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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寒冰：致力人机共融应用的探索者
本报实习记者 龙艳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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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寒冰，1979年出生，工学博士，教授。重庆交通大学机电与车辆学院工程
中心主任，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研究方向为智能电动车辆感知
决策与控制技术、地面移动机器人机共融、车辆动力传动系统及控制技术等。兼
任汽车工业蓝皮书系列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报告编组成员、SAE中国技术
委员会委员、重庆兵工学会车辆工程专委会委员、国家自然基金委函评专家、百
度APOLLO认证名师等。

主持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重庆市科委自然基金项目在内的省部级以上
项目 10余项，企业横向项目 20余项。在《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Imech:Part D-Journal of Automobile Engi-
neering》《机械工程学报》《中国公路学报》《汽车工程》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以
及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50余篇，担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tomo-
tive Engineering》《IEEE/ASME Transaction on Mechatronic》等多家期
刊审稿人，国家授权发明专利5项。

他说：“科研就像一条又长又弯
的小巷，没有门也没有窗，而探索就
像拿着把旧钥匙去敲厚厚的墙。成
功的道路布满荆棘，既然选择了科研
这条道路，哪怕遍体鳞伤，我们也要
奋力前行，苦战方能成功。”他说：

“解决科研过程中一个又一个问题
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他就是重庆
交通大学机电与车辆学院苦心钻研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科技
工作者——隗寒冰。

志存高远 厚积薄发

隗寒冰1999年于武汉理工大学车
辆工程毕业，2006年获得该校硕士学
位。2012年获得了重庆大学车辆工程
专业博士学位。谈及当初选择车辆工
程领域的初心时，隗寒冰告诉记者，在
大学毕业时他幸运地进入一家中法合
资汽车企业，随着对企业和汽车行业的
深入了解，对合资企业的技术开发工作
开始逐渐产生了些许失望。“因为每天
所做的工作就是维护外方传回的技术
资料，根据外方技术标准管控供应商等
等，稍微核心或者有技术难度的工作都
由法国本土工程师完成。”团队也曾多
次建议法方上级由我国本土工程师自
己完成，这样不仅节省人力物力，还能
缩短开发周期，但提议均被否定，理由
是法国技术更加成熟、可靠。对于隗寒
冰来说，他不想再这样寄人篱下，他想
摆脱长久以来“卡脖子”的困境，于是他
决定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望通
过更加深入的学习，用自己的专业能力
在我国车辆工程科研领域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在攻读硕士与博士期间，隗寒冰一
直从事的是底盘动力学、混合动力汽车
动力学与控制等稍显传统的课题研
究。在做博士论文期间，隗寒冰尝试着
将 ITS/GPS提供的前方路况信息用于
混合动力能量管理预测控制，“仿真效
果非常好，但实际很难应用，因为TIS
信号无法对整个路段的工况尤其是围
观交通流进行预测。”隗寒冰回忆道。
为了解决应用难的问题，隗寒冰萌发了
博士毕业后在智能车辆、智能交通方面
进行深入探索的想法。他这样告诉记
者：“常常是最后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就这样，一时的执念，不忘初心的坚持，
隗寒冰进入了智能车辆的研究领域。

智能网联汽车落地急不可待

据隗寒冰介绍，智能网联汽车是指
车联网与智能车的有机联合，是搭载先
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
置，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
与人、车、路、后台等智能信息交换共
享，实现安全、舒适、节能、高效行驶，并
最终可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代汽车。
隗寒冰说到，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
共享化已经成为汽车行业公认的产业
发展趋势和战略方向，其中以“电动化”
为代表是新能源汽车，以“智能化+网联
化”为代表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网联
产业不仅是多行业领域深度融合的新
型产业，同时也是全球创新热点和未来

发展的制高点。
2018年隗寒冰带领重庆交通大学

行远智能车队首次参加了智博会 I-
VISTA自动驾驶挑战赛，参加了其中难
度最大的创新应用挑战赛和城市交通
场景挑战赛两项赛事。隗寒冰的车队
接到参赛邀请后，在只有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内完成了车辆机械结构改造、控制
系统软硬件开发调试和基本校园道路
测试后，立即赶赴赛场参加比赛，最终
以优异成绩顺利跑完全程。

