会效益达150亿元。

迄今为止，杨品红带领团队发明了淡水

珍珠快速育成的 RE育珠技术和建立“三角帆

蚌质量标准综合评价模型”，使淡水珍珠单产

从 5g/只，提高到 30g/只，实现了湖南的珍珠

占全球的 1/3 以上，造就数十个千万珠农富

翁；首次培育出三角帆蚌三倍体，打破了淡水

贝类育种禁区，育珠速度提升 25%；攻克了珍

珠粉溶于水及全成分保留技术,生产出三大

系列 20 多个产品并面市，有效解决了珍珠产

业链“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鱼类育种发面，他们发现并选育了填

补国内二倍体食用鲫鱼空白的青鲫，使鲫鱼

的生长速度提升 20%；研究了世界首例异源

四倍体“83-2 系抗病草鱼”F6-F8，为鱼类遗

传育种增添新内容；突破蒙古鲌、翘嘴鲌全人

工繁殖产业化生产，使高档淡水鱼“游上市民

餐桌”；建成了洞庭湖及沅、澧水鱼类标本资

源库。

在健康养殖方面，杨品红团队提出并论

证“能效渔业”理论，深入研究了“草—藻—营

养—水—鱼”五因素的关系，实现珍珠与鱼类

的零排放无害化养殖；研究与集成池塘高效

生产技术及“稻—渔”综合种养技术，为生态

农业提供技术支持；研究了湖库大闸蟹放养

容量数学模型，首创了大闸蟹原生态放养技

术，为湖库水体提质提效提供决策依据。

更令人敬佩的是，杨品红挚爱教育事业，

对工作更是完美主义者。近 5 年来，杨品红

团队培养了 1080 名学生，他们获国家、省级

等科研项目 40余项，考研率达 20%，一次性就

业率 95%以上，获省级“双创”奖 3 项，获教学

成果奖 4 项。团队成员从未出现一例教学与

科研差错，所教学生精神面貌与学识水平得

到同行的高度肯定，并多次被评为思想政治

教育先进集体。

言传身教树榜样 转型发展育英才
——湖南文理学院水产学科人才培养转型发展纪实

李 欣

随着特高压交直流混联大电网的一体化

调控运行和间歇性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对

网络分析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

针对新的需求，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电力自动化研究所“大电网网络分析

计算能力提升及多级协同计算架构关键技术

与应用”项目利用 GPU 并行、集群多核并行

和分布式计算等技术，从网络分析应用新型

计算方法、多级调度一体化协同计算方法、计

算结果准确性分析与评价和编程辅助工具等

方面开展研究，多方面提升其计算能力。

项目执行期间，授权发明专利 11项（受理

发明专利8项）；发表论文17篇（SCI检索期刊论

文2篇）；制定公司企标报批稿1份；研发软件11

套，获软件著作权11项，开发原型系统1套。

经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鉴定，项目整体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在基于正交增量行变

换的动态分区抗差状态估计方法、匹配 GPU

架构的批量潮流计算并行求解算法方面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近日，由该研究所李强、郎燕生、李静、周

赣、林静怀、常乃超、郭子明、赵昆、罗雅迪、张

印、陈郑平、温丽丽、谈林涛、贾育培、王淼完成

的该项目获国家电网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电力自动

化研究所是中国电力行业最早从事电力自动

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科研单位之一，并于上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网络分析技术研究，自

