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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目前使用的绝大部分电能都是由

发电机产生的，据统计，全世界工业用电

动机消耗了总发电量的30%～40%，在我

国，超过60%的年发电量被各种各样的电

动机所消耗，转换为机械动力。

如何最大地降低这种自身损耗，最大

效率利用能源，高效节能电机无疑是最好

的选择。但是由于成本较高，其市场普及

率并不高。面对这个问题，在电机行业

专心探求数十年的曲荣海教授（1988级电

机）用一句话来回答：“降低研发成本，

降低材料成本，降低自身能源损耗，提高

输出效率。”而这，也正是这位务实专注

的科学家一直在做的事情。

“心有多大，路有多远。”有些人的

人生曲线，注定要与众不同。

从意气风发的草原儿郎成为上世纪80

年代的清华骄子，从求学就职十多年的水

木清华再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威斯康辛大

学，从让人梦寐以求的GE研发中心总部

高级工程师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他的脚

步横跨了半个地球，但是当你细细察看，每

个脚印里都只有四个字：中国电机。  

他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院副院长、博士、博士生导师曲荣海教

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强磁场

工程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IEEE高级会员，IEEE多个会议和期刊审

稿人，Sigma Xi会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高级会员，拥有中国、美国、日本、欧盟

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几十项……

尽管有这一长串成就，他却始终给人一种

如沐春风的感觉。走近他，他的儒雅有

致、条理分明使得交流都成为一种学习和

享受，那枯燥辛苦的科学探求之路也让他

以浅显风趣的语言娓娓道来——

远渡重洋，漫漫电机探索路

对曲荣海来说，当初怀着深藏于内心

的深厚清华情缘远赴美国，只是为了今天

的厚重回归。而这些年来的辛苦求学和科

研工作，也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振兴

中国电机产业，让中国有能力生产出世界顶

级电机，彻底摆脱对于国外的技术依赖。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努力也为他带来

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数十年来，曲

荣海以高参数复杂电磁结构装置与系统为

研究对象，进行多种新型特种电机的设

计与研发，先后提出了多种新原理和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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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发明了多种新型电机拓扑，其研究成

