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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政：致力解决制造业落后问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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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权国政，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青年科技
领军人才协会会员，机械工业长寿命模具增材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先进模具
智能制造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市模具再制造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
大学模具技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中国塑性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国
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审查技术专家，重庆市锻压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复杂成型工艺多场多尺度动态耦合模拟技术、成型大数据及智能规划
系统、电弧增材制造与再制造技术与装备、复杂工况下装备服役过程模拟及智
能诊断技术。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级项目等30
余项，第一作者SCI论文64篇、EI论文21篇，第一作者专著1本、合著英文专
著1本，第一作者获授权发明专利8项，第一作者软件著作权7项。

培根说过：“知识是一种欢乐，而
好奇则是知识的萌芽。”对这句话最
好的诠释便是来自重庆大学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权国政教授。
在读高中时，看到报纸上的内容“深
圳年薪 12 万招聘模具钳工”，权国政
充满好奇：什么是模具？为什么模具
钳工的工资这么高？于是，权国政在
1998 年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了重庆
大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由此走进
了材料成型领域。

为解决研发难题
不断进行自我充电

权国政说：“在我大三接触专业课
后，了解到人类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
再到铁器时代各种农用工具、兵器、礼
器全都需要材料成型，涉及铸、锻、焊等
方法以及模具；到近现代三次产业革
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现代化的
运载装备、制造装备、武器装备、家电设
备等等，很多行业各种装备、产品全部
都需要用到铸、锻、焊方法以及模具。
汽车、电机、电器、仪表零件，日用五金
及耐用消费品零件等，都采用模具成
型的方法来生产。”

这时的权国政就认识到了制
造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是
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
基，而模具是工业之母，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业产
品的质量效益和新产品
开发能力。“而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领域
目前是材料—机
械科学研究中最活
跃的部分之一，这个
专业古老而又蓬勃发
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于是我决定在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这个专业道路上
一直走下去。”

学然后知不足，因为本专业
需要切实解决工程的实际问题，
更需要涉猎材料、机械、电气、化学、
物理、信息、力学、数学等多门学科知
识，权国政认为，只有通过广泛的学习
才能发现问题、完善自己并提升自己，
这也促使权国政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充
电学习。

2002年入读硕士后，权国政进入
重庆大学模具技术研究中心学习，这里
浓厚的产学研用氛围促使权国政连续
完成了长安微车传动轴凸缘叉精密热
挤压成型工艺及模具设计和炮弹弹体
多道次精密热挤压成型工艺优化的研
究项目。

“当我看到自己设计的工艺很快
得到实施并很快看到做出来的产品
实物乃至最终产品批量生产时，我
内心里满满的成就感，当时就决定
继续深造读博，而且越快越好。”权
国政当时看到传统的铸、锻、焊行业
过于落后，因此想多学点更高级的
材料学、有限元分析、成型用模具及
设备等各方面的知识，一心想要改
变它、提升它，学以致用来解决行业
落后的实际问题。

科研遭遇瓶颈期
不断探寻新思路

2004年2月权国政提前攻读博士，
当年10月，留在本专业参加工作当了
一名助教，2008年评上副教授并开始
独立指导研究生。在这之后权国政发
现自己的科研进度遇到了瓶颈期，“当
时团队做了大量的材料塑性成型过程
数值模拟分析，并基于模拟优化的结果
来设计模具，这在当时的国内，还是很
受企业欢迎的，可是超复杂成型过程的
多场多尺度动态耦合数值模拟技术还

比较落后，这已经阻碍了我
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走出
去看一看。”权国政回忆道。

于是权国政自己联系并被录
取到韩国釜山大学航空工程系“金
属柔性成型国家级实验室”做1年博
士后。

来到韩国后，权国政发现这个实验
室的创新思维非常活跃，而且与工程实
际结合得非常紧密，促使他更加积极
认真地投入到韩国导师安排的科研任
务中。在韩国做博士后的一年内，权
国政顺利完成了高铁车头整体多点成
型的模拟分析优化工作，电磁胀管成
型的多场动态耦合建模与模拟分析优
化工作，航空镁合金、钛合金热变形微
观组织模拟分析工作，并且协助指导了
2名硕士生。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权国政回忆说：“这一年为了做好
导师安排的项目，我逼着自己学习电—
热—力及电—磁—力多场以及相—晶