主研发的电力系统网络分析应用，已实现了

产品化和成果转化，先后在美国 HABTIT 系

统、CC-2000、CC-2000A 和 D5000 系统开发

成功并推广应用，受到用户普遍好评，在国家

电网公司省级以上 D5000系统网络分析应用

的市场中，占据了 30 多套主备调市场份额，

具有显著的市场优势。

此次该项目在传承中创新，提出了基于正

交增量行变换的动态分区抗差状态估计方法，

实现了可疑数据动态分区估计和方程局部修

正求解，提升了算法精度和速度；提出了匹配

GPU 架构的批量潮流计算并行求解算法，建

立了稀疏矩阵存储和线程分配的规则化策略，

实现了基于 GPU 加速的批量稀疏 QR 分解，

提升了静态安全分析并行计算效率。

除此以外，该项目提出了适用于多级调

度一体化协同运行的大电网网络分析分布式

计算方法，建立了网络分析多级协同服务体

系架构，实现多级系统的一体化网络分析计

算。提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状态估计计算

结果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为电网基础数据

质量提升提供技术指导；提出了适用于电网

调度集群的并行编程辅助系统架构，实现了

编程辅助、内存和性能分析等工具，提高了应

用软件并行化开发效率。

项目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到国调、华中

分中心、四川、福建、冀北、辽宁、湖南等调控

中心，长期应用效果表明，本项目研发成果提

升了网络分析应用计算速度和精度。

项目基于正交增量行变换的动态分区抗

差状态在国分省地各级系统均有应用，有效提

升了各系统不良数据检测和辨识能力，提高了

状态估计计算速度和精度，降低了基础数据维

护工作量，并为其他应用软件提供高质量的实

时数据断面。考虑多端柔直的潮流计算软件

成功在福建调控系统中应用，实现对浦园、鹭

岛柔直换流系统潮流的准确分析计算。集群

多核并行静态安全分析在国调和华中分中心

示范应用，充分利用了现有调度集群计算资

源，提高了静态安全分析计算速度，基于 GPU

加速的并行静态安全分析在实验室测试结果

表明，基于 CPU+GPU的异构计算模式，可进

一步提升网络分析应用计算速度。

项目基于多级调度一体化协同网络分析

分布式计算总体架构，研发了数据交互、作业

调度、分布式拓扑分析、计算模型服务、分布

式调度员潮流计算等软件，并在实验室搭建

多级调度测试环境对项目成果进行仿真测

试，测试结果表明，该架构可有效支撑多级调

度一体化协同网络分析分布式计算，为网络

分析应用分布式计算的实现提供服务支撑。

项目以状态估计遥测、节点功率平衡、支

路首末端功率平衡合格率为基础的状态估计

计算结果综合评估方法已应用到国调中心的

状态估计同业对标考核中，从多角度反映电

网模型和量测数据中存在的问题，指导各调

控中心基础数据质量的提升。

并行编程辅助工具为项目各应用软件研

发提供了有效辅助工具，使项目组在短期内

完成多个应用软件的研发，缩短了软件研发

周期和人力成本，提高了研发效率。

项目成果有效提高了各级系统网络分析应

用计算速度和精度，提升了调度驾驭互联大电网

的能力，间接促进了新能源消纳，为2022年冬奥

会张北柔直调控系统建设提供了技术储备。

近三年，项目新增销售额约 5616 万元，

减少了各级系统电网基础数据和模型的维护

成本，为各公司节支 2723.5万元，为冀北电网

增加风电消纳 2.84 亿千瓦时，折算电价约 1.4

亿元，节约电煤 2835 万吨，少排放 25 万吨

CO2、32.4 万吨 SO2、8.9 万吨烟尘，减少了污

染，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计算更快速 精度更精准 调控更科学
——记“大电网网络分析计算能力提升及多级协同计算架构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

