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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你们做了哪些市场调研？”
“一定要有市场，没有市场需求，你们投
入设备也是没用的。”
这些年，前来向中国工程院院士胡

正寰打听轴类零件轧制技术的企业不
少，但同样，被他这“市场之问”劝退的
企业也不在少数。
为了防止恶性竞争，通常一个地

区，胡正寰只考虑与一家企业合作。“科
学家转让技术，是为了让科技成果真正
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企业因市场调研不
足或恶性竞争而亏损，不仅会给自身带
来直接的经济损失，也会影响科研项目
开发单位的声誉。”
一面关心着合作企业能否盈利；一

面又视金钱如平常物，将生平积蓄捐给
母校。这就是胡正寰作为一名科学家，
对“身外之物”的处理态度。

日前，胡正寰与夫人余雪子向北
京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个
人积蓄 300 万元，成立“胡正寰余雪

子教育基金”。

青年时代，

主动挑战世界最新技术

1956年，胡正寰从北京钢铁工业学
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毕业。这是一所
1952年由当时 6所国内知名大学的矿
冶科系组建而成的大学。在校期间，他
当过大班班长，毕业后，他留校担任冶
金机械专业的教师。

担任助教期间，一本苏联 1957年
出版的专业书籍引起了他的注意。“这
项当时世界最新的斜轧钢球技术，一下
子吸引了我。”胡正寰回忆道，由于早年
在鞍钢无缝钢管厂实习时对斜轧技术
有所了解，他明白新技术的基本原
理———棒料进入轧机后，通过一个螺旋
的孔型，便可被高效率地轧制成一个个
钢球。

1958年，响应党中央“解放思想，敢
想敢干”的号召，胡正寰提出轧钢球的
申请，很快便得到学校的支持。

为什么要轧钢球？以铁矿为例，我
国以贫矿居多，含铁量仅百分之二三十
的铁矿直接用于冶炼，效率过低，但如
果把矿石磨成粉精选后再去冶炼，效率
则大幅提升。而用来磨粉的重要介质便
是钢球，将钢球放入球磨机中旋转，坚
硬的矿石就会在钢球的撞击与研磨下
“土崩瓦解”成粉末。由于各种矿石（包
括燃煤）都要研磨成粉，所以钢球用量
非常大。

然而，当时轧钢球技术是世界上钢
球成形的最新技术，我国还没有，我国
制作钢球的工艺是锻造和铸造，均存在
效率低、环境差的问题。

胡正寰和同事用了 90多天，就把
实验轧机设计出来了，并由校办工厂突
击制造完成。“在实验室里经反复试验，
终于轧出了为数不多的好钢球来。”胡

正寰说。这很快便引起了社会关注，《光
明日报》《北京日报》还专门刊登了相关
消息。

辽宁抚顺一家锻造钢球的工厂负
责人看见相关报道后特意找到胡正
寰。该工厂一直采用锻造工艺制作钢球，
烧红的钢坯在锻压机里锻打成球，不仅生
产效率低，生产条件还十分恶劣。“你们能
不能帮助我们用轧的方式生产钢球？”工厂
负责人急切地询问道。

胡正寰带领团队为其设计了一台
直径 50毫米的轧球机，由工厂制造并
进行试生产。试生产证明，轧制效率比
锻打成球效率高了 10多倍，劳动条件
也显著改善。但由于废品率不断增加，
最后生产被迫停止了。

这给胡正寰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实验室轧制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成品
率，就意味这项技术是有希望的；但工
业生产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废品率，也
难以应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把斜
轧钢球变为生产力，还需要解决一系列关
键的技术问题。”胡正寰后来总结道。

第一，模具。模具寿命跟材料、热处
理有关，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第二，设备。需要 5个模具调整自
由度，当时设计制造的设备，既缺乏刚
度，又缺乏调整机构。

第三，工艺。加热到多少度、工艺冷
却与润滑、怎样做余热处理等，是一系
列待攻克的技术问题。

用了 16年的时间，这三个方面的
难题才得以解决，使这项技术用于工业
生产。经过 40多年的发展，在胡正寰团
队不断研发、创新的努力下，我国轴类
零件轧制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凡是没有把握的产品，

一律走不出实验基地”

河北广平县某企业采用了胡正寰
团队的技术生产钢球，每年产量达 10
多万吨，60%~70%产品出口国外。该企
业与胡正寰团队合作至今已有 10 多
年，现在是当地的明星企业。