粒多尺度动态耦合模拟技术，并且发表
了4篇SCI论文。”在权国政离开实验室
的时候，韩国导师给予了权国政及其学
校重庆大学很高的评价，这也让权国政
更加坚定自己。

矢志奋斗
助力飞机起落架国产化

未来绿色化、智能化、柔性化、网络
化的先进制造业，将改变制造业“资源
消耗大户”的面貌，引发重大变革。权
国政告诉记者：“世界最大的8万吨压
机、大飞机等标志性国家工程所需模具
遇到了两大制约，一是飞机关键材料高
强度、难变形，导致构件模锻时模具的
服役条件苛刻，但按照传统方法制造的
大型锻模使用寿命极低；二是模块太大
过重而致制造难度极大、成本很高。”构
造模具制造新技术体系实现模具长寿
命低成本是保障国家工程顺利实施的
关键，特别是“国之重器”能否高效运
行、飞机能否顺利上天，都迫切需要解

决模具问题。
“除此之外，在其他汽车、电气、电子

等行业，由于主机厂巨头不断下压成本
需求，导致零部件供应体系内竞争激烈，
因此零部件制造业也面临巨大‘夹板’压
力，增质提效的需求迫切，这也意味着解
决模具问题亟不可待。”权国政说。

2018年，权国政带领团队主持研
究了多项课题，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航空、核电及石化等领域超大构件
高效率低成本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示
范”的课题“电弧熔丝增材制造集成系
统”，参与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飞机
关键构件成型共性技术研究”、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800MN大型模锻压机”，
参与了长寿命模具增材制造技术的重
庆市重点研发项目、技术创新专项等各
级项目，其中多项课题研究国拨经费在
100万元以上。

据权国政介绍，重庆大学提出模具
梯度异质结构设计理论，通俗讲就是

“好钢用在刀刃上”的理念，将昂贵的好
钢材料通过增材方式连接到模具最需
要的部位，同时将承受较小应力的模具

“刀背”用低成本材料代替。该方法制
造的（超）大型锻模使用寿命将远远超
过采用传统方法制造的锻模寿命，中小
型模具寿命可提高40%~50%，（超）大
型模具寿命有望提高1倍以上。这项
技术实现了飞机关键构件飞机起落架
的国产化，有力解决了大飞机关键安全
构件的“卡脖子”问题，解决了航空、汽
车等对长寿命低成本模具的重大急需，
打破了国外对航空关键重要锻件产品
的垄断，我国高端锻件领域的批量化生
产和国际竞争力得到有力保障。

“理论+仿真实践”的
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权国政个人独立指导在读硕士生、
博士生9人，个人独立指导毕业并取得
硕士学位39人。权国政有着自己独
特的人才培养模式，即凝练现代制
造类工业发展的高级仿真人才需
求特征，形成较厚实的有限元基
础知识的传输与积累，在课堂
教学结束后不断延伸开展面
向各种工程实际复杂问题的

系列仿真实践训练，以培育、提
升及再提升学生的材料加工高级

仿真能力，同时激励研究生参加各
种仿真类竞赛、学术研讨与高质量论

文撰写，实现具有材料、机械、电气、计
算机等交叉学科的多场多尺度动态耦
合高级仿真知识、又具备材料加工专业
高级仿真分析能力及专业技术再创新
能力的高级人才培育，为研究生成为高
级工程设计与研究人员打下坚实基础。

权国政认为，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
会的成立，将各个领域的青年科技精英
汇集在一起，会员之间彼此交流，能够
了解到很多新的科技动向，对自己将
来的研究也会有更多启迪。与此同
时，这也能够激发科研领域更多的创
新，使得重庆的工业领域更加繁荣。
基础研究的内容来自工程，最终也将
反哺工程，所以基础学科研究应紧密
围绕国家关键、重要需求，瞄准解决

“卡脖子”的技术问题，这是实现科技
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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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政在世界第一巨型权国政在世界第一巨型
压机考察现场压机考察现场。。

权国政在超大规格低速权国政在超大规格低速
机气阀制造现场机气阀制造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