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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悼念

因参与组织实施“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
联合行动计划”和主导中国高速列车“普系化”
技术平台研发取得重要突破，贾利民获评中央
电视台 2014 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与“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人工肝技术的开拓者”李
兰娟等人同台领奖。

谈及获奖，贾利民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荣
誉，而是对中国高铁科技创新事业全体工作者
和中国高铁发展成就的褒奖。

“强势”导师

在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读研或读博
的学生，几乎人人都知道，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
国家重点实验室方向首席教授贾利民的学
生———尤其是男生，抹着泪从他办公室出去是
常有的事儿。但就是这样，交大仍有很多学生羡
慕他们“是贾教授的学生”。

成长于戈壁滩上的贾利民性子直，有一说
一。抹泪出来的学生多半是被他骂哭的。“我对
学生确实很严。这样做主要是想让他们能够对
他们存在的问题更严肃认真地对待。”

“实际上我对学生，既是师生，背后的情感
又如同父子，所以我‘修理’他们不留情面。”骂
归骂，贾利民做导师很有一套，培养学生中他把
自己定位成三个角色：学术助理、解惑者、整个
研究过程的方向把控。

贾利民的博士生入学后，一旦研究方向确
定，贾利民都会给他们准备一个超大的文件夹，
文件夹里包含这个博士生研究方向上他所积累
的、所有现阶段的成果，还包括该方向上国内外
最新的研究。“我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很快熟悉并
尽快站在这个领域的前沿，避免在弯弯绕绕的

地方浪费时间。”
贾利民自己求学的经历，是“野养”出来的：

课自己选，课题自己定，研究过程自己把控，成
果自己总结，基本上属于“无依无靠”。

“正因为我有这样的体会———那个过程虽
然锻炼人，但迷茫的时候，需要人给一点指引，
没有人管确实也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对我的学
生，就避免他们在‘找不着北’、困惑其中的时候
拔不出来。”

贾利民这种“强势”的性格，胆子小的、心里
没底的学生不免“露怯”，对此贾利民心知肚明。
他会想办法给学生信心，不露声色地牵引他们
品尝进步的喜悦。

不管硕士生还是博士生，贾利民会安排每
个学生至少参加 3 个课题，以覆盖一个科研项
目完整的研究过程。“从学制和年限上，学生很
难有机会参与到一个完整的项目，通过几个项
目就可以分别覆盖项目的各个阶段。”

“我不能容忍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必须
要有系统的观点和系统的思维习惯。”贾利民
说，轨道交通安全这方面的专业事无巨细，各方
各面互相联系，忽略一点都有可能出现大问题。

做到这点其实并不容易，要知道，贾利民
“门下”的硕士和博士生总数有 40 多个。贾利民
的办公室里有许多花篮，他说，每年一到 9 月 10
日，他这儿就变成了花圃。

更像“行僧”

“导师”只是贾利民众多头衔之一。他身上
还层叠着很多分量十足的头衔，比如“中国高速
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专家组副组长，比
如“国家高速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重点专项”

专家组组长。
不搞轨道交通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国高速

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真正地确保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高铁是中
国人自己的高铁。这一行动计划自 2006 年下半
年开始筹划，2007 年逐步细化、科技部和前铁道
部开始有效沟通，同时部署行动计划主要的工
作。2008 年 2 月 26 日，在钓鱼台国宾馆，科技部
和前铁道部共同签署的《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
新联合行动计划纲要》和相关协议。从 2008 年
初直到 2014 年，中国高铁的自主创新事业就在
这一行动计划的指引下遍地开花。

作为行动计划的延续，“十二五”期间我国又
启动了国家高速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重点专
项（以下简称“重点专项”），贾利民是该专项规划
的专家组组长，也是后来实施的专家组组长。

可以说，行动计划和重点专项覆盖了中国高
速列车、高速铁路发展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在看
到的中国高铁的成果都是在这之下实现的。

“汽车、航空、船舶的关键部分哪有中国人
自己的东西？高铁不能再走用市场换技术的路
子。有时候市场换不来技术，只能依靠自主创
新。”贾利民说，那时候，高铁行业的有识之士都
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把自主创新搞成。

关键技术架构、实施路径、研发大纲、技术
载体以及如何向各个子系统分解等等，两个专
项下来，几十个亿的科研投入，贾利民作为“首
席智囊”，坦言“压力很大是自然的”。

