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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台

在城市中，地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地下钢筋

混凝土的隧道内，各种管线林立、纵横交错。这些

管线向城市的每个角落源源不断输送着水、电、热

等能源，这里既是城市的“主动脉”，也是“生命线”。

然而，每当要铺设电力、通信等市政管线设

施，道路都要被挖开。反复被挖的道路，也成了

城市中的安全隐患，而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是解决

这一问题的手段之一。地下综合管廊是指为电

信、电力、燃气、供水等各类公用类管线盖一个共

同的“房子”，位于地下约３米处，这个“房子”一

般小可通人、大可通车。

重庆大学钢结构工程研究中心教授王宇航

团队研发出了装备方便、抗震性较强的叠合装配

式地下综合管廊，前不久这一技术在云南省西盟

佤族自治县东城区基础设施 EPC 总成承包项目

中被首次应用。

被灾后情景触动，学霸
开启新研究方向

梳理王宇航的履历，记者发现眼前这位 33岁

的教授妥妥地是一名学霸：2004年考入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系，2008年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

至本系读博，2013年获得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

生、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学术新秀”等荣誉，29岁

晋升为正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读博时，王宇航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

大学教授聂建国，研究领域为钢—混凝土组合结

构，并开辟了复杂受力条件下的抗震结构安全性

这一新研究方向。而这一切都源于 10 年前汶川

大地震给他带来的触动。

当看到大批的建筑物在遭遇地震后变得脆

弱不堪、救灾物资由于道路受阻而不能及时运达

时，身为重庆人的王宇航十分惦念川渝受灾人

民，心里有说不出的痛。

如何才能让建筑物在地震时更安全？王宇

航下定决心要攻克这一难题。不过当时这方面

的研究并不多，他和同学在研究中发现桥梁在

坍塌时受力情况很复杂。之后，通过与导师聂

建国的交流，王宇航很快就确定了自己的研究

方向——复杂受力条件下的抗震结构安全性。

7个月攻坚克难，挑战高
难度试验方案

地下综合管廊被称为城市的“血液循环大

动脉”，叠合装配式则是一种新型的管廊结构

形式。

王宇航介绍，叠合装配式地下综合管廊具有

整体性好、工业化生产程度高、施工速度快、防水

性能好等优点。虽然该种管道结构具有很多优

点，但要做到抗震还需进一步提升该管廊叠合构

件的界面抗剪性能、叠合装配式关键节点的抗震

性能等。

其中，叠合装配式关键节点的抗震性能，关

系到整个综合管廊结构在地震等荷载作用下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这也是解决结构安全难题的关

键所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国内首次采

用与工程实际运用等尺寸的构件试件进行试验，

为此也给试验带来了试件制作难度大、运输吊装

难等一系列困难。

“我们用了 7 个月的时间，反复调整试验方

案、研发试验装置，最终完成了试验，得到了准确

的数据。”王宇航说。

此外，近年来王宇航还主持国家及省部级

纵向科研项目 15 项，主持大型工程咨询项目 3

项，发表学术论文 75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国家软件著作权 1 项。楼高 240 米的青岛

海航万邦中心、世界跨度最大的三跨双塔自锚

式悬索桥郑州桃花峪黄河大桥都应用了他的

研究成果。

拓展科研阵地，让风电
设备在海上安全运行

以前王宇航参与的工程项目多在陆地，不过

现在他的阵地拓展到了海上。

“现在的风电设施大都是建在内陆、潮间带

和近海区域，海上风电资源利用是全球能源问题

下一步研究的重点。”王宇航说，我国东南沿海城

市用电需求量大，如果海上风电设施能被大力推

广，那么将极大地解决东南沿海的用电问题。

王宇航介绍，海上风电具有不占地、风速高、

无沙尘、电量大、运行稳定以及粉尘零排放等优

势。不过相比陆地上的风电设备，海上风电设备

对安全性要求更高；尤其是在深远海区域，那里

风更大，还会出现龙卷风、洋流、海浪侵蚀等极端

情况。因此，保障风电设施结构在各种恶劣环境

中的安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钢结构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周绪红的指导下，王宇航和团队正在

