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兴良，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1961年出生，1988年入党。从业39年、
从教20年，始终坚持奋战在极端环境电气外绝
缘、覆冰与防冰减灾教学研究中，率团队主持完
成国家自然基金、973计划和青藏铁路、特高压
重大工程等基础研究30余项，在湖南雪峰山建
成世界首个野外自然覆冰试验站。曾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
誉。多年来，为我国电力行业培养了120余名
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胡琴，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1981
年出生，2004年入党。1998年进入重庆大学读
本科，2004年留校工作，2010年获博士学位。
多年以来，从事恶劣环境电力能源装备安全科
研教学工作，先后参与或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
究计划、青藏铁路等多个重大项目研究。入选
重庆市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人选，研究
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部省级一等
奖3项、二等奖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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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眼中容不得沙子，一个数据都不能马
虎。”“在老一辈科学家探索出来的道路上，我们年轻一
辈要大踏步向前。”9月16日，沙坪坝区重庆大学国家大
学科技园的一个简易办公室里。蒋兴良难得有空闲坐
下来，与已成为教授的课题组学生胡琴一对一谈心交
流。

“我们极端环境电气外绝缘、覆冰与防冰减灾研究，

在当时可是既充满危险又缺乏关注的领域。蒋老师，当
初您为什么选择这个研究方向？”

“没人关注就不做了？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就要扎
实做下去，时间已经证明了……”这个在胡琴心中早已知
道答案的问题，仍勾起了蒋兴良回答的热情。

一场关于道路选择、初心坚守、创新协作、发展期许
的对话，在同为党员的师生间展开。

“死磕”电网覆冰绝缘的科学家蒋兴良对话新生代教授——

耐得冰天雪地的寂寞 守望万家灯火的璀璨

对话“建党精神”·科学家来了③
重庆日报 市科协 联合推出

道路选择 蒋兴良：既然决定做这件事，就要用一辈子去扎实做好
胡琴：在应对国家需要上恰逢其会，将在老一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继续深耕

2008年1月，我国南方地区遭遇
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很多输电线路
都被冰雪压垮了，多地电网崩溃，损失
超过上千亿元。

这场冰雪灾害，打了人们一个措
手不及，却让电网覆冰防冰减灾研究
进入公众视线。当时，研究者们检索
发现，国内只有一本系统阐述总结覆
冰领域理论研究成果和防冰除冰技术
的专著。这本名为《输电线路覆冰及
防护》的书，作者正是蒋兴良。彼时，
蒋兴良已投身该领域研究20多年了。

1985年，蒋兴良考上重庆大学研
究生，开始从事电网覆冰绝缘研究。
那时，重庆大学拥有国内首个模拟电
网自然覆冰的人工气候室。蒋兴良是
第一个利用人工气候室系统研究电网
覆冰绝缘的研究生。毕业后，经导师
顾乐观教授推荐，他到武汉继续从事
相关研究。

在2008年之前，不少人认为电网
覆冰始终是小概率事件，对其研究并
不重视。“当初，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冰
灾的严重性，您是抱着怎样的心态选

择深入研究的？”胡琴对蒋老师当初选
择这个领域的原因最感兴趣。

“一开始科研课题确实很少，资金
又有限，开展研究很难。”蒋兴良坦诚
地说，电网覆冰防冰减灾研究不被关
注、困难重重，但在学科上又是一项极
具挑战性的世界难题，需要有人去突
破。“没有灾害当然最好，一旦国家有
需求马上就能用得上。”

2001年春天，顾乐观教授病重，
蒋兴良连夜从武汉赶回。病榻旁，一
直从事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研究的顾乐

观希望他回重庆大学继续发展该学
科。

那时，蒋兴良手里已接到几家中
东部重点大学的邀请函。经过短暂
思考，蒋兴良作出了决定：“既然决定
做这件事，就要用一辈子去扎实做
好。”

2002年，课题组召开本科毕业设
计讨论会时，胡琴第一次见到蒋兴
良。接下来，读研、读博、留校工作，虽
不是直接导师，但蒋兴良成为他专业
研究领域的重要领路人之一。“学科发
展到现在可谓恰逢其会，我们将在老
一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继续深耕。”胡
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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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今年60岁的蒋兴良，有个看起来
很是怪异的动作——用手去使劲按压
左侧腰部，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重复
一下。

“这是常年野外工作，患上脊椎管
神经鞘末瘤，在手术治疗后落下的病
根，为缓解疼痛，需要时不时按压。”胡
琴说，这已成为蒋兴良教授的习惯性
动作。每一次，大家都会劝他休息一
下，减少外出，在学校内做做研究。

“创新没有捷径，做我们这项研

究，第一手数据来自冰原一线。”蒋兴
良认为，学校的人工气候室只能模拟
自然环境，数据和现实情况有较大差
距。为掌握精准的原始数据，多年来，
他一直辗转于冰天雪地之中。

2004年，胡琴跟随蒋兴良到青藏
高原开展科学试验。当时，青藏铁路
正在建设。因高海拔特点，外绝缘放
电特性和平原地区大不相同，铁路供
电工程外绝缘和隧道电气间隙的设计
因此遇到“瓶颈”。

为解决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难
题，蒋兴良率队踏上青藏高原。望昆
站、风火山、格尔木……试验的地方都
是高海拔，周围鲜有人烟。连续4年，
团队成员分阶段进行了9个月野外试
验，不仅完成了青藏铁路的研究项目，
还积累了大量宝贵数据。

2008年，蒋兴良辗转全国17个
省市，最终选择了海拔1500多米，具
有雾凇、雨凇、混合凇等多种覆冰天气
现象的湖南雪峰山，探索建设野外（自

然）覆冰试验站。
没有专项经费，就四处“化缘”；没

有借鉴，大家自己研究设计。“越是独特
恶劣的天气，就越是我们开展研究的理
想场所。蒋老师带着我们为了纯粹的
目标，迎冰战雪苦干拓荒。”共同的回
忆，让胡琴觉得那是一笔宝贵财富。

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雪峰
山建成世界首个野外（自然）覆冰试验
基地。目前，该基地的研究领域已扩
展到电气外绝缘覆冰、输电线路及风
电场防冰除冰技术等方面，完成了多
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下转07版）

初心坚守 蒋兴良：创新没有捷径，第一手数据都来自高山冰原一线
胡琴：在大风里做实验，我们觉得科研是那样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