李 静

近年来以特高压为骨干电网、各级电网

协调发展的坚强智能电网，为能源优化配置

和清洁能源消纳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也给

互联大电网的调度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互

联大电网多级协调优化调度的挑战，多类型

间歇—常规电源协调运行的挑战，大范围、多

时间尺度发输电资源优化配置的挑战。

为解决大电网调度所面临的上述挑战，

国家电网公司组织中国电科院等科研机构开

展专项科研攻关；依托 4 项国网公司科技项

目和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历时 5 年，在互

联大电网多级多周期调度计划及多类型能源

互补优化调度等方面取得了大量创新成果，

开发了一系列调度计划软件，并投入实际生

产运行。

近日，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周京阳、潘

毅、杨军峰、崔晖、戴赛、丁强、涂孟夫、许丹、

钟海旺、王斌、李锴、程鑫、朱泽磊、胡晨旭、张

传成、门德月、黄国栋、李晓磊完成的“考虑多

元能源协调优化的大电网多级调度计划关键

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电网公司科技进步

二等奖。

该项目研发了国分一体、国（分）省多级

协调、省地协同调度技术，支撑了互联大电网

多级一体化调度；研发了大电网月/周机组组

合技术，实现了火电与水电、风光清洁能源深

度协调；研发了基于概率分析的多元能源协

调调度技术，提升了发电计划对新能源预测

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项目研究成果经中国

电机工程学会鉴定整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其中调度计划的国—分—省多级多时段

协调优化技术、大规模多元能源协调优化技

术两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具体关键技术和创新点方面，该项目

通过将时间、空间、安全、经济在调度计划业

务中的深度融合，提出了国分一体、国（分）省

协调及省地协同的发电调度整体框架，制定

了调度计划类数据规范、设计了标准业务流

程、构建了多级协调和全网一体模式，支撑了

大电网多级多周期协调优化调度。

针对随机—确定电源之间的互补优化问

题，提出了含时空相关性的多随机因素累加

影响快速分析方法，建立了量化描述安全运

行域的发电计划概率模型，实现了对发电计

划概率关联约束执行过程的量化控制，提升

了发电计划对新能源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

提出优化时段动态构建方法及基于虚拟

供应函数的多区域分解协调策略，构建了考

虑发输电协调的大电网中长期机组组合优化

模型，提升了互联大电网长时间维度资源优

化配置水平和电网安全预控能力。

建立了考虑数值天气预报和源荷特性的

母线负荷预测模型，提出了基于母线负荷预

测改进和虚拟发电等值的省地电源协同调度

模型及方法，实现了母线负荷精细化预测和

省地协同优化，提高了省地电网可调度资源

的统筹利用水平。

提出了联络线计划制定的上下级、送受

端多耦合因素协调方法，构建了多类型电源

和联络线计划的全网一体化优化模型，实现

了总部、分部联络线及大电源计划的一体化

制定，支撑了电力电量平衡全景化分析和大

型能源基地跨省区外送。

目前，项目成果已在国调、华北、华东、华

中、福建、四川、江苏等调控中心实现示范及

推广应用。项目实现了发电调度在多调度层

级、多类型能源和多调度周期的安全经济一

体化协调优化，提升了各级调度对发输电资

源的统筹优化能力，支撑了跨省区资源优化

配置，促进了电网调度技术的进步。

项目直接经济效益 7795 万元。项目在

辽宁、四川、福建等电网实现示范应用后，有

效减少了弃风、弃水电量，产生了显著的节能

减排效益，累计折合节支 2.3亿元。随着后续

在国内各级电网的推广应用，必将产生更大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据了解，中国电科院电力自动化所从上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发电优化调度的研究和

开发，是我国最早开展经济调度和电力市场

研发的单位，在电力系统分析、电力系统经

济调度、电力市场及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领

域具有雄厚的技术开发实力、丰富的开发管

理实施大型软件的成功经验和工程化经验，

研究和开发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该

项目领域，拥有电网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

验室、电力系统仿真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国家

级实验室。

本项目研发团队是国家电网公司“大电

网智能分析与优化调度技术”科技攻关团

队，该团队承担了“风光储输示范工程关键

技术研究”等国家 973 项目、“大电网运行状

态感知、风险评估、故障诊断与调度技术”等

863 项目和多项国家电网公司重大科技项目

“能量管理系统（EMS）高级应用软件的开

发”“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试点工程

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节能发电调度体系

和关键技术研究”等，并取得了丰硕的科技

成果。著有《能量管理系统（EMS）》《电力系

统状态估计》《现代电力系统经济调度》《发

电厂及电力系统经济运行》《电力市场》等多

本专著。

为互联大电网多级一体化调度“保驾护航”
——记“考虑多元能源协调优化的大电网多级调度计划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

崔 晖

大电网协调优化调度系列软件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张爱
舒）记者从近日在长沙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长

沙）智能制造峰会”上获悉，京东拟“砸”100亿

元，在长沙建设无人车智能产业基地。同时，

该市正全力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心”。

智能制造产业，长沙有基础、有平台，

也极具吸“金”力。目前，长沙市政府和中

国电子正共建智能制造研究总院，全面统

筹、规划和推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协同发

展。铁建重工投资 100 亿元建设新型轨道

交通装备产业园；中国五矿国家在建国内

技术水平最先进、产能规模最大的新能源

材料产业基地；中兴通讯拟投资 10亿元在

湘建设全球类终端智能制造总部基地；大

疆创始人之一李泽湘教授继在长创办“长

沙机器人研究院”的基础上，又拟创建长沙

智能驾驶研究院。

长沙市经信委主任黄涛称，近年来，该

市坚持打造以智能制造为统领，多层次、全

覆盖的智能制造生态体系。截至目前，共启

动330家市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作，带动

全市 2800 家规模以上企业的智能化改造。

“我们着力于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

业融合，大力实施‘产业智能化’与‘智能产业

化’，积极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心’。”

