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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静：齿轮传递动力 让中国制造“动力十足”
本报见习记者 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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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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静，重庆大学机械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
会会员，全国减速机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中通协减变速机分会专家委主任。重
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首批重庆市英才创新领军人才。

研究领域：传动机械学、机电系统动力学。实现了大功率行星齿轮传动系统
动力学建模与动态优化设计基础理论与方法的技术突破；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界
面微动/滑动疲劳失效新模式，破解了困扰行业多年的变载荷下重载行星齿轮传
动早期疲劳失效的技术难题；成功研制出6~8个双联结构复合行星齿轮技术方
案，功率密度由80Nm/kg提升至170Nm/kg；发明了多种创新传动构型，应用于
航空产品重大型号中。

研究成果获山西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排1）、中国机械工业奖科技进步一等
奖（排1），中国产学研合作与创新成果奖一等奖（排1）。近五年，以第一作者或通
信作者发表学术论文64篇，SCI收录29篇，中科院一区/二区12篇；专著2部，
制/修定国家/行业标准8项，获权/公开发明专利24件（GF专利3件）。

“成为重庆首批英才计划领军人
才，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个压力，希
望尽自己所能，可以为国家的科技进步
与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重
庆大学魏静教授在采访中表示，希望平
生所学能为国所用，也希望自己的多年
经验与技术得以传承，让更多年轻人为
中国制造添砖加瓦。

用好科技之刃
突破技术壁垒

2014年底，魏静因家庭原因从大
连理工大学调回重庆大学任教。至今
在重庆大学任教已经近7个年头了，紧
密合作的研究团队教师有10余人，研
究领域涉及高端装备动力传动系统设
计、性能控制以及智能测试、运维等方
向。当谈及假期是如何度过时，魏静表
示，教学和科研都是本职工作，为了兼
顾两者，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花在教研室
和实验室，假期和周末也大多是在办公
室和出差中度过。显然，“5+2”“白+黑”
的生活模式已是常态。

“那你所研究的方向主要应用在哪
些领域？”“航空航天、新能源、轨道交通
等领域都有所涉及。”魏静答道。

动力传动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直升
机、风力发电机等高端装备的关键核心
基础部件，直接决定了装备的运行服役
寿命、安全性和可靠性，具有十分重要
的战略地位，被认为是国家工业的象
征，是国家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和行业发展的制高点。

目前，我国在量大面广的中低端通
用类齿轮传动产品方面已基本实现国
产化，且产能相对过剩，但高端产品制
造能力仍相对不足。尽管高端齿轮传
动产品规模不断扩大，但在研究的广
度、深度等诸多方面与国外知名品牌存
在差距，仍需大量依赖进口。魏静表
示，这一系列差距严重制约了我国高端
装备技术研制的自主性、安全性以及可
控性，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及重大
装备发展的技术瓶颈。

以直升机、航空发动机、大型船舰
等为代表的高端与重大GF装备核心基
础件——高速重载传动系统在振动噪
声、寿命与可靠性等方面与国外同类型
产品相比差距较大。目前，魏静团队正
承担着国家重点研究计划项目以及中
国航发集团委托的两个重大产品型号
中传动系统的设计与系统的减振、降低
动应力/延寿的科研任务。他希望此次
任务能够有所突破，这也是“中国制造
2025”重点之一。

坚持创新之魂
打造行业护城河

行星齿轮传动系统作为大型矿用
挖掘机、大型风力发电机等高端装备传
递动力的关键核心基础部件，与一般传
动系统相比，重载冲击等恶劣工况对其
使用性能和寿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魏静表示，“由于缺乏相匹配的动态设
计理论，热处理工艺水平和批量化装配
装备落后，产品可靠性难以保证、事故
频发，国产品牌信誉严重受损，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数十亿元、间接经济损失上
千亿元。”在国家863计划、国际科技合
作计划及企业委托开发等项目支持下，
针对动力学设计中“算不准、算不快”的
国际性行业技术难题，团队提出了适用
于重载行星齿轮传动多柔体系统节点
有限元法与超单元缩聚技术相结合的
动力学建模方法，构建了基于代理模型
的振动优化设计技术体系，实现了大功
率行星齿轮传动系统动态设计基础理
论与方法的重大技术突破。该项技术
也获得了中国船级社的认证证书。

