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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吴郁龙，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学士、

硕士，攻读博士期间赴美留学，获得美国

纽约城市大学流体和工程传热学博士、计

算机硕士。先后在多家美国企业从事技术

创新管理和企业运营管理工作，具有丰富

的国际经验。2003年受邀回国参与高温气

冷堆产业化工作，现任中核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高温气冷堆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总体组副组长。2006年获得中国政府友

谊奖，2010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特聘

专家。

吴郁龙的手机里存着高温气冷核电站

示范工程的现场施工照片，说到兴起，他

拿起手机调出照片，指着屏幕不无骄傲地

说：“你看到的只是地上的最新实况，地

下还有18米。2017年能建成，这可是世界

首堆。”

高温气冷堆是由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

具有第四代技术特征的先进核能技术，它

具有固有安全性，它的设计方案保证在任

何事故下，不借助能动安全系统，燃料元

件温度不超过设计限制，不会发生堆芯

熔化和放射性大量释放的严重后果。2006

年，高温气冷堆被确定为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核能源）是该重大专项的牵头实施单位之

一和工程实施主体，是高温气冷堆示范工

程的核岛及其辅助设施的设计、采购、建

造总承包商。

这是中核能源成立11年来第一个开工

建设的核电项目。示范工程一旦建成，中

国将成为世界上首个建成高温气冷堆商业

示范电站的国家。

而它对中核能源总经理吴郁龙有着同

样重大的意义。

“他有两个重要的情结，一个是对中

国的情结，另一个是对清华的情结。”熟

悉吴郁龙的人这样说。而高温气冷堆产业

化的事业，恰好承载着吴郁龙的这两种情

结。

“既然有可能做成，为什么不试？”11

年前，吴郁龙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回国，

担负起推进高温气冷堆自主创新和产业化

推广的重任，“能把中国的高温气冷堆技

术做成功并且推广到全世界，就对得起国

家，对得起清华。”

应召回国
“想那么多干嘛，我不纠结”

吴郁龙于1979年考入清华大学开始攻

读热能工程专业，这一读就是十年，一口

气从本科读到了博士。尽管最开始选择专

业时还是年少懵懂，只是觉得“工程有

用”、“国家需要”，但读着读着，也品

出了其中趣味，觉得“还是挺带劲的”，

就干脆顺着这条路坚持走了下去。

吴郁龙：在时代的赛道里加速
○张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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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国家经委燃动局工作的朱镕

基曾到清华大学演讲。吴郁龙记得，朱

镕基在讲话时强调了能源的重要性。80年

代，煤炭和电力供应短缺是我国许多地区

经济发展的瓶颈，而热能工程专业能够帮

助解决实际问题。

在清华园里钻研了十年，吴郁龙身上

也打上了清华人的深深烙印。回忆起当

年，他仍感慨清华那近乎疯狂的学习氛

围，“放假了也不回家，在学校读书，做

实验。读完本科觉得还要读硕士，读完硕

士又觉得还得读个博士吧，就这样一晃十

年就过去了”。

求学之路依然没有停止。在清华攻读

博士期间，吴郁龙选择了赴美国留学深

造。凭着在清华求学时的那股拼劲，他顺

利拿到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流体和工程传

热专业的博士，还攻读了计算机硕士学

位，“专业成绩都是A”。

此后，吴郁龙开始了在美国长达十余

年的职业经历，他先后担任美国麦迪射流

技术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和项目经理，美

国通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和执行

副总裁，美国全通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并任国际经理人协会副理事长，积

累了丰富的国际经验。

2003年，清华大学与中国核工业建设

集团公司合作组建了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推进先进核能技术产业化工作，

吴郁龙受邀回国担任这个新公司的总经

理。

中国的高温气冷堆基础研究开始于上

世纪70年代。到2003年，清华大学建成了

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我国在这一领域

取得了国际领先水平。而中核能源的使命

之一，就是要推动这一先进核能技术实现

产业化。

“放弃在美国的事业选择回国，没有

纠结吗？”

“想那么多干嘛，我不纠结。中国的

机会很多，经济走势一直上扬，而且能源

需求很大，国家需要发展核能。更重要的

是，你去评估这个事情，它是有很大可

能会做成功的，这是大有希望和前途的事

情，为什么不试试呢？”

项目延期
“核能肯定还要发展”

在普通人眼里，核能似乎总跟“危

险”和“神秘”挂钩。但在热能专业出身

的吴郁龙看来，核能并不是难以驾驭的猛

虎。

“核能是什么？最简单的原理就是

铀-235等重元素在中子轰击下释放出大

量热量，你把这个热量有效控制住了，就

好像给汽车安上了刹车，不就能平稳运行

了？”历史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美国

三哩岛核事故、日本福岛核事故都给人类

的核能利用蒙上一层阴影，但吴郁龙也有

他自己的理解：“这些事故的直接原因多

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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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违反操作规程，但设计上也有可改进的

