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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刚：用智能新能源技术赋能汽车未来
本报记者 魏星

人物介绍

刘永刚，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密歇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重庆大学科
研后备拔尖人才，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动力传动与控制研究
所副所长、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骨干研究人员、重庆青年科技领
军人才协会会员，IEEE PES电动汽车分委会常务理事，IEEE高级会员，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高级会员。

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优化与控制的研究。主持/主研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30余
项。在IEEE/ASME T-MECH、IEEE ITS、IEEE TVT、MSSP、机械工
程学报、汽车工程等发表科研论文80余篇，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SCI论文
60余篇。主编新能源汽车领域专著1部，已获权国家发明专利20项，其中
科技成果转让1项。先后担任国内外新能源汽车领域学术会议主席、联合
主席以及大会主旨/特邀报告嘉宾等20余次，多次获最佳论文奖、优秀论文
奖等。曾获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省部级自然科学奖1项和中国
汽车工业科技进步奖1项。

“如今的汽车配备许多智能化辅
助设备，可以感应周围环境、可以自
动刹车、自动跟车等。你有没有设想
过，未来的车辆可能会变成能源供
应商和消费者，车辆如同手机一样可
以进行消费，也可以实现车辆与公众
网络的动态移动通信。通过车与车、
车与人、车与路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共
享……”近日，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
家重点实验室动力传动与控制研究
所副所长，重庆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永刚向记者
提出了他对未来智能化新能源汽车
的设想。

忆求学之路
书山有路勤为径

刘永刚是重庆市垫江县人，在读高
中之前，从未离开过垫江。即将面临升
学考试的初三时期，学习任务繁重，他
每天起早贪黑，时光在昏黄的灯光中摇
曳着身姿。就在那一年，他顺利考进了
涪陵实验中学“火箭班”。

填报高考志愿时，虽然他的分数远
超重庆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当年的录取
分数线，但凭着对汽车的喜爱，他毅然
决然报考了该专业。这一年他成了村
里唯一的大学生。

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
涯苦作舟。所谓的“天赋异禀”，不过是
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专注。

2004年，刘永刚结束了四年的本
科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重庆大
学攻读硕士学位。谈到这里，刘永刚向
记者谈起他最为敬佩的硕士生导师。
读硕期间，他师从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治学严谨、深耕科研的秦大同教授。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才能得到
了秦老师的认可。”刘永刚回忆道。

2006年，刘永刚在导师的鼓励下
前往芬兰拉普拉塔理工大学开展学术
交流。同年下半年，刘永刚顺利申请到
硕博连读，继而在导师的推荐下前往美
国密歇根大学开启了两年的博士生
涯。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博期间，他承
担了福特汽车公司的双离合器自动变
速器设计与综合控制相关的研发工作，
取得了较好成果，这也为后来顺利进入
重庆大学任教打下了良好基础。

寻教学良方
“开心地来，满意地离开”

世界是个圆，从心出发，亦重新出
发。刘永刚深爱着重庆这片故土，从美
国密歇根大学博士毕业回国后，他毅然
选择留在重庆大学工作。时隔两年，他
迎来了身份的转变，成为了重庆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教师队伍的一员。

2010年，刘永刚开启了他的教育
生涯。

回忆的阀门一旦开启，记忆的洪
流便倾泻而出。回忆起第一次上讲
台，他不禁笑出了声：“当时为了上好
人生中的第一堂课，我花了大量的时
间去拟制框架、丰富内容，非常充分地
准备了两堂课的内容，但你知道吗，我
一节课上了两节课的内容！当时真的
有些尴尬。”

第一次当硕士生导师，如何指导学

生开展课题、如何去评价学生课题完成
效果、如何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也令初为人师的他投入了大量
精力。

时光不负有心人，在之后的教学
中，他慢慢地总结出一套教学良方。
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仅能够了解
到当下新能源汽车技术与产业情况，
还能够了解到相关领域发展前沿动
态，他会将最生动的案例整理归纳呈
现给学生。

“课堂氛围轻轻松松，但做事情
可不能马虎。”刘永刚说。他做事情
有三个法则：一是尝试，二是总结，三
是调节。

他告诫自己的每一位学生“我希
望你开开心心地来，满满意意地离
开”。事实上，他带出来的学生的确是
满载而归。他曾指导学生荣获 2020
全国高校新能源汽车大数据创新创业
大赛奖、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金奖等。他带领的研究生拿到
学业奖学金的比例更是接近百分之
百。因此，他也多次获重庆大学“最受
学生欢迎的老师”和“重庆大学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

攀科研高峰
攻坚克难坚持突破创新

硕士在读阶段，刘永刚主要研究方

向是混合动力传动及其综合控制。博
士在读期间，他参与到导师团队承担的
国家863计划项目中，继而从新能源动
力传动系统切换到双离合器自动变速
器（DCT）的研究。

博士毕业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
将传统的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和新
能源动力系统相结合，考虑DCT变速
器及其液压执行机构、发动机和电机
等关键部件动态特性，他提出了搭载
DCT的混合动力系统电机扭矩自适应
补偿与模式切换动态控制方法，与实
验测试结果的误差在3%以内。之后
他又提出了搭载 DCT 的混合动力系
统模式切换与换挡协调控制方法，节

省了模式切换与换挡时间，攻克了模
式切换与换挡冲突的技术难题，充分
发挥了 DCT 的混合动力系统的结构
优势，有效提升了搭载DCT的混合动
力系统的性能。

如今，相关成果在长安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上得到了应用，同时获2020
年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汽车双离
合器自动变速器及其混合动力系统关
键技术及产业化》。

除了对新能源汽车部件层面的探
索，刘永刚将目光瞄准在新能源整车层
面的能量管理上。

传统的能量管理技术使得同一辆
车在不同路况下行驶时消耗的能耗产
生差异，基于环境行驶动态优化能量管

理，刘永刚带领团队设计了新能源汽车
整车控制器及能量管理优化算法，建立
了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全局最优实时能
量管理策略的高效优化方法，实现了电
动汽车经济性与环境适应性的显著提
升。该项研究成果为长安汽车、奇瑞汽
车等产品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较原来控制器能耗经济性提升8%，缩
短了整车控制算法开发时间。同时，该
项研究成果还应用于长安逸动、奇瑞艾
瑞泽7e等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中，其
中，奇瑞艾瑞泽荣获“中国心”新能源汽
车动力系统奖。

近年来，人工智能、芯片技术、传

感技术、大数据以及移动互联的快速
发展给汽车行业带来了巨大变革，正
加快推动汽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通过现代通信技术
实现与其他车辆、道路和行人等之间
进行数据交互，结合汽车自身环境感
知系统，对行驶环境进行识别，并加以
智能决策和协同控制，实现汽车自动
驾驶与网联服务，提高汽车安全性、舒
适性和高效性。

接下来，刘永刚将带领团队重点开
展面向多维复杂交通环境的节能驾驶
控制研究，解决多车集群协同优化难
题，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与新能源汽车技
术的深度融合，促进绿色出行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刘永刚正在
阅读研究资料。

◀刘永刚（中）
在世界电动车大会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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