近日，该企业负责人还来拜访胡正

寰，希望他帮忙解决生产中的问题———
能否改善成分以提高钢球的耐磨性？能
否解决轧特大钢球的问题？

工厂如此信赖胡正寰，与他的行事
原则分不开。

胡正寰的弟子、北京科技大学零件
轧制研究推广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宝雨
告诉《中国科学报》：“企业找上门，胡老
师总说，‘你一定要有市场，技术上肯定
能给你们保障’。他一定要让企业从技
术中受益。”

从他的“市场之问”，便可见一斑。
事实上，胡正寰团队推广一条线就

投产一条线，失败的案例几乎没有。成
功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北京科技大
学就给胡正寰提供了实验基地。位于校
内的实验基地，最初只有 1台斜轧机，
后来逐渐添至 5 台，还增加了 2 台车
床。在实验基地里，胡正寰完成了产品
的中试。“凡是没有把握的产品，一律走
不出实验基地。”

数十年科研生涯，胡正寰总结了一
套“三有”机制。“一有”是有团队，“二
有”是有基地，“三有”是有好用的设备。
他把中试基地看得很重要。

曾经有企业找到他，要他当面轧
200个钢球看看技术的稳定性。“我刚轧
了十几个钢球，对方就喊停，‘您这儿有
中试基地，又看您轧了十几个钢球，我
放心了’。”胡正寰回忆道。

从上世纪 50年代至今，胡正寰团
队已在全国 27个省区市及国外推广零
件轧制生产线 300余条，其中 18条出
口到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发投产的零
件 500多种，产品包括汽车、拖拉机、摩
托车、自行车、发动机、油泵、五金工具
坯件等的轴类零件以及轴承、球磨机等
的球类零件，累计生产 600多万吨，产
值 500多亿元，节材 60多万吨。
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早

已成为胡正寰的毕生追求。
位于北京科技大学的国家高效零

件轧制研究与推广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有一组展柜，展柜里琳琅满目地摆放着中
心开发的上百件楔横轧产品，这些产品都
已走向市场。“这是我们正在开发的火车
零件。”胡正寰指着一个 1米多长的“大

个头”，兴致勃勃地介绍道。

首届学长回馈母校，

不只看论文也看创新

胡正寰看重人，在“三有”机制中，
他把“人”放在首位。
“我的团队中有四类人员，分别是

研究人员、工程人员、技术工人和研究
生。”胡正寰补充道，招一名称心的技
术工人很难，他们曾发了许多招聘信
息，但有经验的数控机床技师数量少，
而且在市场上很抢手。胡正寰也对当
下技工人才缺失、青年人不愿意当蓝
领感到遗憾。
“同样，培养有创新精神的研究生，离

不开实验室实践。”胡正寰很欣慰，在中
心，不光有实验室供学生做规律性研究实
验，还有实验基地供他们加工实验模具。
“如今，每一名中心的研究生，不亲

自动手做实验，轧出合格的零件，都不
能算是合格的毕业生。”胡正寰的弟子、
北京科技大学副研究员刘晋平说。

每周一、三、五，胡正寰都要亲自指
导学生。88岁高龄的他十分康健，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他是“一名严格的时间
管理者”。“几点休息、几点工作都有严
格的规定，中心很多年轻人都自叹不
如。”刘晋平说。

说到捐款，这并不是胡正寰的第一
次，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时，他就给
家乡湖北孝感捐赠了 10万元。

作为北京科技大学首届学长，对于
此次捐款，胡正寰表示，“很感谢母校
在我还是青年人时，就给予我基地、设
备等支持。在这里，我还有幸遇到了我
的夫人余雪子。”他的夫人是北京科技
大学 56 级校友，毕业后也在北京科技
大学工作。因此，当夫妻二人决定捐出
300万元款项成立教育基金时，子女毫
无异议“全票通过”。
“这个奖项每年奖励约 30名学生，

不只看重论文，还奖励学生的创新想法
与工作成绩。虽然很多创意不能马上转
化为生产力，但未来谁又知道它们当中
会不会孵化出改变生产力的重大项
目？”胡正寰说。

陈涵晟 阿里达摩院供图

胡正寰与夫人余雪子。 受访者供图

银20世纪 90年代，胡正寰（中）与中心工作人员在实验基地讨论模
具设计加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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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寰：先过“市场之问”，再谈成果转化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看“圈”