贾利民兢兢业业扮演起了“布道者”的角
色：他不是所有科研和示范项目的具体实施者，
但是他领衔的专家组要给自主创新过程的组织
者、决策者、参与者和研发人员出谋划策。按他
的话说就是“走到哪儿就把理念传到哪儿”“听
不懂没关系，我再讲”。

“我老说我在中国高铁事业发展过程中，是
一个‘布道者’，是一个‘行僧’———我更愿意叫

‘行僧’。苦吗？也苦，但是过去的那个苦不太一
样，这中间也有乐趣。我的理念、想法、知识得到
了传播，并且通过大家的实践能够有结果，这是
很快乐的事儿。”

贾利民总结说，中国高铁崛起的这些年，自
己归根到底是发挥“参谋”的作用，“技术战略、
技术上的布道者、规划者、纠偏者”。

高铁自主创新，事无巨细，说易行难。贾利
民在这其中把方向、定路径、解惑传道，大家送
他一个雅号“战略专家”。

和贾利民一起共事的专家、领导也开他玩
笑：“没有老贾不知道的事儿。”

贾利民才不打无准备之仗。轨道交通这个
行当，他是“从两根钢轨开始干起的”。从最初的
轨道电路到列车控制、行车指挥、信息化、铁路
智能自动化、铁路智能运输系统，贾利民涉猎广

泛。这可以从他的履历中一睹端倪：1998 年担任
铁道科学研究院通号所副所长，涉猎通讯、控
制；2000 年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计电子所所长，
全国计算机联网售票系统 4.0 版就是他组织实
施干出来的；后来又到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经
济所担任所长，其间兼管科技处、研发中心；
2004 年到北京交通大学参与建设轨道交通控制
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担任国家轨道交通安
全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不为人知的是，贾利民许多战略思维、战术
思想，都是从书中积累出来的。

读书狂人

如果不是走近他，你绝不会知道贾利民写
的一手字那叫一个漂亮，也更不会知道，看似

“粗人”的他实际上每天无书不欢———每周看完
一本书是他不成文的规矩。从初中养成了爱读
书的习惯，到现在已经陪了他三十多年。现在，

“每天晚上不翻几页书睡不着”。
贾利民出差首选都是红眼航班———为了不

耽误白天开会、上课、作研究。“精神可贵谈不
上，就是命苦事多，怎么办呢？”他戏谑道。

“我看上去不像个读书人，也不像文化人，
人家说我像‘黑老大’。”贾利民难得嘿嘿一笑，

“不过我读书是习惯。古人讲‘三上’，厕上枕上
马上；我也‘三上’：厕上枕上路上。”

贾利民的读书习惯可追溯到儿时。他的祖
辈是当时被“打倒”的对象。他小时候陪着爷爷
挨批斗、扫大街、扫礼堂、打扫厕所。因为是“黑
五类”子弟，不敢出门，只好“老老实实在家待
着”，读爷爷拾破烂来的、能读懂的东西，慢慢地
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从这些书纸堆里，贾利民的涉猎逐渐广
泛，哲学、数学、历史、经济、军事……二战时
期许多人物的传记让他爱不释手，从前苏联的
列宁、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到美国的巴顿、
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等。初中的时候他就完完
整整地读过朱可夫的回忆录 《回忆与思考》。
受这些人物影响，贾利民小时候曾一度立志当
一名军人。

贾利民自言自己的性格深受他们影响。“在
战争年代，就是生死。那种情况下，人的本
性———恐惧、贪婪、懦弱、担当、责任、荣誉、使
命，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读他们的过程中，组织
规划、战略谋划、战术思考这些思维就跟着来
了。”贾利民说，“我知道他们在影响我，但不知
道是谁，可能是逐渐积累的影响吧。”

国内的人物传记也很多，但他直言最喜欢
左宗棠和曾国藩。“我读左宗棠其人其事，我感
觉他在告诉我，什么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
么才能‘铁肩担道义’，我深有感触。”

吴佑寿（90 岁电子工程专家逝世）
1 月 14 日，我国电

子工程专家和教育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
部科技委原常务副主
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原院长、电子工程系原
系主任吴佑寿教授因病
逝世。

吴佑寿是我国数字通信技术的奠基人和开
拓者之一，长期从事数字通信和数据传输、数字信
号处理和模式识别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参与创建
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负责研制的数字微波通
信系统和国内第一台 TJ———82 图像计算机，为我
国通信与信息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佑寿在数十年执教生涯中，为我国信息化
事业培养了众多的接班人和后来的领军人，探索
了我国自主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1985 年至
1989 年，吴佑寿担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期
间，积极鼓励博士生破除“跟踪、仿制”的“懒汉思
想”，要敢于创新，面向国家发展的需求进行技术
攻关。

