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
欢迎关注

科技人物观
微信公众号

5
2019 年 5 月 13 日 星期一

新闻热线：010—58884059
E-mail：adaxuqian@126.com

■责编 许 茜
KE JI REN WU 科技人物

周一有约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第二看台

喜
迎
新
中
国 华诞

人
物
档
案

本报记者 盛 利

“再过一个多月，待小麦收割后，就该到种水稻的时候了。”近

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张瑞

宏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水稻要适时选种育秧插播。一旦延期，再加

上后期田间管理跟不上，将直接影响水稻产量和稻米品质。

三句话不离农田。张瑞宏的同事都说，“你无论和张老师说什

么，他都能给你带到田里去。”

这几天，张瑞宏和团队成员正在地里忙着：指导一线技术

人员做好水稻选种育秧准备，调试各类新研制的智能化农业机

械设备……

已是副厂长却选择辞职读研

今年 59岁的张瑞宏，看上去就是个“庄稼汉”：皮肤黝黑、裤腿

儿沾着泥……这是经年累月在田间工作，给他留下的痕迹。

入行 30年来，他没有一年离开过土地。

靠着这份坚持，在农业机械、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这块“土地”

上，他收获颇丰：先后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30多项，在专业期刊

发表研究论文 50多篇，培养博士、硕士生 20多人。

选择这个研究方向，与张瑞宏幼时的经历有关。他生长在扬

州农村，看到父母和乡亲们起早贪黑，一年下来辛苦耕作依旧吃不

饱，跑东家进西家借粮……这一幕幕深深地刺痛了他。

1977 年恢复高考后，张瑞宏考入扬州大学，学习农业机械

专业。

大学毕业后，张瑞宏被分配到县里一家生产农业机械的工厂

工作。没过几年，由于专业基础扎实，工作成绩优异，他被提拔为

副厂长。工作中他常能接触到一些国外的技术资料和先进装备，

这让他看到了当时国内外的技术差距，也意识到了自己能力的不

足和相关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1987 年，张瑞宏谢绝了厂领导与亲朋好友的挽留，报考了扬

州大学农业机械专业研究生。1990 年，他留校任教，成为一名培

养农业机械人才的教师。为了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2002年在校

领导的支持下，他考入中国农业大学攻读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方

向的博士学位。

2006 年，张瑞宏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一些科研单位和外

资企业都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其中不乏一些高薪的工作机会。

可他却选择回到扬州大学，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

在扬州大学江都高端装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庆华眼里，

张瑞宏是个坐得住冷板凳的人。刚到扬州大学工作的那几年，

他申请不到科研经费，于是他就把每月大部分工资拿来用于科

研，而自己家里却连添一样家电都难。自家生活开销，全靠爱人

微薄的工资。

由于多年没有积蓄，他家里既没买车，也没买房。至今，他们

夫妻二人仍住在学校分配的 50多平方米的老房内。

张瑞宏：
给稻田加点“智慧”

本报记者 过国忠

带队建起万亩智能示范区

在张瑞宏眼里，我国粮食生产要想实现高产优质的目标，

必须改变目前先进技术碎片化应用的现状，组建智慧种植产

业体系。

针对这些问题，张瑞宏每到一处农田便会向当地政府主管

部门和农业生产企业建议，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农业、农

机、农艺的结合，大力发展现代智能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精准化、

智能化、生态化。

然而，几年下来，收效并不显著。

情急之下，他决定自己动手干。去年 6 月，在江苏省泰州

市农业开发区政府的支持下，张瑞宏带领团队建设起万亩智能

高效优质稻米示范区，进行稻麦示范种植。

同时，张瑞宏带领团队利用物联网技术，建设田间智能监测

系统，通过布在田间的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测作物生长的长势、

叶片数、叶色、病斑、害虫虫口密度、土壤含水量，并将这些数据

传至监控中心，为种植决策提供辅助信息。

巧用这些新技术，首年示范种植的南粳系列稻米，亩产平均

达到 700公斤。目前，张瑞宏团队与扬州大学江都高端装备研

究院合作，成立了扬州金涛精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瑞宏团队集成创新了多项新技术，建立从种到收的农机

农艺融合的农业种植产业链，打造出数字化种植智慧农业示范

区。”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虞强说。

打造导弹最强打造导弹最强““大脑大脑””
——记第记第 1515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得主魏诗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得主魏诗卉

通讯员 张常伟 王 秦 本报记者 张 强

初见魏诗卉，记者便被她扑面而来的优雅气质所吸

引。这位外表清秀的火箭军研究院研究员，说起话来总是

不急不慢。接受几次媒体采访后，魏诗卉开始在网上小有

名气，网友都称她“科苑超女”。对此她却笑着摆摆手说，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她还真是个“超女”，在30出头的年纪就晋升为高工。

近日，她又捧起了第15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证书。

“制导控制系统是导弹的核心，是导弹的‘大脑’。这个

‘大脑’便是我和团队研究的对象，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制导

控制系统直接影响实战能力的相关问题。创新路上无止

境，要想走得更远，我们就不能停下脚步。”魏诗卉说。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长大后要干一番事业，

