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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冰积雪是自然现象，但如果
电力线路、太阳能等设备，这些身
处野外的“大家伙”被冰雪“缠身”，
那就是严重的灾害，导致这一灾害
出现的因素有很多，研究难度大，
在这条研究路上，善于发现培养青
年科技人才，敢于放手、支持其在
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甘做致
力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
尤其重要，蒋兴良就是这样的人。

“顶嘴”学生成千里马

1985年，蒋兴良考上了重庆大
学高电压工程技术专业硕士研究
生，在顾乐观教授门下学习，那年，
顾乐观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绝缘
子覆冰闪络特性”项目，蒋兴良从此
开启用冰雪书写人生的历程。攻读
研究生期间，蒋兴良参加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孙才新团队的研究工作。

“我是唯一一个敢和孙才新老
师‘顶嘴’的学生。”在蒋兴良跟随
孙才新老师的20多年里，师生二
人“吵了几十次架”。每次“吵架”
几乎都是为某种实验方法争得面
红耳赤。“吵架”结束后，两人又一
起总结实验中的得失。

现在，蒋兴良家里还收藏着一
张十几年前的小纸条，那是孙才新

院士写给他的。“在我博士论文审
阅时，孙老师非常愤怒，把论文扔
给我骂道，‘你写的什么东西。’我
原以为和导师关系好，能混过去。”
蒋兴良回忆，痛斥之后，老师又悄
悄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博士论
文人生只有一次，你老了，会回忆
起它；很多机会人生也只有一次，
你错过了，会对不起自己。”

“发飙”教授其实是伯乐

如今，蒋兴良已是在高电压与
电工新技术领域享有较高国际知

名度的专家。正如孙才新对他那
样，在治学上，他也严格要求学生，
是个一丝不苟的学术犟人。

罗立云是蒋教授的研究生，现
在江西电力公司上班。他回忆自己
的硕士毕业论文改了8遍。“标点符
号马虎，蒋老师都让打回重改。”

在罗立云印象中，导师和蔼可
亲。不过，在学术上有同学马虎，
老师就会立马翻脸发飙。“记得读
研那会儿，师兄去交论文，刚开始
老师还笑呵呵的，看着看着脸色大
变，最后把论文甩出窗户，边甩边
骂‘写的些啥东西’。”罗立云说。

教书打造最强科研团队

蒋兴良高度重视团队队伍培
养，所有的研究人员已具有出国留
学或进修经历，高学历、高职称是
研究团队固定研究人员的特点。

蒋兴良长期工作在科研和教
学第一线，一直坚持“身体力行，言
传身教”的育人原则，以严谨、科
学、扎实、认真的科研精神，艰苦奋
斗的创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营造了
团结奋进的学风。

在蒋兴良的带领下，已形成
了学科结构合理、中青结合的科
研团队。蒋兴良每次研究都亲临
试验现场，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并
利用试验中遇到的问题，启发教
师和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教
师和研究生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近十年来，蒋兴良为本学科
培养了青年骨干教师4人，在不到
10年的时间里，将3位本科毕业的
青年教师培养成具有博士学位的
教授，培养的青年教师已成为该
领域的学术骨干，可独立承担和
完成国家、省部级的科研项目，独
立承担教学任务，3位青年教师均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的立项支助。

半生桃李满天下 甘为人梯育人才
本报记者 沈静

献身科技 展望未来
本报实习记者 郑慕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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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得益于云计算和大数
据的发展，人工智能赢得了很好的
发展机会：云计算为人工智能提供
了强大的计算平台，大数据为人工
智能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人
工智能从过去的试验和科幻，变为
如今的产业与现实。

200多年前就有数据
挖掘

王国胤教授介绍，1763年英国
数学家贝叶斯提出贝叶斯理论，将
当前概率与先验概率联系起来，帮
助人们理解基于概率估计的复杂
现况。该理论至今仍是数据挖掘
和概率论的基础。此后，数学家勒
让德和高斯提出的回归分析成为
数据挖掘的重要工具之一。随着
科技发展，计算机时代的到来，让
挖掘海量数据成为可能。而云时
代的到来，导致大数据应运而生。

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经历了数
据分析—数据挖掘—海量数据挖掘
—大数据挖掘的过程。大数据并不
是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研究对象。

为了实现大数据的价值，需要
对大数据进行智能分析与决策研
究，需要实现从数据到信息、到知

识、再到智能和决策的研究，其中
包括一系列技术问题。

围绕这一系列问题，王国胤教
授的研究团队开展了大数据智能
计算研究，分析、发现大数据中的
知识，实现大数据的价值。

人工智能助力行业发展

王国胤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实
现了人工智能在多个关键行业领域

应用的落地。在医疗健康领域，与
国家卫生健康委合作，建立了心音
库，现阶段心音库有上万条数据，为
智能健康预防等研究提供了基础。

在金融安全领域，王国胤教授
参与的研究，通过集成人脸识别、活
体检测等多种生物特征识别方案，
用于金融行业业务办理时进行身份
验证，并进行统一记录与管理。目
前该项技术已运用到多家银行。

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王国胤教

授带领团队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科
研任务，通过“碎片化”数据信息与海
量网络信息的关联与融合分析，实现
了网络空间中动态信息的智能发现、
获取与分析；实现了网络空间人事物
的精准定位与动态描述，解决网络空
间中信息传播的追踪溯源问题。

打开人工智能的“黑
匣子”

在王国胤教授看来，计算机的
数据处理能力虽强，但与人类的认
知仍然有差距。发展新一代人工
智能的一个核心基础科学问题是：
搞清楚认知与计算的关系，实现符
合人类认知的计算模型。

融合人类认知原理与计算机信息
处理空间变换过程的多粒度大数据智
能计算，是对传统人工智能研究的挑
战，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方向。

王国胤教授二十多年前来到
重庆，一直在人工智能领域潜心钻
研，他希望进一步激发团队的创新
意识，打开人工智能的“黑匣子”，
让科研成果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社会向智能化方向前行，为实
现社会迈入智能化而共同努力。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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