刘筠（86 岁“鱼院士”逝世）
1 月 21 日，有我国

“鱼院士”美誉的湖南师
范大学教授刘筠，因病
医治无效逝世。

作 为 我 国 著 名 的
鱼类繁殖和育种专家、
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
长，刘筠被业界称为

“鱼圣”“鱼院士”。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写
就一段水域传奇：实现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人工
繁殖、中华鳖人工繁殖、多倍体鱼（湘云鲤、湘
云鲫）人工繁殖。

他被媒体评价为“一生研究只为让中国人盘
子里多条鱼”。刘筠毕其一生，在理论上建立了系
统的中国主要养殖鱼类（四大家鱼为主体）、中华
鳖（甲鱼）和食用蛙类的繁殖生理学，实践上研制
了养殖鱼类和水生经济动物人工繁殖和育种的
技术体系；率先应用细胞工程和有性杂交相结合
的综合技术，在国内外建立了第一个遗传性状稳
定且能自然繁殖的四倍体鱼类种群，成功地培育
出优质的三倍体鲫鱼和三倍体鲤鱼。1995 年，刘
筠与袁隆平一道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为干（96 岁微波理论专家逝世）
1 月 23 日，冠有

“中国微波之父”尊称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子
科技大学教授林为干
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
逝世。

林为干 1919 年 10
月 20 日生于广东台山，
193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1 年获美国加州大
学博士学位，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
部委员）。

50 多年来，林为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集
中在电磁场的数理方面，对中国电磁科学的发展
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主要科技成就为闭合场理
论、开放场理论和镜像理论。在闭合场理论方面，
他发表了“一腔多模拟微波滤波器”的观点，奠定
了一腔多模的作用，在开放场方面他提出了“传
输线阻抗计算方法”和“三角波导理论”等观点，
对静电场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 年获何梁
何利科技进步奖。

张良皋（92 岁跨界建筑学家逝世）
1 月 14 日，我国著

名建筑学家、著名建筑
教育家、巴楚建筑文化
缔造者、红学家张良皋
因病辞世。

张良皋 1923 年出
生 于 湖 北 汉 阳 ，1947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
筑系。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创始人之一，曾荣
获 2013 年度中国民族建筑事业终身成就奖。
他曾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从事

“鄂西土家族建筑的研究、保护与利用”“中国
干栏建筑综合研究”。他的著作也影响深远，
著有 《土家吊脚楼》《武陵土家》《匠学七说》

《老门楼》等。
对于 17 世纪的李约瑟之问，张良皋有自己

的思考：大师的培养，不仅要有自由的学术环境
作支撑，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动力，还要有一
种勤奋踏实的态度。

不仅如此，他还建议自己的学生在学习中要
广泛涉猎。他自己就很喜欢文学，醉心《红楼梦》
多年，也雅好诗词翰墨。

周晓平（82 岁气象学家逝世）
1 月 22 日，著名气

象学家、中科院大气物
理所研究员周晓平先生
因病逝世。

周 晓 平 1934 年 4
月 30 日出生于上海，
1952 年考入北京大学
物理系，1959 年去前苏
联进修，1962 年回国到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二室（即为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工
作。他是我国大气对流动力学和天气数值模拟
研究的先驱，是暴雨和强风暴数值模式研究的
开拓者，也是我国中小尺度天气动力学及其数
值预报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中小尺度天气
动力学和灾害天气数值预报方面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

周晓平另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现代汉语拼
音之父”周有光之子。

（栏目主持：周天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去年 12 月 15 日，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燕山大学
杜凤山教授荣获“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
名奖”。据悉，此次全国共有 37 名科技工作者获
得这项殊荣。

杜凤山是燕山大学轧机研究所所长。从事
教学、科研工作 32 年来，他始终怀着让科研成
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的钻研之心，在重
大装备及其产品质量控制，非线性有限元理论、
方法与程序设计等领域做出了创造性工作，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获得教育部、机械
工业联合会、河北省等省部级奖励 6 项。

挑战世界之最

大型模锻压机的制造，是国家综合实力的
象征。几年前我国没有 4 万吨级以上大型模锻
压机，制约了我国国防航空航天及其他重型设
备领域开发与研制。

从 2003 年开始，杜凤山就承担了中国二重
1.6 万吨大型自由锻造压机的结构设计与优化
任务，2007 年该压机在二重锻压分厂投入正常
使用，这为承担 8 万吨模锻压机的设计奠定了
基础，积累了经验。