栏目主持：胡璇子

何岭松
历时 9年拍摄 184种野鸟
以“飞鸟集”为校庆生

日前，即将迎来 70周年校庆的华中科技大学收到了
一份特殊礼物———该校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岭松
历时 9年，为飞翔在校园中的 184种野鸟拍摄照片，并制
作成图集，献礼校庆。

资料显示，何岭松主要从事测试技术、数字信号处理
课程教学工作以及计算机虚拟仪器等研究工作。教学和科
研工作之余，何岭松还是一名资深的观鸟爱好者。从 2014
年至今，他在校园中观察记录的鸟的种类增长到了 204
种，他也因此记录下了越来越多的鸟类精彩瞬间。

王泽霖
再捐 300万元支持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
捐赠共计 8000多万元

河南农业大学发布消息称，近日，该校教授王泽霖将
个人获得的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300万元奖金全
部捐出，用于支持学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工作。

王泽霖在国内率先开展禽用高效浓缩多联疫苗的研
制，筛选和培育了一系列适用于禽用联苗研发的优良毒
株，所创制的 12个新兽药产品在国内 16家生物制品企业
规模化生产，成果转化率达 100%。

2020年年初，王泽霖将毕生科研成果转化费 8208万
元捐给学校，用于建设高水平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
（P3实验室）。

孙振锄
86岁“两弹一星”研究员拿下驾照

85岁报名驾考，一年拿到驾驶证———近日，一位 86
岁浙江老人考取驾驶证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位“活
到老学到老”的“高龄学员”名叫孙振锄，是一名“两弹一
星”研究员。

为了带行动不便的老伴看病、外出，孙振锄在满足条
件后，报名考取了驾驶证。据悉，科目一和科目四，他都是
满分通过。

孙振锄曾多次参与核试验，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的成功试验。

陈涵晟：一篇 Paper天下闻
姻本报记者赵广立

一名汽车学院的研二学生，凭借自己
的数学功底和数学方法，以新视角解决了
一项 3D视觉领域的经典问题，然后以第
一作者身份，获得了一项计算机视觉
（CV）领域顶会的最佳学生论文奖。

这个颇有些传奇色彩的故事，近日在
CVPR会议（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会议，IEEE主办）上上演。这个故事的主
角，就是同济大学 2020级硕士研究生、阿
里达摩院研究型实习生陈涵晟。

如今，性格有些内向的他“一篇 Pa-
per 天下闻”。和他在阿里达摩院同组的
阿里高级算法工程师罗浩说，获奖之后
组里收到了非常多的邀请，“从来没有过
这种感觉”。
“说实话身边的人应该不会太意

外———只要你接触过他，知道他的天赋，
并了解他的付出。”对于陈涵晟的获奖，同
学、好友这样评价。

巧！
一拍即合进入阿里达摩院

《中国科学报》了解到，这篇最佳学生
论文，是陈涵晟 2021年在阿里达摩院以
研究型实习生身份完成的。这也解释了为
何论文 6 位作者中有 3 位是阿里达摩院
的算法专家。

每年招研究型实习生时，阿里达摩院
算法专家王丕超都会优先考虑招聘博士
生。“他们发表过一些论文，从中能够看出
大概的水平。所以我一般不招硕士。”

陈涵晟是个例外。
王丕超先是看到了陈涵晟研一期间

在 CVPR发表的成果。那时，陈涵晟进军
自动驾驶领域刚一年多，就发表了一篇他
口中“只是一个根据经验设计的东西”。

但王丕超还是敏锐地嗅到了他的
科研潜力。“看到他发的那篇文章，我感
觉他做得还不错。”于是，王丕超主动联
系了陈涵晟。

接到邀约，陈涵晟欣然参加了面试。
“面试过程非常开放，更像是讨论

学术问题，我感觉到阿里达摩院确实是
一个非常注重基础研究的机构。”陈涵
晟告诉记者。让他下决心去阿里达摩院
实习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计算资源
确实很大”。

这在后来成为论文得以顺利完成的
关键要素之一。在 CV领域，一些数据集
非常大，对计算有很高的要求。而他们的
研究，恰恰需要非常高的 GPU（图形处理
单元）算力。

面试过后，陈涵晟和王丕超一拍即
合，后者成为陈涵晟在达摩院的 Mentor
（导师）。尽管王丕超远在美国西雅图，但
他们的学术交流仍以每周 1~2 次的频率
开展。