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电磁场耦合机电

能量转换理论研究、大型永磁风力发电

机、新型大功率海底永磁电机、高电磁参

数电磁装置等领域均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而他在电机领域的探索亦早已显露出

了非凡的天分。早在2003年，曲荣海刚刚

进入美国GE公司全球研发中心总部，就

一鸣惊人地根据多电磁场耦合机电能量转

换原理，发明了新型高功率密度双侧(双

转子或双定子)电机拓扑，并形成了完整

的理论和设计方法。与普通单侧电机相

比，该电机功率密度提高了80%以上，成

功排除了大型直驱式电机向更高功率发展

的障碍。该技术后来应用在了由美国能源

部支持的3.5兆瓦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的研

制中，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将双侧电机技术

应用于风电领域。凭借这项发明，他荣获

了GE全球研发中心技术成就奖，发表的

相关学术论文获得2002年IEEE IAS电机委

员会颁发的最佳论文奖。

2004年，曲荣海再创新高，发展了高

电磁参数电磁装置的设计和运行理论，发

明了多种超导电机拓扑结构。超导发电机

是一种采用超导体替代常规导体制造的

电机，由于超导材料中可以流过很大的电

流，建立很强的励磁磁场，因此它能极大

地提高发电机的功率密度，使发电机结构

更加紧凑，体积和重量显著降低。值得一

提的是，它在非额定负载情况下的效率也

较高，这对于功率随风速随机波动的风力

发电机尤为重要。同时，超导发电机还有低

振动、低噪声、电压波形正弦性好等优点。

风力发电机的研发是提高风电机组技

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2003至2010

年期间，曲荣海基于电磁结构与机械传动

结构一体化设计原理，成功研发了多种

大型永磁风力发电机，包括高速、中速和

直驱式永磁发电机，同时发明了多种电机

拓扑结构、磁钢保护方法、线圈绕制方法

等，并应用于实际；在中速发电机中，曲

荣海将变速箱和永磁发电机集成一体化，

缩短了机组轴向长度，提高了机组效率，

显著降低了机组的制造、运输和安装成

本。该技术是目前世界上风力发电机领域

最先进的技术之一，代表着中高速风电机

组的重要发展方向。

在航空及海底电机技术研究上，高可

靠性对于航空电机、海底电机等至关重

要，对此他提出了一套在恶劣工况下提高

电磁装置可靠性的设计原理，并将其应用

于新型高容错能力航空永磁发电机和一种

新型大功率海底永磁电机的设计当中。

在他看来，现有的成绩并非终点，而

只是一种准备，一种为今日所做事业的必

经过程。不同的是，过去他是一个人在努

力，而现在，他正致力于使更多的人对这

个学科更加了解、热爱，与他并肩而战。

人才建设，引领技术创新潮

“电机涉及到方方面面，从发电，到

用电。任何一点电机效率的提高对行业来

讲都特别重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机

生产国，但是中国电机的出口和整体水

平，跟国外还有不少的差距，特别是效率

和材料消耗方面。”

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提到最多的是技

术核心的原始创新：“我们要做就要做纯

粹中国血统的，要做就做最好的，当然也

是最适应中国市场的。这其中最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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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是人才，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太稀缺

了，现在人才梯队建设刻不容缓。”

为此，2010年8月中组部引进风电领

域“千人计划”向他抛出橄榄枝时，他立

即放下蒸蒸日上的事业，离开在美国的妻

子和求学的孩子，孤身飞回祖国，全职加

入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作

为领军人，曲荣海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电气

与电子工程学院，于2011年9月正式成立

华中科技大学创新电机技术研究中心。该

中心定位于基础和应用研究，立足国际科

技前沿，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出发

点，力争在电机设计和驱动控制技术方面

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研究平台。  

仅仅两年的时间，在学院支持和他的

个人努力之下，中心的建设已经初具规

模。在基础设施方面，搭建了三个特种电

机测试平台，购置了一系列相关仪器设

备，为今后的科研课题研究打下了必要的

物质基础；在人才培养方面，他正在培

养10位硕士、8位博士研究生和一位博士

后，同时正在引进海外电机人才，包括一

名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一名湖北

省特聘专家等，并积极联合院系内二十多

位教师、十多位教授参与课题研发；在教

学方面，针对学生对电机设计知识的缺

乏，计划开设一门电机设计全英语课程，

以推动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在学术交流

方面，具有长期海外工作经历的他充分利

用国际资源，开展了多次交流活动，包括邀

请国外著名教授来访考察、参加顶尖国际

会议、受邀至国外高校发表学术报告等。

有梦想，才有可能成功！这些具体的

工作，可谓繁重庞杂，但曲荣海却乐在其

中，因为，他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

“做最好的新型高效节能电机，争取

早日实现中国从电机大国向电机强国的跨

越！”这看似口号的一句话却在曲荣海心

中响了二十多年。对当年那个青涩的清华

学子来说，这也许只是一个梦想，如今，

却已然成为他的事业理想，也是他从未改

变的方向。          转自《科技日报》

 8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我

校1970届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

振元教授当选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

理事会会长。

瞿振元，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

制系，1970年毕业留校工作。曾担任物理

系学生组组长，党委学生部部长，研究生

处副处长、研究生院院长助理，党委宣

传部部长等职（其中：1978年4月－1980

年4月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生班学

习）。1994年1月—1995年1月，赴美国作

访问学者。1995年1月—1998年7月，任国

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代司长、司长，

1998年—2002年，任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

长。2002年至今，任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委

员、常委、党委书记。

中国高教学会成立于1983年，第一、

二届会长为蒋南翔，第三届会长为何东

昌，第四、五届会长为周远清。

瞿振元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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