2015年开始，整个风电行业出现了
大量的行星齿轮疲劳失效案例，导致多
家增速器制造企业破产与重组，整个风
电行业危机四伏。对此，团队系统研究
了重载行星齿轮传动系统行星齿轮与
轴承非光滑界面疲劳失效行为机制，发
现了一种全新的界面微动/滑动疲劳失
效新模式，揭示了变载荷下行星齿轮传
动系统微动/滑动疲劳断裂微观失效机
理；提出了针对行星齿轮系统疲劳损伤
抑制的创新设计方法，该项研究成果成
功破解了困扰行业多年的变载荷下重
载行星齿轮传动系统早期疲劳失效的
重大技术难题，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

针对复合行星轮系一般只设计3~
4个行星轮的结构技术问题，魏静团队
成功研制出6~8个双联结构行星轮技
术方案，实现高度集成空间紧凑和高功
率密度，功率密度由80Nm/kg提升至
170Nm/kg，目前正在向200Nm/kg的目
标努力。经国内多名院士与知名专家

组成的鉴定小组会议鉴定：技术总体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热处理变形控制
指标、效率与功率密度指标均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这些研究成果在太原重工、
国电、南高齿、重齿、杭齿、华建天恒等
国内专业齿轮企业生产的大型矿用挖
掘机齿轮箱、风电齿轮箱中得到应用，
推广到海洋平台以及硬岩掘进机
（TBM）重大装备产品的行星齿轮传动
装置中。

在航空动力传动领域，魏静教授团
队发明的双电机冗余驱动传动机构专

利技术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解
决了航空加油机关键核心部件的“卡脖
子”技术难题，为我国东海、南海远程空
中受油，国家与远海岛礁防卫能力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谈及该项
研究成果时，魏静激动地说：“目前该产
品已批量生产，并列装国家某重大航空
产品型号中，产品重量轻，可靠性高，列
装至今无任何故障发生。”

秉承立德树人
坚持培养国际创新型人才

“做好本职工作是我现在和将来的
追求和目标。”当记者问到接下来的打
算时，魏静表示，除了做好科研工作以
外，也要做好教学工作，而兼顾好两者，
在于要有良心和责任心。

目前，他所带领的学生，从本科生
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
共计30余人。所培养的硕士与博士研

究生毕业后大部分进入国家重点行业
或选择继续深造，如：华为、一汽大众、
长春一汽、中国航发606所、608所、航
空工业609所以及公安部、重庆大学等。

他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
学术会议，每年资助1~2名研究生参加
本行业国际权威学术会议，如：美国
PTG动力传动会议、法国IGC国际会议、
德国ICG国际会议等，多次与Universi-
ty of Cincinnati进行课程改革和科研
育人等方面的探索合作；定期邀请国外
知名学者前来交流，如：美国 Teik C.

Lim、Robert Parker 教授等。魏静表
示：“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拓宽他们
的知识领域与国际视野，加速培养国际
创新型人才。”他还十分注重“产-学-
研-用”相结合，以企业实际技术需求为
导向，并与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如：南京
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重齿机械有限公司、南京创力传动等公
司，共建产学研合作与人才培养基地，
通过校企联合，创新实践形式，为学生
们搭建实践平台。

对于学生，魏静更加注重家国情
怀、责任担当、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创新
能力方面的培养。对于未来想从事科
学研究的学生，“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走不
远，没有实践验证的理论迈不开步。”他
告诫，科研工作切忌跑马圈地、切忌随
意改变方向，空谈误国，服从国家目标
和满足国家重大需求、解决实际工程技
术难题才是硬道理。

▲▲魏静作大型风电齿轮魏静作大型风电齿轮
传动系统关键技术研究现状传动系统关键技术研究现状
与发展趋势的报告与发展趋势的报告。。

▶▶魏静魏静（（前排右一前排右一））指导指导
研究生科研研究生科研。。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