2008 年，围绕国家大飞机工程，我国正式启
动世界最大的 8 万吨大型模锻压机研制工作。

压机主机的研制工作由二重、燕山大学、中
南大学共同承担。杜凤山主持了“中国二重
800MN 大型模锻压机整机结构分析及优化研
究”工作。

在国际上缺少 8 万吨的大型模锻压机的设
计经验的情况下，他带领研究团队对压机系统
整体结构进行建模，建立了大型复杂结构系统
弯扭变形平衡条件，并对整体结构参数进行了

优化。并对压机关键零部件进行了可靠性设计
和寿命评估。该项研究作为特大型模锻压机的
核心技术，为模锻压机设计提供了重要参数。建
设 8 万吨模锻压机，标志着我国机械工程领域
的巨大进步。

同时，杜凤山也在特大型零件成形制造技
术领域开展了深入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并取得了
新的突破，为我国重大装备特大型零件成形制
造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作出了贡献。

2005 年至 2008 年，杜凤山先后主持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特大件成形制造技术
基础研究”和国家“973”项目“大型零件热态成
形制造虚拟技术基础研究”，针对特大型轧辊、
发电机转子等特大型零件在成形制造中所存在
的内部质量控制问题，确定了大型零件高温成
形复杂合金元素锻合与焊合条件。

在特大型零件成形过程中，大锻件材料利
用率仅为 60％左右。杜凤山提出将表层变形与
心部变形在一次加工工序中完成，在压合心部
缺陷同时，锻件表层质量也得到显著改善，使锻
件寿命大幅提高；此外，由于加热火次数减少，
减少了金属烧损，材料利用率也得到大幅提高，
使得锻造更加高效。

目前，该研究成果已应用于中国二重火电
转子制造、中信重工特大型零件（轴类件、饼类
件和环类件）的成形制造。

最大限度转化

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32 年来，杜凤山研究始
终扎根在钢铁产业一线，始终与国内外大型钢
铁企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目前，由于我国钢铁企业的工艺设备水平
落后，现有轧机 90%以上达不到国外先进水平。

2001 年，燕山大学根据国家经济形势和钢
铁工业的发展，组建了“河北省高精度轧制技术
装备工程研究中心”，由杜凤山担任主任。

在无缝钢管连轧领域，杜凤山通过对张力系
统、速度系统、孔型系统、温控系统等参量耦合作
用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实现了产品最优连轧
工艺制度的制定，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
缝钢管定减径产品质量预报及工艺控制系统。该
成果于 2006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板带轧制技术领域，他主持了国家“十一
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大型轧机共性技术”专题
研究，主要研究大型轧机 CAD 技术、机电液一体
化技术，部分成果已应用于中信重工、中国二重和
中冶赛迪公司，并成功申报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近年来，计算机仿真技术在钢铁行业应用
十分广泛。杜凤山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建立了
三辊张力连轧过程的计算机模拟系统，并成功
开发了一套有限元模拟软件，应用于宝钢冷连

轧机组和热连轧机组的实际生产。其中他开发
的冷 / 热连轧机板形板厚综合控制计算机仿真
系统，解决了粗轧、精轧和冷连轧轧制规范和工
艺优化问题，目前已应用于中信重机双机架冷
连轧机组、中国二重和中冶赛迪公司研制的冷
热连轧机组，并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06 年，杜凤山的课题组与东北大学共同
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板材轧制
过程中有限元高速在线算法基础”，他提出了适
应高速有限元计算的摩擦元刚度二元修正法；
建立了波前区子刚度变换矩阵，使大型非线性
弹塑性有限元计算时间减少到 0.5 秒内，并首次
实现大型非线性弹塑性有限元在线计算。

“能让科研成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企业生
产能力，是我最大的希望！”新年伊始，杜凤山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将继
续扎根生产一线，立足实际，解决企业生产所需
的实际问题。

杜凤山：让创新硕果落地生根
姻本报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蔡常山褚玉晶

“我老说我在中国高铁事业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布道者’，是
一个‘行僧’———我更愿意叫‘行僧’。苦吗？也苦，但是和过去的那
个苦不太一样，这中间也有乐趣。我的理念、想法、知识得到了传
播，并且通过大家的实践能够有结果，这是很快乐的事儿。”

“能让科研
成果最大限度
地转化为企业
生产能力，是我
最大的希望！”

贾利民
高铁路上的“行僧”

姻本报记者 赵广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