用所学的知识报效党和国家。”魏诗卉的从军报

国志，离不开父辈的垂范与教导。

她的外公杨云卿是我国建筑设计领域专

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杨云卿弃笔从戎。解放

后，他又响应国家政策支援西北建设，受到周恩

来总理的接见。魏诗卉的父亲是一名战斗飞行

员，在魏诗卉小时候也常常给女儿讲述战友为国

捐躯的感人事迹。

18 岁那年，魏诗卉主动报考了军事院校，

1997 年她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舰艇学院

测绘系，2001 年又在本校攻读军事运筹学硕士

学位。

读研后，魏诗卉在某次调研时第一次在实验

室见到了导弹部件。调研带队领导告诉她，别小

看这些不起眼的元部件，它们可能成为助推战略

导弹腾飞的倍增器。她小心翼翼地摸着这些部

件，彼时 24 岁的魏诗卉突然从它们身上，“感受

到一种巨大能量”。

自此，她对导弹“着了魔”，并为此做出了选

择，毅然决定去火箭军工程大学攻读制导与控制

专业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她来到火箭军研究院

某研究所，加入到导弹专家肖龙旭的团队，如愿

成为一名导弹领域的科研人员。

海军学子的导弹梦在火箭军成真。魏诗卉

做的第一个课题是围绕某型装备的精度评定展

开的。利用自己的运筹学功底，她提出以研制定

型为基础，综合运用抽检和发射数据进行精度评

定的新概念和新方法。这一课题最后顺利结题，

相关成果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某次，在执行任务现场，魏诗卉发现导弹某

关键器件性能保持期短，严重制约部队战斗力形

成。回到研究室后，她一边请教师长，一边自己

求索，跳出已有研究成果的思维定势，打破了该

领域 50 年来的传统理念和做法，开发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系统研制思路和前瞻性的模型算法。

那一年，她刚 33岁。

她带领团队取得的这些成果，如今已成功批

量应用在役在研装备上，产生了巨大的军事、经

济效益。

海军学子转道去圆导弹梦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这是魏诗卉常挂在

嘴边的话。同事们都说，她对工作标准有完美主

义的情节，有股子“韧劲”。

读博时，作为骨干，她参与过一项重要课题

研究。这个课题难度极大，涉及光学、天文学、材

料力学等多个学科，她整日奔波、调研走访了多

家科研院所，不断提出新的技术方案。

眼看离结题就差最后一步了，她却遇到了

“拦路虎”——某算法久攻无解。于是，她对课题

进行全方位论证，仅当时搜集的资料数据就装满

了整个书柜，复印收集的学术论文资料堆起来足

有 2米高。

通过反复分析，她推导出参数误差分离模

型，最终攻克了关键技术，试验一举成功。这项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成果大大缩短了某型导弹技术准备时间，相关成

