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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涛：时刻心系祖国的航空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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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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涛，教授，博士，重庆交通大学航空学院副院长，重庆交通大学绿色航空技术
研究院动力所副所长，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重庆市高校优秀人才，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学者，机械（航空工程）专业学位点学科带头人，
“智能飞行器技术”和“车辆系统耦合动力学与协同控制”科研团队负责人，中国兵
工学会理事、重庆市航空学会理事、重庆市科技青年联合会会员、重庆海智青委会
委员、校青年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校第四届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校首届
“青年拔尖人才”。

主要从事机电复合传动、新能源动力系统、智能飞行器等领域教育教学和学术
研究。近5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重点项
目、重庆市高校优秀人才计划项目、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
10余项；主持重庆市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重点项目、重庆市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近10项；
获得2018年度重庆产学研创新成果奖一等奖、第一届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会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2015—2017年度交
通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重庆交通大学第五届校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以第一
作者/通讯作者发表SCI/EI检索学术论文30余篇，以第一发明人授权24项中国发
明专利；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1部。

在重庆交通大学航空学院
有这样一位备受学生喜爱的老
师，在同学们眼里，他耐心、负
责、和蔼、低调。他常常说：“同
学们愿意与我沟通交流，我也
乐于跟他们分享我对事情的态
度与看法，让他们遇事能够有
所借鉴，而且每一位同学都是
独一无二的，去了解他们，根据
他们的特点加以引导，让他们
找到自己真心喜欢的方向，这
只是我作为一名普通教师的责
任。”他就是重庆交通大学航空
学院副院长——邓涛。

2007年和2010年，邓涛先后获得重庆
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机械工程专
业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本硕博学习期间，
一直从事机械工程领域的研究。2011年 1
月，邓涛进入重庆交通大学机电与汽车工
程学院，从事机械、车辆、航空领域的教学
与科研工作。从大学接触这个领域至今，
邓涛已经坚守了足足21年，用邓涛的话来
说，“21年的坚持，早已成为了习惯，并为之
乐此不疲。”

科研本身是一个很单调、很枯燥的漫
长过程，必须有持续钻研的原动力，科研之
路才会走得更加长远，而对于邓涛来说，好
奇心和兴趣、使命感与责任感一直是他坚
持在这个领域研究的内在动力。从小对机
械工程、航空技术感兴趣的他，在大学期间
填报了机械工程专业。通过对专业知识深
入的学习，邓涛发现航空科技是增强国家
安全和引领高端技术发展的战略科技力
量，也是一个国家科技先进的一个重要标

志，作为一名航空科研新兵，他深刻感受到了自己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伴随着国内新能源动力系统的发展，邓涛逐
渐将科研方向聚焦在绿色航空能源动力系统研制
工作上，致力解决其中“卡脖子”的技术问题，这对
邓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即将面对的挑战不
言而喻，但邓涛说：“我只希望自己能够脚踏实地，
潜心钻研，加强原始创新探索研究，为国家绿色航
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目前，邓涛团队课题研究领域是绿色航空能
源动力和机电复合传动系统，具体研究方向包括
油电混合与新能源动力系统设计与控制、电动飞
机飞行与动力系统智能综合控制、机电耦合系统
创新设计、动力电池热安全管控、高功重比通航发
动机等，目标是力争自主研制纯电动/油电混合动
力飞行器、氢燃料电池飞行器、高功重比轻型共轴
航空活塞发动机等，掌握相关核心技术，形成通用
航空器和无人机动力系统的自主创新能力，强有
力助推国防和民用通航及无人机产业发展。

邓涛不仅是一位航空领域的科研
工作者，还是一名传授知识的大学教

授。“勇敢尝试，放手去做”是邓涛常常对学生
说的话，因为只有大胆尝试过后，才能明晰当
下的方向是否正确，从而另辟蹊径，寻找更
适合的路。邓涛回忆道，曾经有一位学生
研究一个有一定难度的课题，将近半年仍
没有进展，邓涛鼓励他，希望他能够多翻阅
文献，扩展自己的研究思路，继续钻研也许
会有较好的结果。一段时间后，邓涛发现
他变得很焦虑，在跟他聊了许久，充分了解
了他的想法之后，邓涛不再鼓励他在这个
方向埋头苦干，而是根据其兴趣爱好为他重
新规划了研究方向，随即他很快找到了状
态。对邓涛而言，与学生相处的这件事情虽
小，却感触较深。

邓涛告诉记者：“学生的想法常常会被
我们忽视，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
给他们，所以在和学生沟通时如果能够更
深入了解他们的想法，再去给出建议，这样
或许可以更好地帮助到学生。”师者，传道
授业解惑也。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
是与学生成为朋友。因为每个学生都是不
一样的，在遇到问题时学生出现的各种表
现，有的会很焦虑，有的会自我尝试，有的
会主动寻求帮助，不管哪一种，邓涛认为
这都是正常反应，作为导师都应该耐心倾
听，去给予意见和帮助，慢慢引导学生真
正找到他们最擅长、最感兴趣的方向。正
是因为独特的教学方式，邓涛受到学生们
的喜爱，也因此获得学校“十佳教
师”称号。

在重庆交通大学双福校区，沿着湖边一路向
里走去，可以看到几栋崭新的大楼屹立在李子湖
畔旁，那便是航空学院和航空工程实验中心。据
邓涛介绍，重庆交通大学航空学院于2017年经重
庆市教育委员会批准设立，2018年3月航空学院
正式挂牌，2018年12月获批重庆普通本科高校首
批新型二级学院。学院现有本、硕、博各层次学生
500余人，教学及科研场地6500平方米。虽然成
立至今才短短三年时间，但学院坚持“特色化、差
异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创新“多元融合、绿色
航空、成果转化”机制体制，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努力打造航空高端人
才集聚基地、航空人才培养基地、航空科技协同创
新基地，为培养国家航空科研人才提供机会与科
研环境。

邓涛还提到，航空学院的一个特色是依托了
多个科研平台，如重庆交通大学绿色航空技术研
究院及院士工作站、绿色航空能源动力重庆市重
点实验室、航空活塞发动机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共
建）、绿色航空能源动力产学研联盟等，立足航空

宇航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发挥本校交通运输工程、机械
工程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优势，围绕通用航空、直升机、无
人机等领域，开展绿色航空工程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重
点聚焦绿色航空能源动力系统、绿色航空飞行器技术、绿
色航空材料与智能制造等重大科技难题，力争在原始性、
颠覆性创新技术上取得实质突破与产业化应用。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的成立，为年轻的科
技工作者提供了科研发展的平台，学科交叉也为不同领
域的科研人员带来了更多灵感碰撞与交流的机会。邓涛
表示，协会成立应致力于打造人才交流、联谊、服务平台，
大力支持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创业创造，多多开展组
织学术交流，协会成员应积极举荐优秀科技人才，共同推
动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的成长与发展。作为青年科技工作
者中的一员，邓
涛认为，科研人
员应时刻保持
胸怀祖国、攻坚
克难、潜心钻
研、勇于超越的
科研心态，努力
为祖国科技领
域的繁荣昌盛
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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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邓涛正在给研究生讲解传动系统。

本版人物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邓涛在会议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