地方，这也恰恰从另外一个方面提供了一

个有说服力的证据：核能发电是可以控制

在安全范围之内的。”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高温气冷堆示范工

程，也同样受到了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

响。

2011年3月1日，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

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3月11日，日

本就发生了福岛事故。3月16日，国务院

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暂停国内核电项目审

批，并对所有在建和运行中的核电站进行

安全大检查。面对当时行业内外关于核电

还能不能发展的广泛质疑和担忧，吴郁龙

却并不担心，他向中核能源的员工及时传

递了信心：“当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长

远来看核电肯定还要发展。”这种笃定和

信心，来自他对核能行业长时间的观察与

分析。

即便是在示范工程开工延期的情况

下，中核能源的工程项目团队也没有懈

怠，他们保持着随时待命的备战状态。

2012年12月9日工程开工时，中核能源的

员工曾这样形容他们的心情：“虽然是北

风凛冽、雪花纷飞，我们已是冻得手脚冰

凉，脸蛋通红，但我们心里却是暖烘烘

的，因为我们终于等到了开工这一天。多

少年以后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是我们亲眼

见证了世界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

电站的诞生！”

顺利推进
“他的作用无可取代”

中核能源成立时，公司核心团队只有

7个人，发展可依托的资源有限，可以说

是“百业待兴”。而吴郁龙就是在这样一

张“白纸”上开始绘制公司的未来发展图

景的。

“他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中核能

源员工这样评价吴郁龙。经过这11年的发

展，公司从最初的注册资本1个亿到现在

身价翻了几十倍，公司的管理水平、人才

队伍、工程总承包能力都已经提高到了新

的水平。

“这就好像做衣服。要是之前已经有

人做过，你照葫芦画瓢就行；但是现在你

得自己动手做一件出来，没有经验和先例

可循，这就难了。”吴郁龙发挥自己融合

东西方两种文化和多年资源与经验积累的

优势，推动高温气冷堆产业化工作不断创

新。

清华大学与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中

国华能集团、中国广核集团等多方合作，

建立起了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在这一

体系中，吴郁龙积极推动中核能源发挥企

业主体作用，促进了产学研各方的融合与

紧密协作。

“清华的理念好、技术先进，但与市

场对接却并不是长项。企业的主体作用就

在于能够为清华的技术与市场的需求之间

搭建起一座有效的桥梁，并且把实验室里

的技术转化成为客户需要的产品。”这也

正是产学研结合体制的优势。与建设高温

气冷堆示范工程一样，高温气冷堆产业化

的体制创新同样没有什么先例可循。吴郁

龙与他的合作团队共同理顺了这一机制，

将企业和高校科研团队拧成了一股绳。

吴郁龙还专注于推动高温气冷堆技术

的工程转化研究。从公司成立到示范工程

开工建设的近十年时间里，中核能源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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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项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

先后承担了十余项重大专项科研课题，并

且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比如，他们自

主开发的高温气冷堆三维协同设计平台，

已经成为用信息化手段支撑核电站综合布

置等设计工作的重要工具；他们完成了高

温气冷堆典型系统的模块化设计方案，

“简单来说，我们能像搭积木一样拼接式

组建核电站，这种模块化设计和建造的方

法，能够大幅缩短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的建

造周期，同时降低建设成本。”

吴郁龙回国后多年的努力现在都凝结

在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上。“全世界都

在看。”吴郁龙看着手机上的照片露出了

笑容，“这项先进核能技术在我国率先实

现产业化，我们在该领域就能够继续保持

世界领先水平。下一步我们还将把高温气

冷堆推向国际市场。以后用它来发电、炼

油甚至制氢，前途无量。”

(转自光明网，2016年6月30日 )

2016年9月中秋节，天宫二号空间站

实验室发射圆满成功。在电视直播中，我

们看到了一个并不算熟悉的清华人的面

孔——航天科技集团空间实验室系统总指

挥王翔。中秋佳节之际，这位航天筑梦人

和他的同事们一起，让中国人的目光一同

仰望星空。本文是清华映像对王翔校友的

采访，让我们随着记者走近这位清华航天

人。

结束对王翔的采访时天已完全黑了下

来，他开车将我们送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的大门。路上他提起了昆虫学家法布尔

的《蝉》：“曾经有一位前辈对我说，我

们的工作就像蝉一样，几年辛苦的工作，

然后换来举世瞩目的一个月。我现在越来

越能深刻地领会这段话的意思了。”

留着利落的寸头的王翔看上去很年

轻，实际年龄也不过40出头，但在他的同

事——中国载人航天的研发团队之中，他

已经算是一位“老航天人”了，现在担任

中国空间站系统总指挥，被同事们亲切地

称为“翔总”。1991年，他考入清华大学

工程力学系，1996年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

博士学位，并于2001年1月赴德国马普金

属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03年5月

回国。恰好在他回国的这一年10月，中国

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王翔说：

王翔：航天给了我做工程师的自豪感
○张　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