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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杰：智慧无人系统未来之路的践行者
本报记者 魏星

人物介绍

苏晓杰，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
重庆市青年专家工作室首席专家，2017—2021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
家，现担任IEEE Transaction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EEE Transac-
tions on Fuzzy Systems、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ystems 等期刊副主编，担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Big Data 的指导委员会委员和 IEEE SMC Society 的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同时担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会成员。作为首任主席创办
IEEE系统、人与控制论与机器人与自动化联合学会重庆分会。

主要从事智能控制理论及智慧无人系统应用领域研究，已出版英文学术专著
3部，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Automatica及IEEE Transactions等国际权威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政府间专
项及国防创新特区项目等国家级项目7项，重庆市杰出青年基金、广东省重点研发
机器人专项等省部级项目10余项。获省部级自然科学一等奖4项（包括第一完成
人获2020年重庆市自然科学一等奖）、重庆市十佳科技青年奖等。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工
作、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自动化
技术的发展，实现了机器代替人力的目
标，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人们的生
活和工作。亚马逊的无人机，京东的无
人仓，阿里的无人超市、无人餐厅……
层出不穷的无人化，让我们目不暇接、
眼花缭乱！

坚定一个梦想，在沉默
的日子里熠熠发光

谈到关于探索自动化的启蒙，时间
还得拉回到苏晓杰幼时对机器人的喜
爱与追崇。小小年纪自然不懂什么是
智能制造技术，对机器人，苏晓杰也只
是有兴趣时拿来把玩，兴趣稍淡时放在
书架上远观。

20 世纪的中国诞生了许许多多
的科技泰斗。中国“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获得者、中国自动化学会创始人
钱学森先生令他最为敬仰。有了前
进的目标，方向的选择自然避免了许
多障碍。因此，高考填志愿时，他毅
然决然选择了自动化专业，时至今
日，他仍在为曾经的梦想而不断努力
与奋斗。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读博
时，苏晓杰的研究方向是控制科学与工
程专业。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是一门
研究控制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工程
应用的学科。它是20世纪最重要和发
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其各阶段的理论发
展与技术都与生产和社会实际需求密
切相关。

如果说人生的道路千万条，之所
以会坚定不移地选择那条通往光明
的路，便不得不提起黑暗中那盏指路
明灯。

研究的本质决定了很多事情是不
会按照计划发展的。在苏晓杰读博的
第一年，也就是处于开展课题工作的初
期，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已经陆续发表了
高质量论文，而此时的他，理论基础薄
弱、科研成绩欠缺、论文进展缓慢，日复
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困扰。“新方法不
适用、结果不理想，那时候的我经常对
自己产生怀疑。”苏晓杰说道。

在此期间，苏晓杰的导师吴立刚
教授给予了他莫大的鼓励与支持。“从
如何阅读文献、把握写作思路、寻找论
文创新点，到进一步构思、撰写论文，
吴立刚教授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指导
我。”在苏晓杰的口中，记者得知，这位
为人谦和、心胸豁达、严谨认真、锐意
进取的导师在苏晓杰读博期间以至于
在往后的工作期间都对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时光不负勤勉之人。在老师们的
指导和同学们的鼓励下，他慢慢调节心
态，走出困境，更加努力投入科研。他
也渐渐明白，科研生活是艰苦的，但内
心的淡定与宠辱不惊的心态却是科研
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明确一个方向，在探索
自动化道路中加速前行

在苏晓杰看来，人工智能与互联网
一样，是本质上全新的一种东西。需要
我们更多地思考如何用人工智能创造

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业态和模式。
“比如数据标注行业、自动驾驶、自主无
人系统应用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不是
只考虑人工智能对传统行业的一些辅
助增值效益。”苏晓杰介绍道，自动化程
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科
技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之
一，而以自动控制和信息处理为核心的
智能自动化技术，也已成为推动生产力
发展、改善人类生活以及促进社会前进
的主要动力。

目前，苏晓杰主要致力于“智能控
制与自主无人系统应用”的研究，深入

研究了自主无人系统分析、智能控制及
其应用等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并着力
解决非线性动态系统在具有外部干扰
和信号传输时延情况下某些制约现有
智能控制方法应用的关键科学问题。
他认为，发展智能控制与自主无人系统
应用不仅是实现我国能源生产、消费、
技术和体制革命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
互联网的重要基础。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大疫情防
控工作中，自主无人系统发挥了很大作
用。在疫情监测阶段，高空监控的无人
机，防疫宣传与消杀的机器人以及智能
红外测温系统等高效完成了工作，为疫
情预防、延缓蔓延提供了有力技术手
段；在防控救治阶段，5G远程会诊平
台、诊断治疗机器人、可移动负压隔离

舱等有效解决了直接接触救治引起传
染风险的问题，有效保障了一线医护人
员安全；在物资保障方面，智能生产系
统、空中无人机等为疫情防控医疗及生
活物资生产、调配起到了关键作用，大
大提高了供应保障效率，建议应聚焦疫
情监测、防控救治和物资保障3个方
面，以预防为要，建立无人系统疫情防
控体系。自主无人系统（无人机、地面
机器人等）在未来国家战略层面上应对
重大事件（包括公共卫生安全在内），能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的建模方法及控制技术还

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所得到的结果没
有完全应用于实际工业系统的研究当
中，是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难点
问题。”苏晓杰说。

接下来，他和团队将立足国情，瞄
准国家发展建设中的重大需求和经济
主战场，服务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
航天事业，加大基础研究力度，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面向国际控制理论研究中
的重要问题，提出智能控制及工业应用
新体系，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获得一批
有影响力的成果，实现科技创新。立足
国家经济与科技发展需求，依托人工智
能行业优势与特色，紧密跟踪和结合世
界控制领域战略发展趋势，解决现代智
能控制理论与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中的
关键问题。

培养一个人才，在实践
与感知中寻求教学良方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在探索
与突破中不断前行；作为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他也在不断地践行自己的教
育使命。

“我认为‘教’和‘育’两者相辅相
成，密不可分，‘教’是方法手段，‘育’是
任务目标。”苏晓杰说，在教学中要始终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将国内外重要成果引入教学中
去；在育人方面，他更注重对学生德智

体美劳等综合素质的培养。
从教至今，苏晓杰秉持爱国情怀，

勇担时代责任。作为重庆市青年科技
领军人才协会会员，他肩负着重庆市创
新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双重使命，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项目驱动，以及建立人才
辈出、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和优胜劣汰
的激励机制，将积极培养、使用、稳定和
吸收创新性人才作为重要目标之一，不
断充实、扩大科研团队力量，努力带动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注重高层
次创新人才质量的培养，致力于建设国
际性创新先进人才培养基地。

常言道：“经师易遇，人师难遇。”在
记者看来，无论是吴立刚教授对他的关
怀备至，还是苏晓杰与学生亦师亦友的
相处模式，都体现于此。

▲苏晓杰在第
二届“四季青”青年
论坛现场。

▶苏晓杰（前
排左三）和队员参
加陆军研究院2021
年“跨越险阻”陆上
无人系统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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