据悉，本次智能制造峰会中，共签约人工

智能、无人车、智能制造科研平台等领域重大

项目24个，计划总投资金额达410亿元。

长沙全力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心

“十五载创新开拓成果丰硕，新时代登

高望远勇立潮头。”近日，2017中国浙江网上

技术市场活动周开幕式上，浙江省委副书

记、省长袁家军给浙江的网上技术市场发展

点赞。

15 年前的 10 月 16 日，中国浙江网上技

术市场正式启用，开创了当时国内技术交易

的先河。

经过 15年的发展，网上技术市场交易规

模不断扩大、交易模式不断创新、交易体系

不断完善，走出了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技术

产权化、成果资本化、转让市场化、交易网商

化、管理科学化的“五化”融合新路子。

线上线下融合
打造复合技术市场体系

通过 15年的建设，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已

形成了由 1 个省级中心、11 个市级市场、94

个县级分市场和 29 个专业市场组成的统一

信息发布平台，累计签约技术合同 4.26 万

项，成交金额 455亿元；实体科技大市场已建

成 53 家，同时还在福建、新疆、西藏、海南等

地建立了合作市场。目前，浙江正积极筹建

海外市场。

总结浙江网上技术市场的 15年历程，浙

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表示，主要实现了

“四个”跨越发展。这其中，浙江科技大市场

的开业标志着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实现了线

上下融合的跨越发展。

2014 年 12 月，集“展示、交易、交流、合

作、共享”五位一体的浙江科技大市场正式

开业运营，首批择优引进 35家科技中介服务

机构入驻，并改造提升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

场，建成了统一的科技大市场网络平台，实

现了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结合。

同时，浙江科技大市场通过由专业公司

运营并承办科技成果转化拍卖活动，在国内

首次尝试了科技型初创企业 1%股权拍卖和

企业技术难题竞价。2012 年至今共举办科

技成果竞拍 40 余场，总成交价 17.66 亿元，

2017年前成交的 920项科技成果已有 402项

实现产业化。

为降低科技成果产业化成本，浙江实施

“科技创新券”，对提供服务创新载体和科技

成果转化主体进行补助。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7年 12月 4日，浙江累计发放创新服务券

11.8亿元，使用 7亿元。

此外，浙江对成功产业化的科技项目，

按技术合同成交额 10%—20%的比例给予产

业化经费补助，补助经费每年达亿元。

让技术交易回归市场化
共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新时代，浙江网上技术市场该如何发

展？在 15周年的专题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国家知识

产权局原局长田力普表示，技术的价值是通

过交易来实现，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

让技术交易回归市场化，得到了与会众

多业内领导和专家的认可。

浙江省科技厅原副厅长王宏理认为，浙江网

上技术市场在最初政府主导下发展至今，未来政

府需要转变角色，让技术交易回归到市场行为。

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张卫星认为，

未来浙江的技术市场要逐步市场化，吸引全

球技术，做世界的技术交易中心。

广东博士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浩建

议，应让更多市场化服务机构进入大市场

中，提供更多符合供需双方需求的产品来提

升吸引力。

走市场化道路发展技术市场，浙江一直

在路上。无论是引入市场化的专业机构，培

养经纪人队伍，还是按照市场化方式对技术

成果进行拍卖，都推动着浙江技术市场不断

向前发展。

谈到未来，周国辉说：“我们要以国家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为主抓手，以完

善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机制为核心，进一

步探索具有浙江特色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模式，不断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市场经

济规律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全力打造

‘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的创新创

业生态系统。”

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开市 15年 累计成交 455亿元

技术交易市场化，浙江一直在路上
本报记者 江 耘
实 习 生 张远方 潘 兰

詹忠华詹忠华摄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雍黎）近日，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学院先进技术研究院

（UCLA-ITA）、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市科

委和重庆永川高新区管委会在渝签订谅解

备 忘 录 ，各 方 将 在 永 川 高 新 区 共 建 重

庆-UCLA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打造一

个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及学术交

流的国际平台。

据介绍，此次签约是重庆市启动与知名

院校开展技术创新合作专项行动的成果之

一，目的是引进市外知名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创新资源，有效弥补重庆创新资源不足，大

力实施以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加快西部创新中心建设。

据透露，此次共建研究院将于明年初启动

建设，重庆市科委将积极支持研究院享受国家

级和市级出台的相关科技创新扶持政策。

而此前，重庆市科委已与比利时鲁汶

大学（KU Leuven）在比利时签署了科技创

新合作协议，将围绕“共建高端科技与创新

平台”开展多项合作。

重庆市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

是重庆引进国内外高端创新资源的实践探

索，通过政策设计、配套优质服务、科技金融

的相互配合，努力使科技合作项目“引得来、

留得住、发展好”，为经济发展培育新动能。

专项行动自上月启动后，目前已经有近十家

国内外知名院校与重庆进行合作。

重庆与世界名校共建高端研发机构

湖南文理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
学院院长杨品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