开拓海上风电新能源结构研究方向，希望能通过

基础理论研究和高性能钢结构技术促进风电行

业科技水平的提高。目前，团队已与中船重工

（重庆）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紧密合作，联合研

发新型风机塔筒和海上浮式风电新型结构体系。

目睹汶川疮痍，他立志攻克抗震难题

本报记者 雍 黎

科学精神在基层

1995 年 7 月，金星获得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

位。次年 3 月，金星独自飞往比利时欧洲微电子

研发中心开始博士后研究工作，各项手续办妥

后，他把妻子也带到欧洲。

学 习 期 间 ，他 主 要 研 究 Co-Si 化 合 物 和

Ni-Si 化合物，取得的相关成果被应用于产业化

0.35 微米、0.25 微米和 0.13 微米的集成电路制作

工艺中。他在超薄层 PtSi 化合物的制备及晶格

取向方面取得的成果也在远红外探测仪的研制

过程中得到应用。“我有很强的工程师思维，总

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现实生活中。”金星

强调。

1999 年 9 月 ，完 成 博 士 后 研 究 工 作 的 金

星 受 聘 于 荷 兰 飞 利 浦 半 导 体 公 司 ，先 后 担

任 主 任 工 程 师 ，芯 片 设 计 和 工 艺 、质 量 控 制

经 理 。

在欧洲的 16 年，金星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

过着安稳的生活，两个女儿也先后在荷兰出生，

一家人已经适应荷兰的生活节奏。“我每天 9 点

上 班 ，下 午 6 点 准 时 下 班 ，周 末 双 休 ，生 活 悠

哉。”他说。

但现世安稳终究不适合“善变”的金星，“我

不 喜 欢 一 成 不 变 ，天 生 喜 欢 具 有 挑 战 性 的 东

西”。他曾作为团长 6 次率领“教育部春晖计划”

和“中国科协海智计划”欧洲华人微电子专家代

表团，回国进行学术交流和产业技术培训。这些

活动成为他了解国内现状的窗口，也为他人生的

又一次转场拉开了序幕。

“我感觉自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家说的

我都不懂。”2007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推荐金星

等人参加当年的国庆招待会。当时，他身边坐着

很多不同领域的海外高端人才。从人民大会堂

出来，凉风吹在脸上，“受到刺激”的金星萌发了

一个念头——回国。

“感觉自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

很多人认为，金星回国会有太多的“难以割舍”。

“决定回国难吗？”科技日报记者问道。

“国外的生活很好吗？很多机遇正在中国

孕育。”金星一脸好奇地反问道。

金星坚信，回国是早晚的事情。“妻子和女

儿都很支持我回国呀！我的女儿们现在很喜欢

国内生活，大女儿今年高二，她一点都不想去国

外念大学。”说起往事，金星在言语中没有流露

出艰难。

唯一的阻力来自他的工作单位，他们担心

在中科院从“光杆司令”做起

团队成熟日渐，金星觉得创业的时机到了。

于是，他向王曦提交辞呈，带队“下海”。“这是我人

生的又一次转折，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金星说。

2013年底，46岁的金星带队联合中国科学院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杭州临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共同创建国内首家致力于生产智能

液晶仪表的公司。为了感谢中科院用三年时间

为自己培养创业团队，公司定名为中科领航。目

前，公司的客户包括海马、众泰、华泰、南京金龙、

雅骏新能源、宇通、红旗等。

做拥有自主产权的中国汽车芯片，是金星一

直以来的梦。但打开这个局面很难，金星又一次

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他把目光转向了芯

片的下游产品，开始着手研发带操作系统的全液

晶数字仪表。

这是填补国内空白、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项目。

由于新能源汽车本身就使用了很多新技术，

所以更愿意尝新。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爆

发式增长，这也为中科领航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不过第一次见客户的时候，金星被晾在一边