据了解，2020年国家发改委等11
个部委联合发布《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
略》，提出了国家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
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
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建设。隗寒
冰说道：“国家政策的支持给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进一

步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化实现的
工业体系和产业化应用的社会发展环
境。”目前，智能网联汽车正处于L3级
量产落地的关键时期，带来的人才、技
术、法律法规等挑战也非常艰巨。

四面楚歌 迎难而上

据隗寒冰介绍，在所有主持的科研
项目中难度最大的要数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寒带地区Plug-in柴电
混合动力汽车油耗和热端排放综合控
制》。隗寒冰回忆道：“项目最大的难点
是要在三年内完成理论模型建立、控制
策略台架实验以及多篇高水平文章发
表。而当时由于时间和经费问题，均无
法找供应商提供成熟混合动力台架设
备。我们一方面积极筹措经费，另一方
面主动在台架设备设计调试时承担部
分工作，积极发挥在电控系统软硬件方

面的人才智力优势，帮供应商节省了开
发周期和成本。”隗寒冰说，“回忆当时
的困境，真可谓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如
发动机CAN总线协议没有、柴油机后
处理SCR系统总线协议没有、动力耦合
机构设计加工困难、实验室现场条件恶
劣，甚至是试验过程中低温舱进水管渗
水、发动机极低温度运行时防冻液失效
而导致发动机缸体爆裂等各种意向不
到的问题出现。”隗寒冰作为团队负责
人，身上背负着各方面的压力，在实验
室通宵达旦奋战已是常态，但是隗寒冰
一直没有放弃，最终经过隗寒冰及其团
队一路披荆斩棘，问题一一得到了解
决，也顺利完成了该项目。

目前，隗寒冰及其团队的最新研究
成果是建立了新的考虑人体神经肌肉
动力学特征NMS的 L3级自动驾驶汽

车人机共驾动力学模型和鲁棒自适应
控制权决策分配策略，发现了ISP、TB-
LA、PMA-S、TB-L和RF肌肉群在人机
共驾过程中的激活程度相对较高。目
前隗寒冰及其团队已经完成了L3级自
动驾驶感知决策与控制层的算法，进行
了累计接近3000 公里的自动驾驶实
验，正在探索人机自适应分配控制权即
人机共融式自动驾驶的实车应用性能
提升，此外也正在开展将单车车载高精
度地图生成向众包式高精度地图生成
方法的基础研究工作。

智能网联实验室
打造高素质教师团队

隗寒冰向记者介绍到，重庆交通大
学自动驾驶实验室成立于 2014 年，
2020年7月与深兰科技成立联合实验
室，正式更名为重庆交通大学-深兰科

技自动驾驶与车路协同联合实验室。
双方共同组建科研团队，在智慧出行、
5G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自动驾驶、智
能车辆改装、机器视觉等前沿技术研究
等领域开展全面科技合作，并进行交
叉人才培养，共同探索并解决创新难
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以联合实验
室为依托，深兰科技还将开展AI创新
人才培养和合作的“双向”计划，包括：
深兰科技“走出去”及将学校的尖端人
才“请进来”。“走出去”是通过选派行
业专家、中高层管理者，在校方担任兼
职教授、兼职教师，将人工智能行业最
新的发展趋势和实战的“真知灼见”带
进课堂，“请进来”则是深兰科技支持
校方教师挂职锻炼或到企业顶岗实
践，以共同打造满足校方办学需求的高
素质教师队伍。

隗寒冰认为，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协会的成立也为打造高素质、多融
合的科研人员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提供
了与其他科技人才交流的机会，也建立
了行业内良好的人脉关系，每位科技工
作者都应该珍惜协会提供的这一交流
平台，为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建设贡献
出智慧和力量。与此同时，当下科技领
域高速发展，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也在
逐年递增，在这样的环境下，青年科研
人员成为了未来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的
生命力，这也要求青年科研人员要有积
极的科研心态以及踏实严谨的工作态
度。隗寒冰用四句话总结了青年科研
人员在各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他说：

“在生命力开始时积极投身科研领域，
在生命力发展时不过分在意一时的失
败，在生命力巅峰时应记住当下最旺盛
的状态，在生命力成熟时也要从历史中
汲取精神力量。”

◀隗 寒 冰（右
三）正在向专家介绍
新能源汽车结构和
工作原理。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