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校友通讯78

我与清华

　　我于 1987 年在海军工程学院（现为

海军工程大学）获船舶电气工程专业硕士

学位，导师是张盖凡教授（1951 电机）。

毕业后我留在导师身边，成为一名军校教

员。在实际教学与科研工作中，虽然取得

了一些成绩，但深感学力不足。经导师推

荐，于 1993 年 2 月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攻

读博士，师从郑逢时教授。我十分珍惜这

次深造的机会，不敢有丝毫懈怠，通过刻

苦攻读，学习成绩均优，被评为清华

大学优秀博士生，1996 年毕业，博士

论文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

并获优秀工程实践奖。

　　在清华学习期间，郑逢时、王祥

珩、姚若萍等众多教授的悉心指导，

奠定了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坚实基础；

母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更是激励我战胜困难、不断前行的精

神动力。2001 年，我有幸当选中 国

工程院院士。现在担任海军工程大学

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舰船综合电力

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任，海军少将，

专业技术一级。

　　回顾近 30 年的科研创新之路，我深

深体会到，作为国家和军队培养的院士，

必须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军队战斗力

为己任，以打赢未来战争为目标，勇于担

当，敢于超越，全身心投入科技创新实践，

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勇于担当　敢于超越
推进国防装备现代化

○马伟明（1996 博电机）

来分析思考试验研究中的各种现象。1990

年，我如愿以偿获得博士学位。然而，我

收获的远不只是学位，导师的正直处世态

度和严谨治学作风的无言身教，是我终生

受用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十多年来，我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

一直保持与清华的密切合作，这不仅因为

我能从中受到教益，能够为母校服务也

是我的最大心愿。2000 年，我被聘为土

木工程系兼职教授，2005 年又被土木水

利学院聘为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督察员。

五十多年来，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一直不断

连系着清华，我深情地挚爱清华，清华是

哺育和培养我成长的母亲。

马伟明院士（中）与课题组人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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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同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一起，

围绕电气工程“高效机电能量转换和电能

变换”这一主线，在舰船综合电力技术等

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

术攻关和工程装备的研制。

　　首次提出了“电力集成”的技术思想，

建立了多相发电机整流供电系统的理论体

系，研制成功“十二相整流发电机系统”、

“交直流集成式双绕组发电机系统”和“高

速感应发供电系统”等三代集成度不断提

高的新型发供电系统，大幅提高了我军新

型潜艇的战技性能。上述三代新型发供电

系统的成功研制，确立了我国在该领域国

际领先的地位。

　　为了摆脱我国舰船原动机技术落后严

重制约舰船动力发展的局面，实现舰船核

心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使舰船动力迎头赶

上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我于 2003 年牵头

组建舰船综合电力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

室，并利用该研究平台，组织国内高水平

研究队伍，开展合力攻关。研制成功新型

感应推进系统，攻克了制约综合电力系统

上舰的瓶颈技术，为综合电力系统上舰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研制成功多型大容量舰

用电能变换系统，实现了核心设备的更新

换代，保障了舰船电力系统安全可靠的运

行；建立了传导干扰精确定量预测理论和

自适应辐射干扰对消技术，解决了舰船中

出现的电磁干扰问题，为复杂电磁环境下

充分发挥武器效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电

磁兼容创新群体成为国内电气工程领域唯

一连续两期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

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的团队。通过实验室

全体人员八年来的集力攻关，实验室真正

担负起了引领舰船综合电力技术发展的责

任，并将研究领域逐步拓展至电磁发射技术

领域，实现了核心关键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实验室积极将舰船电气工程领域的技

术积累向民用领域转化，牵头成立“国家

能源新能源接入设备研发（实验）中心”，

着力突破制约新能源发电并网接入的瓶颈

技术，积极推进国家新能源建设，努力形

成国防武器装备发展和经济建设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成功研制了

2MW/2.5MW/3MW 系列直驱式风力发电机

变流器，10kW ～ 250kW 系列太阳能光伏

发电变流器、高功率密度集成式一体化惯

性储能系统等，为国家节约外汇几十亿元。

　　实验室在短期内取得此等进展的原

因，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培树“敢于担当，勇于超越”

的团队精神。始终把推进国防装备建设作

为奋斗的最高目标，“敢于担当”成为团

队最大的精神特色。只要军队装备建设需

要，再大的风险也要去闯，再硬的骨头也

要去啃，再重的担子也要去挑。实验室始

终倡导“勇于超越”的精神，凭借着敢为

天下先的豪情、特别敢担当的魄力、特别

能创新的激情，开展创新性研究。

　　第二，营造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实

验室坚持用共同的价值观凝聚队伍，把个

人理想与国家需求、国防事业需求相结合，

在“崇尚科学、追求卓越”中获得成就感，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营造宽松民主的学

术氛围，倡导开放的团队文化，制定严格

规范的管理制度，建立以贡献和作用为主

导的评价机制，调动了全体人员的创新积

极性，积极创造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

　　第三，积极打造人才辈出、合力创业

的过硬科研创新团队。 （下转第 12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