足足 7个半小时。“我觉得还好，看看新闻、喝喝水

时间就过去了。虽然当时我已经带了很多博士

生、研究生、本科生，但那时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

产品推销员。”他觉得，市场和资金难题是创业公

司难迈的坎儿。

“智能数字仪表量产时间没有多长，国外的

供应商占据市场大头，我们的目标是做到 10%。”

金星直言。

在 2015年的上海国际车展上，中国发布了混

合动力车、纯电动车等 14 款新能源汽车，其中 7

款车使用了中科领航自主研发的仪表。“但我们

智能液晶数字仪表中的 1000多个芯片，都是从国

外进口的。”金星耸耸肩，有些无奈，“中国汽车要

想 真 正 创 建 自 主 品 牌 ，就 需 要 自 主 芯 片 来 领

航。”他希望通过对下游的深耕，慢慢向汽车芯片

领域布局，但金星不知道这个过程要多久。

采访过程中，金星接到地方税务局打来的电

话。挂掉电话后，他笑着说：“你看，创业就要面

对做研究时不会遇到的情况。”在金星看来，将科

研产品产业化，更需要拿出科研工作者的认真劲

儿。“尤其是在汽车领域，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会

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金星说。

采访结束时已近傍晚，路灯起，暮色给金星

勾上了轮廓。正赶上晚高峰，窗外车水马龙，“善

变”的金星下一站会去向何方？

深耕自主品牌智能液晶仪表

实习记者 代小佩

金星的大女儿叫 Lissa。
“我很喜欢Lisa这个名字，但又想有所不同，所以加了一个 s。”
总想着“变”，这是浙江中科领航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科领航）董事长金星最大的特点。
他做的事历经“5变”：从激光到铸造，从半导体材料到芯片，再

到如今的智能液晶仪表。金星笑道：“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再变。”
金星学习工作地点同样历经了“5变”：大连、比利时、荷兰、上

海、杭州。他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博士后到中科院研究员
再到科技企业创始人。

11月 14日，科技日报记者在中国科协2018年海智计划联席会
议上见到了51岁的金星。作为受邀嘉宾，他结合自身经历谈如何调
动海外资源，他的讲话不时逗笑在座的人。

