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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张锦秋希望年轻的建筑师要明确自

己的职业责任。

“张总工作起来就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年

龄，经常是上午倒杯水，下午才想起喝。”

跟张锦秋一起工作近十年的艾女士说。

在学生万宁眼里，张锦秋总是充满了

干劲与激情。不久前，他们和业主见面讨

论方案直到夜深，万宁说她困得有点支撑

不住，但张锦秋依然精力充沛，耐心地做

着解释。

古稀之年的张锦秋，正以这般的干劲

与激情，迎接着生命中的丰收季节，正如

她的名字一样，好一个锦绣的金秋时节。

(原载《西安晚报》 2010年11月3日)

马伟明，1960年出生，1996年获清华大

学电机专业博士学位，现任海军工程大学教

授，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舰船综合电

力技术国防重点实验室主任，少将，中国工

程院院士。2010年12月，荣获中国科协“十

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海军工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马伟明领衔科研团队，长期致力于舰船综

合电力技术原始创新研究，承担国家和国

防重大装备重点课题40多项，获得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40多项，20多项关

键技术成果居世界先进水平；所有创新成

果全部应用到我国自行研制的作战舰艇。

马伟明先后获国家“十大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国家发

明创业特等奖”及“当代发明家”等荣誉

称号，他领衔的科研团队获“国家创新研

究先进群体”。2002年7月，中央军委为

马伟明记一等功。

“科技强军，不能总是跟在别
人后边追赶，必须站在领跑行列”

上世纪末，我国研制新一代常规潜

艇，需要装配高效能的十二相整流发电

机。当时，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还处于空

白状态，只能从国外进口。马伟明率领

科研团队历经13年攻关，突破8项关键技

术，研制成功国产十二相整流发电机，填

补国家空白，装备多艘潜艇，这一成果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国从国外引进的十二相整流发电

机，一直存在“振荡现象”，影响潜艇安

他，为科技强军而领跑
——记海军工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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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而，这是一个困惑电机界近20年的

世界级难题，就连原创的某国公司也未能

查明其机理和找到解决的办法。马伟明经

过上千次试验、数万组参数分析计算，在

世界上率先建立了发现“振荡现象”的

“判据公式”，在这个基础上，历经1800

多个日日夜夜的拼搏攻关，成功解决了

“振荡难题”。当这一成果通过国家专利

局公布于世后，某国公司总裁请求马伟明

帮助他们解决“振荡”后遗症，并通过官

方渠道正式提出购买马伟明的发明专利。

不仅如此，这家公司还破天荒地将对外严

密封 的电机设计图纸交给马伟明，请求

帮助审查。

马伟明承担的科研课题，一半是国家

处于空白的尖端课题，一半是有关科研单

位不愿承担的“风险课题”。不少人劝他

多干一些不怎么辛苦、出成果快、风险小

的课题。马伟明却说：“经得起名利诱惑

和风险考验，是起码的科研境界。”

进入新世纪，我国研制新一代潜艇

时，面临难以逾越的一大难题，就是要研

制出大容量高速发电机，而当时世界上还

没有一个国家搞出来。马伟明主动请缨，

率团队历经7年攻关，跨越7大风险，在世

界上率先研制出了大功率高速电机，既降

低了舰船发电系统的体积重量，又减小了

震动噪声，大大地提升了潜艇的隐蔽性。

在另一型潜艇的研制中，马伟明花了

近12年时间，研制出可同时发交流电和直

流电的“交直流双绕组发电机”，这一国

际首创成果，使我国新型潜艇运行安全得

到了可靠保证。

“科技强军，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边

追赶，必须站在领跑行列。”马伟明的目

光始终紧盯高科技前沿。

舰船综合电力系统是舰船由机械推进

向电力推进转变的一次技术革命，是发展

“智能舰”的基础条件，是实现舰艇隐

身、降低油耗、动力设备模块化和新概念

武器上舰的重要手段。

为填补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的空白，

从2000年开始，马伟明组织科研团队，联

合国内十多家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展开

一系列课题攻关。经过10年的不懈奋斗，

在发电模块、推进模块、全系统集成模块

等6大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完成

了大功率推进电机、大功率变频推进系统

的设计与试制，突破了制约综合电力系统

装舰的“瓶颈”技术，使我国全电化舰船

关键技术向前跨越了20年。

某型舰船特种电力技术，目前只有个

别发达国家掌握。马伟明率课题组集智攻

关，提出了具有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设

计方案。然而，没有人相信他们能搞出

来，原因是我国在这方面技术积累不够。

对此，马伟明横下一条心：“哪怕少活十

年，也要攻下特种电力技术难关！”

经过5年的不懈冲刺，马伟明带领项

目组完成了样机研制和试验的全过程，43

项关键技术全部被攻克，申报国防专利32

项。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７位院士在

对这一重大成果评审时激动不已，认为这

项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其意义不亚于

“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

在科研创新上，个人的本事再
大，顶多是个“单打冠军”，而我
们国家最急需的是“团体冠军”

近20年来，马伟明领衔的舰船电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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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既搞出了30

