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兴良与胡琴，相差20岁，现在
都是带博士生的教授。去年，蒋兴良
获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终身成
就奖。今年，他又入选2021年度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胡琴也成为重
庆市高校青年骨干教师人选，多次获
国家、部省级奖项。

“要进一步拓宽研究面。”展望

学科发展，蒋兴良勉励胡琴说：“现
在电网智能除冰等取得突破性成
就，但要适应新需求，在铁路、飞机、
风电设备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这需
要继续壮大力量，靠集体协作才能
取得新突破。”

面对期许，胡琴郑重地说：“一定
按照您的要求去除浮躁沉下心，发挥

骨干作用带动团队潜心搞研究。”
在胡琴心目中，靠做试验来转移

注意力缓解疼痛的蒋兴良，是一个执
着的科学家。“他经常给我们讲颜怀
梁、孙才新、顾乐观等老先生们克服困
难、协作创建高压实验室的故事，这种
精神一辈辈传下来，到我们年轻一代
不会丢。”

冰雪中的温暖时刻，是蒋兴良带
着团队苦中作乐。“野外试验吃得都
比较简单，但都是蒋老师主动张罗；
在学校里，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半夜
吃鱼火锅。”费脑的争论、数据获取的
喜悦、艰苦环境的磨练，在聚餐中舒
缓。如今，这一角色已转到胡琴身
上。

“一辈子几十年，有帮志同道合的
人一起参与，蓦然回首之时，既有成就
感、又有幸福感。值得！”蒋兴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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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保
存有蒋兴良教授读研期间的入党申
请书，时间是1988年。

申请书有3页纸，每一页上面都
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其中一段，他
这样写道：“对于知识分子，有理想
没有艰苦奋斗、勤勤恳恳为科学事
业而献身的精神，理想也是空想
的。我认为，要振兴中华民族的科
学技术，必须靠每个科技工作者的
劳动，这就需要先进的、有理想的共
产党员知识分子起模范带头作用。”

1985年，蒋兴良考入重庆大学，
被调剂到高电压工程技术专业，拜
入顾乐观教授门下，开始绝缘子覆
冰研究，就此开启了用冰雪与高压
书写的人生历程。

那时，学校条件艰苦没有专业
的实验室。在孙才新院士的带领
下，师生们一起动手去电力公司拉
废弃的高压、调压等设备，维修后搭
建实验室。至今，蒋兴良仍记得他
和孙老师一起顶着烈日拉设备的场
景。而当初那个“用板车拉来”的实
验室，现已发展成国家重点实验室。

蒋兴良主要研究极端恶劣环境
下电网外绝缘、覆冰与防冰减灾，一
年中近1/3的时间都在寒冷、高湿和
缺氧等极端恶劣的冰天雪地里。

青藏铁路修建，蒋兴良带领团
队从重庆大学实验室拉运几十吨的
试验装备，沿着青藏铁路沿线从
2800米到 5050米的格尔木、纳赤
台、玉珠峰、望昆、风火山等地，在野
外进行现场试验研究。

在5050米的风火山试验时，海
拔太高、氧气不足。“白天还能勉强
坚持，晚上根本无法入睡，躺下去就
感觉喉咙被勒紧似的。做了十来天
试验，每晚我只能坐着睡觉。”蒋兴
良说，最后实在坚持不下去，大家开
车200多公里到海拔稍低的三江源
头小镇休息了一晚。

蒋兴良的团队中，大部分都是

党员。他们科研冲在前面，服务放
在心上。虽然试验期间环境恶劣、
身体不适，但大家从来没有抱怨过
一声。

蒋兴良说：“青藏铁路设计需要
海拔5000米以上的数据，全世界都
没有，我们必须通过自己来获得！”
最终，他们做到了。

他们的研究成果，让青藏铁路
风火山隧道净空高度从初设的7.2
米降低到6.95米，仅此一项节省土
建工程投资约1.4亿元。同时，他们
也获取了世界上第一批高海拔外绝
缘放电的数据。

“如果没有亲临现场，仅依靠在
计算机上仿真，项目研究是不可能成
功的。”长期野外科研生活的艰苦历
练，让蒋兴良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更
为透彻——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始
终是科研人共同的价值追求。在艰
苦奋斗、长期坚持、潜心研究中，在集
智攻关、甘为人梯、勇攀高峰里，自觉
将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
途命运紧密相连，把毕生的大论文写
在祖国的冰天雪地里。

“研究冰天雪地，守望万家灯
火！”蒋兴良这么多年，始终初心不
改。

蒋兴良：
把毕生的大论文
写在祖国冰原上

在40岁的胡琴心中，60岁的蒋
兴良是一头牛。“是为民服务孺子
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
牛。”胡琴说，蒋兴良教授身上展现
的服务国家和人民需求，苦干实干、
敢为人先的精神，传承自学院老一
辈科学家，又以身为范，成为年轻一
辈的榜样。“我们要努力将老一辈科
学家的精神接力传下去。”

2004年毕业留校工作的胡琴，
与蒋兴良从师生到同事，亦师亦
友。不管是西电东送工程建设，还
是解决青藏铁路工程电气外绝缘的
有关难题，亦或是各地电网的防冰
减灾，这些年来，胡琴跟着蒋兴良跑
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现在，胡琴接过蒋兴良的接力
棒，每年都要带领一批学生到湖南
雪峰山上做试验。

复杂环境下外绝缘放电及输电
线路防冰减灾研究，需要长期奋战
在野外，往往哪里有冰雪、有极端天
气，就要赶往那里。“艰苦是一定的，

但不能因为苦就停滞不前。”胡琴
说。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在青藏铁路
的一次现场试验。在望昆车站做试
验，团队里有位同学半夜里出现高
原反应，情况十分危急。驻地附近
荒无人烟，最近的城市格尔木有近
200公里，胡琴只好跑到附近的兵站
借药，但对方只有感冒药。紧急情
况下，胡琴站在深夜的青藏公路上
拦车，但一直都没拦到。最后，只能
向驻扎在格尔木的同事呼救带车赶
来。“那一晚是如此漫长，幸好因为
我们送医及时，那位同学化险为
夷。”

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胡琴
和几位研究人员被困雪峰山上一个
多月，师生们只能吃过冬准备的冻
货，大家分工协作，一边在雪地里挖
白菜萝卜、下鱼塘捉鱼自给自足，一
边坚持做污秽、淋雨等试验，没有一
个人叫苦叫累。下山后，大家有种
恍如隔世的感觉。

现在，雪峰山基地已成为众多
国内外专家学者争相前往的地
方。作为主要骨干的胡琴，也在十
多年的研究试验中，取得了大量珍
贵数据和创新性研究成果，其研究
成果为相关标准制定、恶劣环境电
力能源装备安全运行提供了技术
支撑。

向极端环境要数据，战风斗雪
做试验，胡琴和很多同事一样患上
了风湿病。“相比老一辈科学家，我
们的条件不知道好多少。”胡琴说，
只要身体不垮，就会像老一辈科学
家一样咬牙坚持，苦干实干接续奋
斗。“坚持日拱一卒，终能积少成多
取得新突破。”

胡琴：
接过老一辈科学家
苦干实干的接力棒

初 心 传 承

（本组稿件由重庆日报记者王亚同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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