“光码—基于 LED 照明信息获取系统，这项技术不仅可被应用到

导览、导购、观影等生活领域，在军事领域也可被应用到敌我识别等场

景中。”在于近日举办的第十二届国际大学生 iCAN 创新创业大赛中国

总决赛上，在场评委对陆军装甲兵学院教授曹勇指导的学员参赛队给

予了好评。这支参赛队最终夺得总决赛一等奖、网络最佳人气奖两项

大奖。

在同事们眼中，曹勇是位着眼于实战的导师，研究更好的人才培养

方法是他常常做的事。正如他所说：“只要能为战斗力生成贡献力量，

使科研创新为部队服务，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誓让科研创新服务部队

1990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曹勇被分配到原总装备部某试验训练基

地。曹勇在那里接触到了大量处于设计试验阶段的新型装备，但由于

缺乏相关知识储备，在初期工作开展得有些不顺畅。“不掌握前沿科技、

不懂得科研创新，面对装备出现的问题，就可能是‘睁眼瞎’。”曹勇说，

从那时起他深刻地意识到，必须要让科研创新成为部队装备发展的助

推器。

在基地工作期间，曹勇先后主持参与过多个型号反坦克导弹试验

工作，完成大型试验任务 30 余次，2 次荣获优秀项目主持人，获得原国

防科工委“技术能手”奖章。

2002年，被调入原装甲兵工程学院担任教员成为曹勇人生的一个

转折点。教学任务在身，但他也没有放下对武器装备的热爱，让科研创

新服务部队的初心未变。

2010年，曹勇提出了适于复杂系统的故障仿真建模环节及传递关

系模型，该模型获得国防发明专利授权 3项。

2011 年，他参研了军队“十一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装甲车辆自

适应悬挂控制系统”。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他完成了“DCDC 功率转

换器”及“自适应控制器”的研究工作，实现了装甲车辆悬挂系统的自适

应控制。最终，该项目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只有拉出去才能发现问题

“曹教授获的奖一口气可说不完。”说起曹勇，该院随队参谋纪伯公

不由地竖起大拇指。

2002年以来，曹勇指导的 30余支学员团队，先后参加了多个国际、

国内赛事，获得国家级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4 项，11 名学员因竞赛成绩

突出荣立个人三等功。获奖团队先后代表军队院校参加 2015 年国家

科技周、第十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博览会等大型活动。

在曹勇看来，取得这些荣誉得益于他所处的平台。“一个鼓励真刀

真枪实干的平台，才能激发出创新的火花。”他说。

电子实验中心是曹勇的得意之作。2002年，曹勇来到学院当时的

控制工程系电子室工作时，电子室仅有两间条件简陋的实验室。他下

定决心，一定要让学员有一个开放、自主、先进的实践平台。

十年磨一剑。从 2003年电子技术实验中心成立到 2013年，经过十

年的建设，一个“软硬结合、虚实结合、机电结合”的宽口径大实验平台

逐渐成型，并在军队院校实验室建设验收中达到优秀水平。

“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花盆里养不出万年松。”曹勇总说，只有拉

出去才能发现问题，作为五大学科竞赛之一，含金量颇高的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就是个不错的练兵场。于是他向院领导建议，要放手让

学员在高水平创新平台历练。

相关领导很快批复下来，而后曹勇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完善实验教

学手段、大胆改革教学辅导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指导的团队

频频获得高水平大奖。

让学员成为合格指挥员

“不把专业知识学好，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曹勇说，“这不仅是告诫

学生，也是告诫自己，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而要通过创新牵引学习，提

高学员素质。”

虽然曹勇指导的团队拿奖拿到手软，然而他最看重的不是名次，而

是学员在大赛中得到历练，成为未来战场上合格的指挥员。

为此，无论是在实验课上，还是带学员参加竞赛，曹勇都要把课题

与部队需求结合起来。学员参加地方比赛获奖，曹勇都要求他们思考

如何把作品延伸到军事领域。在他的带领下，一个个新技术被应用到

装备故障仿真、装备故障诊断、可见光通信等领域。

在他的带领之下，他培养的学员有的一到单位就成了“革新小能

手”，有的成了装备排障的“大拿”，有的给基层部队创新了训练方法，还

有的在部队搞了一些实用小发明。

曹勇：
让创新成为装备发展助推器

吴继宏 许乾坤 本报记者 张 强

曹勇在联调某观瞄系统维修训练平台 刘彦博摄

““善变善变””金星金星：：五易人生赛道五易人生赛道

金星团队把技术资料和设备带走。“我什么都没

带回来，除了头脑中的知识和经验。”金星说。

回国创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2011 年，

金星回国后便着手创业，但他面临着所有创业

公司在初期都会遇到的难题：资金和团队。

幸运的是，他结识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

王曦。他安慰金星说，刚回国不可能马上拿到

第一桶金，不要太心急。彼时，该研究所有个名

为“上海汽车电子工程中心”的下设机构，但没

有开启实体化运作，王曦便邀请金星加入中心、

参与管理，金星也好借此机会组建自己的团队。

于是，金星的短期目标变了。

他接下了王曦抛过来的橄榄枝，“作为‘光

杆司令’，我拎包招聘的第一个人是秘书”。

团队慢慢成长，一个由 50 位汽车电子产业

世界级水平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日渐成型，这

成为金星创业的基础。在中心工作的三年间，

他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02 专项（《极大规模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项目）支持，作

为项目副总指挥，金星解决了产品前期的很多

研发问题。目前金星公司之所以能研制出数

字仪表、汽车传感器、毫米波雷达等产品，都有

赖于这三年打下的基础。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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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生于 1967 年 4 月，系浙江中科领航汽

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率领团队与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开展

研发工作，已开发出 60 余款液晶仪表产品，成为

一汽海马、宇通客车、红旗等整车企业的一级供

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