果不仅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还获得了军队科技进

步一等奖。

“搞科研，就要能吃苦、敢折腾。”回忆起当

年，魏诗卉如是说。

刚走上高工岗位那年，上级交给她所在团队

一项紧急的科研任务。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

魏诗卉作为项目牵头人之一，把铺盖搬进了实验

室，带领团队加班加点进行技术攻关。

由于此前积累的资料不多、一些关键技术遭

遇了“瓶颈”。项目推进遇阻，很多人都觉得，这

个坎可能迈不过去了，但魏诗卉偏不信邪。她请

教了多位专家、查阅资料、反复论证，同时带领技

术骨干钻研，不断推演公式。

长期夜战，使她身体免疫力下降，视力下

降，家人催她休息，医生开好了假条，但她始

终 没 有 离 开 自 己 的 岗 位 。 3 个 月 后 ，他 们 最

终攻克了难题，提出了新的技术方案，并顺利

完成这项实验，填补了该项技术在专业领域

的空白。

因为工作关系，魏诗卉长期处于超负荷“状

态”，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可家里人都十

分理解她。

魏诗卉的女儿或许不知道，自己出生前几个

月，她的妈妈还在科研岗位上攻坚克难。

那时，有一次，魏诗卉忙到了凌晨两点，突然

天降大雪，魏诗卉回家费尽周折。当妈妈看见魏

诗卉这个“风雪夜归人”时，心疼地埋怨说：“女孩

儿家差不多就行了，别太要强。大雪天的，你是

不是忘了自己已是准妈妈了？”这句话，让魏诗卉

差点掉下眼泪。

正因有了家人的支持，魏诗卉才能心无旁骛

地投入导弹科研事业。

在人们的印象中，科研创新就是穿着白大褂，

在实验室里奔忙……但自称“科研战士”的魏诗卉，

她的“阵地”却不仅在实验室，更在真正的战场。

每当科研任务来临，她会跟进冲锋到导弹发

射的现场，守在科研试验的一线。

有一次，她和课题组奔赴靶场，为能第一时

间观察导弹状况，她竟然违反本应在几公里以

外观察的规定，跑到离发射点位不到 100 米的

地方进行观测。此时现场可能出现的危险，她

比任何人都清楚，但要在第一时间拿到数据，

她管不了那许多。

“她有一股拼劲、闯劲，搞导弹科研事业，没

有这股劲儿不行。”肖龙旭说。

“强军是为了和平，强军梦就是强国梦、中国

梦。在火箭军的科研方阵中，我只是普通的一

员，我愿用毕生去完成这一梦想，这就是我的初

心。”魏诗卉说。

挺着大肚子凌晨搞科研

魏诗卉，生于 1978 年 7 月，籍贯山东，

火箭军研究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弹道导弹

制导理论与应用研究工作。她面向实战需

求，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军队

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国防发

明专利 26项。
魏诗卉在做实验魏诗卉在做实验

魏诗卉魏诗卉（（左二左二））和团队成员在讨论问题和团队成员在讨论问题

张瑞宏在查看水稻长势

也许很多人向往教师职业的寒暑假期多；然

而有这么一位老师，一直处在朝七晚十、无假期的

高强度工作状态，他就是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

学院教授刘志刚。

从业 16载，刘志刚早已把实验室当成了家，全

身心投入到轨道交通电气化及其自动化事业。多

年如一日的努力，在刘志刚看来，这不是件需要坚

持的事，“只是因为热爱”。

近日，因其在科研领域的突出表现，刘志刚入选

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名单。

跨专业探索铁路领域

1997 年，刘志刚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并以

铁道电气化专业第一名的成绩免试读研。2000

年研究生毕业时，刘志刚本已找到一份收入不错

的工作，但他却选择继续读博深造，成为铁道电

气化自动化研究领域泰斗、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清

泉的学生。

“做出走上科研路的决定，大部分是出于探

索未知的好奇心。我更愿意待在实验室，寻找领

域内那些未解之谜的答案。”刘志刚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刘志刚逐渐发现“自己

的知识储备不足”。“研究越往深了走，越觉得以往

的积累比较局限。”刘志刚说，比如动车组与牵引

网之间的车网关系，该关系涉及牵引供电、弓网交

互、电力传动、检测与评估等多个技术领域，但以

前做研究只专注于牵引供电领域，没有过多考虑

电力电子、机械、力学等方面对供电的影响，导致

难以对该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

于是，刘志刚开始“恶补”相关学科知识。他

啃下几十万字的中英文专业书籍，专业术语不懂

就一个个去查，去请教相关学科的老师。“这是块

必须去啃的硬骨头，整个过程虽然辛苦，但别有一

番风味，极大地支撑了我后期的研究。”他说。

刘志刚在科研上的表现，获得了同事和同行

专家的高度认可。2003 年，刚博士毕业的刘志刚

就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6 年，获得全国百篇优

秀博士论文提名的他，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揭示牵引网振荡机理

近年来，随着电气化铁路的迅猛发展，大量动车

组被投入运营。但动车组与给其供电的牵引网尚难

配合得十分“默契”，有时会出现电气不稳定现象，严

重时会导致列车失去牵引力，危及动车组行车安全。

2014 年，刘志刚提出，这一问题极有可能是由

车网系统的电气稳定性不足所导致的。随即，他

迅速组建团队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刘志刚介绍道，国外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但由于

中外在车网供电制式、系统拓扑等方面存在差异，可

向国外借鉴的并不多；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学界

对低频振荡产生机理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论。

为揭示振荡机理，找出解决方法，刘志刚团队在

车网电气防护领域开展了系统的研究。他带领团队

打破固有定式，提出了“先整后分”的研究思路，直接

从车网系统稳定性理论推导切入，搭建多车网半实

物平台，明确了系统低频振荡的诱发因素。

刘志刚团队在高铁车网电气防护领域的卓越

表现，让团队收到了省部级的奖励，并且入选四川

省青年科技创新研究团队和四川省教育厅创新研

究团队名单。

面对这些“鲜花与掌声”，刘志刚说：“搞科研

最重要的就是要敢于挑战。困难虽多，但当你努

力将其攻克后，收获的往往比奖项还多。”

引导学生享受科研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前，刘志刚正和他

的十几名研究生在实验室里交流。学生们一一提

出自己的想法，他慢慢地进行引导、点拨。

“对老师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以身作则，要

带头做研究，只有你亲力亲为，学生才会走心，

才会慢慢懂得享受科研。”刘志刚说，如今让他倍

感自豪的是，他的很多学生都能沉下心去搞科研，

且具备了独立科研的能力，有的甚至拿到了国家

奖学金。

“刘老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刘志刚的研究

生张晗脱口而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科研上，刘

老师总能紧跟学术圈最前沿的动态，为我们指明

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鼓励我们克服困难、勇于创

新。刘老师常说，我们要站在学术的最前沿，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走在学术的前列。”

刘志刚：为动车供上放心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