强！
进入 CV领域第二年即出获奖成果

正如文章开头描述的那样，陈涵晟很
早就集齐了“跨界拿奖”所必需的元素。

陈涵晟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喜欢赛车的了，“初中？小学？很早
就喜欢”；但他同时也喜欢数学和计算机，
“从小就在电脑上画图”。

他对赛车和计算机的兴趣，一直没
有消减。高考那年，陈涵晟同时瞄准了
同济大学的汽车专业和南京大学的计
算机专业。最终，他被同济大学汽车学
院录取。

入学后，他加入了同济大学“翼驰车
队”———这是一个由上百人组成的半商业
化的赛车设计、制造组织，并定期参加大
学生方程式赛车赛事（FSAE）。
“那时我专注于做空气动力学方面

的工作，它涉及一些仿真计算，这个东
西我以前非常感兴趣。”陈涵晟告诉记
者。

当时的车队队长宁同学告诉《中国科
学报》，有些想法其他人可能只是在嘴上
说说，但陈涵晟真的会去尝试，实践能力
很强，常常动手证实自己的结论，或实验
或仿真，努力为之。
“在他一人‘操办’之下，车队的空气

动力学设计实现了质的飞跃———使用测
压孔测量尾翼和扩散器的下压力；采用
独特的三段式尾翼布局形式，并在仿真
上对弯道工况的气动稳定性做了大量研
究；绘制气动图谱……众多创新点，不一
而足。”

结果，这辆赛车的设计在 2019年日
本 FSAE赛上拿到了“最佳空气动力设计
奖”。“中国车队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在国外

赛事拿奖，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事。”宁同学
回忆说。

经此一役，宁同学提议让陈涵晟做车
队设计部门的部长，但后者断然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从大五（同济大学汽车专
业为 5年制）这年，陈涵晟开始对自动驾
驶和 CV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在大五的时候加入熊璐老师课题

组，开始学一些相关知识，包括完成毕业
论文设计。确切地说，我在做本科毕设
时，才开始接触 CV 方面的内容。”陈涵
晟对记者说，他既喜欢汽车又喜欢计算
机，正好学院当时新成立了智能汽车研
究所，他想借此机会，转型做自动驾驶的
感知计算。

许多人可能觉得这个转型不容易，但
陈涵晟却直言“那一年是这些年来最轻松
舒服的一年”。原因在于，当时没有课业和
科研压力，是“纯粹学习新知识，有很强的
收获感”。

保研本校后，陈涵晟在研一期间的研
究成果就投中了 CVPR。这个成果，正是
王丕超最初看到的那篇文章。

换句话说，陈涵晟在转向 CV的第二
年，就做出了破纪录的成果。

意外！
论文偏冷门，没想到能获奖

对于论文能摘得最佳学生论文奖，团
队上下多多少少还是出乎意料。
“我原来以为这篇论文可能比较冷

门，因为太偏数学了。”陈涵晟说。
如何用普通的相机（二维图片）准确

定位三维场景中的障碍物，是陈涵晟这篇
文章阐述的重点。换言之，他要解决的问
题，就是用一张 2D图片定位 3D物体的
位姿。
“我对 3D物体位姿问题比较感兴趣，

在学校副导师田炜老师的指导下，研一发
了一篇 CVPR论文，就是在 PnP（求解 3D
到 2D点对应运动的方法）中加入了不确
定性。去年到阿里达摩院实习后有些新思
路，想搞清楚这个领域里的各种方法在理
论上到底有什么联系。”陈涵晟告诉《中国
科学报》，“我想找一个理论的框架，把所
有的方法统一到一起，这就是我今年这篇
论文的内容。”

“论文一开始只有数学。”陈涵晟介
绍，最开始，他自己也不清楚这些数学公
式会发挥什么作用。
“一开始我并没有抱太大期望，只是

个人兴趣。不知道这套理论的东西是否真
正有用，也许只是新的花样而已。后来我
把算法完善之后，真的把实验做出来，才
知道它有这么好的效果。”陈涵晟说，“现
在看来，它确实和其他论文不太一样，算
是一个小突破。”

王丕超虽然多次说过这项工作很不
错，但他也没预料到成果能拿大奖。阿里
达摩院算法专家唐家声说，由于获奖出乎
预料，以至于没有一位作者到现场参会，
只能远程领奖。

拿到这样一个重量级奖项，陈涵晟表
示“有点压力”，但他本人“还是不想太
‘卷’”。“只要有一个不错的环境做自己想
做的研究，就非常好。”他说。

相关论文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