多项国家和军队顶尖级科研成果，又培养

出80多名电机、电磁兼容、电力、电子技术

学科的专家级人才，平均年龄只有33.5岁。

马伟明不肯在任何单位兼职，却乐意

担任国内多所名牌大学的兼职教授，他的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好的生源，为国

家培养“种子选手”。在马伟明领衔的

科研团队中，有40多名教员、教授，80多

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分别来自清华、北

大、浙大、武大、上海交大、国防科大等

15所名牌高校，在马伟明的指导和培养

下，他们已成为我国10多个技术领域的专

家人才。

为了培养出一流人才，马伟明不惜一

切代价。他规定所里的博士、硕士研究

生，既可以参加老师的课题，也可以自己

提出课题，只要研究需要，要经费给经

费，要设备买设备，要保障给保障。中科

院物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赵治华被马伟明

调来后，从事电磁兼容课题研究。然而，

连续3年，赵治华没完成一个课题、出一

个成果、发表一篇论文。“不要急于看成

果，就看他努力了没有，探索了没有，发

现了没有。”马伟明一直支持赵治华。第

4年，赵治华发表了第一篇论文，立即在

国际上引起轰动，现在他已是我军电磁兼

容研究方向的专家。

马伟明认为，没有尖端人才出不了尖

端成果，没有尖端课题出不了尖端人才。

近20年来，马伟明带领着科研团队总是向

尖端科研冲锋，而他总是放手将年轻人推

到一线担当重任。

王东7年前是马伟明的硕士研究生，

年仅23岁的他就被马伟明推荐为高速发电

机的主设计师。开设计方案评审会时，由

他向专家做主报告。专家们一看上台汇报

的是个满脸稚气的中尉，既吃惊又怀疑，

但设计方案却做得无可挑剔。经过7年的摔

打，王东不仅成为海军工程大学 年轻的副

教授，而且成为国内电机界后起之秀。

为了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近10年

来，马伟明从不在他领衔的科研成果报奖

时署名，全部让给年轻人。不仅如此，每

年都有大量科研成果推广应用，马伟明坚

持将技术无偿转让工业部门，不收技术转

让费，在他看来，在科研创新上，只有国

家利益，没有团队和个人利益。

正因为如此，从2005年开始，马伟明

领衔的科研团队，成为我国电工领域唯

一一个连续6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的“创新群体资格认证”。

马伟明说：“在科研创新方面，个人

的本事再大，顶多是个‘单打冠军’，而

我们国家 急需的是‘团体冠军’。”

“如果我现在不拼命，国家选我
这个最年轻的院士有什么意义？”

2001年，41岁的马伟明当选中国工程

院 年轻的院士。

“我们这代年轻教授赶上了国家科技

创新的好时候，但谁也无法抗拒生命短暂

的自然规律，只要稍为歇口气，别人就会

跑到我们前面去，必须趁我们现在还干得

动，再拼个10年、20年，出一批世界先进

水平的研究成果，培养一批在国内有影响

的学科带头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

伟明在挖掘自己生命潜能的同时，也在向

生命的极限挑战。

2007年5月，马伟明的父亲患癌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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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老家到武汉动手术。一周后，父亲见

儿子每天忙得连跟自己说话的时间都没

有，就直接来到马伟明办公室。忙得不可开

交的马伟明一见父亲：“爸，我下午出差，

有事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再说。”父亲火

了：“我老了，命不值钱。可你还年轻，你

看看自己的脸色比我这个癌症病人还难看，

谁给了你多大好处让你这样玩命？”

马伟明也火了：“谁也没有让我这样

干，我干的是自己喜欢干、愿意干、也必

须干的事！”

20年来，每年都有马伟明的科研成果

鉴定会。每次鉴定会，专家们都为马伟明

的身体担忧。马伟明的博士生导师、清华

大学郑逢时教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

不担心你在学术上超过我，只担心你的身

体还能坚持多久？！”

两年前，马伟明到北京出差，海军机

关领导见他面容憔悴，当即强行留下他，

送他到海军总医院检查。全面体检后，

1.76米的马伟明体重仅51.5公斤，10项生

命健康指标中有7项不合格，有些指标只

有正常值的一半。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机

关每年都安排马伟明疗养，可他一次没去

过，就是住院也是三天两头回去加班或出

差，他长年累月都是边吃药边工作。

马伟明的助手刘德志给他算了一笔时

间账：以每天8个小时工作量计算，他每

年的工作量相当于正常人的1.5倍。按他

目前承担的科研任务，就是再过10年他也

挤不出一个休息日。

马伟明从国外回来，一下飞机就直奔

试验室解决技术难题；在医院打着吊瓶，

听说部队有难题要解决，拔掉针头就走；

每年除夕晚上6时回家，初一10时到试验

室已成为工作习惯；儿子7岁时，父子俩

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唯

一一次给儿子带回的礼物，是出差时飞机

上发的一盒点心。

2009年6月，马伟明腰肌损伤不能站

立，连续4个晚上让人把他抬到试验现场，

躺在椅子上指导课题组成员解决难题。

“如果我们不能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

破，那国家还要我们这些院士有什么用？”

马伟明说，“如果我现在不拼命，国家选我

这个 年轻的院士又有什么意义？！”

（原载新华网 2010年10月09日 作者 

陈万军、曹金平 ）

（上接第105页）将计算能力提高1个数量

级以上，同时，系统的功耗、体积还要与

目前相当。

廖湘科学长作为计算机学院的院长，

这个国防科大第一大院的发展，从学科建

设到科研管理，再到师资队伍建设、学生

管理、带硕士博士，无一不是他殚精竭虑

思考的内容。特别是在应对有关部门的学

科评估中，他们以国防需求为己任的宗旨

与普通大学迥乎不同，评估成绩不能总是

名列前茅，这也让他感到压力不小。

多年来，廖湘科学长一直关注母校和

计算机系的发展，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对于

清华的同学，他 想说的就是，在当今的

商业社会中，功利心不要太重，只要找到

自己热爱的事业，就要执着地去奋斗。我

们清华人就是要凭实力吃饭。中国的机遇越

来越多，我们成功的机会也就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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