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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就完全不能自拔”

陈忠敏说，其实她和很多人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
认准了后来从事的研究方向。

20世纪80年代，陈忠敏考入了苏州丝绸工学院
（现苏州大学）制丝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陈忠敏来
到西南农业大学（现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担任教师。当
时她只有20岁，接手的第一个教学班是成人教育班，
班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比她年龄大。

陈忠敏清晰地记得，为了能准确地回答同学们的
问题，她白天上课，晚上就回去反复翻看相关书籍，让
所有的基础知识了然于心。而这段经历也让她悟出了
一个道理：无论是科研还是教书，都要紧密结合实际。

1999年，陈忠敏赴日本访问学习，在信州大学纤
维学部做含磷聚乙烯醇阻燃性高分子应用研究。天天
啃书、泡实验室的日子，让陈忠敏更加坚定了从事科研
工作的决心。

“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就完全不能自拔。”陈忠敏希
望在生物医学材料方面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科研会碰到很多困难，但也很有趣”

陈忠敏攻关的是生物医学材料，虽然是在攻读博
士学位期间才正式接触，但很快她便意识到这是自己
想要倾注无限热情的领域。博士毕业后，她开启了与
蚕丝蛋白质生物医学利用相伴的日子。

“做科研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深入研
究，会发现乐在其中。”陈忠敏说，比如，生物材料学就
非常有趣，自然界中很多难以解释的事情，在对其分子
进行结构解析之后便会豁然开朗。

她说，谈到蚕丝，大部分人都会想到丝线和服装，
其实，蚕丝蕴藏了巨大的科研价值。陈忠敏常年带领
团队致力于围绕蚕丝做研究。她介绍，比如丝素蛋白，
它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含有18种
氨基酸，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抗拉伸强度、透气透湿性
等。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优良的力学性能，让它在
医学领域能够被广泛应用。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癌症的治疗方法愈发多
样，其中之一就是肿瘤栓塞化疗术，即将栓塞术和化疗
相结合，以此阻断肿瘤供血，让癌细胞自行灭亡。但此技
术需采用国外进口药物，该药物价格昂贵，普通老百姓无
力承担。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陈忠敏脑中：能不能运
用丝素蛋白的膨润性来解决“阻断肿瘤供血”的问题？

研究过程中，陈忠敏发现，改性丝素蛋白在血液中
能立刻凝成块，物理性堵住血管，有很好的凝血作用，
于是陈忠敏创新开展了丝素蛋白在止血凝血方面的研
究。研究发现，将丝素蛋白应用于止血材料的制备，不
仅用料天然、安全，并且能在两分钟内快速止血。“特别
是动脉血，在通过物理压紧创口止血的同时，丝素蛋白
接触到血液后，还可以分泌出止血因子，并产生免疫物
质，效果非常好。”陈忠敏说，目前这项研究的科研阶段
已经完成。

在“双碳”战略目标下，我国面临着包括能源结构
转型在内的多重挑战，清洁能源的高效利用在其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华北电力大学新能源学院副教授、
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阎洁，
从事着与此紧密相关的工作。

阎洁所从事的研究是与风光功率预测、风电场运
行控制等相关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她通俗地
解释：“也就是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更精准地预测
什么时候会刮来多大的风、能够发出多少电，帮助电
网接收更多的风力发电。”

毕业十年，回归大学母校

2006年，华北电力大学对学校学科专业布局进
行深度调整，通过顶层设计和前瞻性布局，在原有学
科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新能源学科专业建设，国际上
首个风能与动力工程本科专业在此背景下诞生。也
正是那一年，高考后填报该专业的阎洁，很幸运地成
为了首批学生。

随着学习的深入，阎洁感到这个专业所需要的知
识体系非常全，是一个典型的多学科交叉专业，包括
空气动力学、电机、电路、自动控制、机械制造等，因此
能够从事的工作领域也很宽。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阎洁跟着老师们学习做研
究、做项目，也渐渐体会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乐
趣。“这个阶段我做得更多的是功率预测项目，给不同

的风电场分析预测误差发生的原因，并找到解决方
案，那时候的电脑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先进，为了加快
建模速度，有时候要在半夜征用实验室其他同学的电
脑，进行‘人工并行计算’和‘人工超算’。”阎洁打趣
道。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在自己研究领域的经验愈
发丰富，视野更加开阔，她也更加坚定了未来的事业
发展方向。

本科毕业10年后，阎洁以教研人员的身份再次回
到华北电力大学。

创新系统，提高能源效能

以往的风电功率预测是针对一个场站的数据来
预测这个场站的情况，通常面临预测结果不准确、人
力成本高、系统使用复杂等问题。

阎洁创新性地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在风电预测
领域中，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将所有场站的数据融合
到一个模型，运用更多的数据来提高预测精准性。
而这些数据也正是她在科研攻关中面临的主要难
题，怎样让人工智能找出大量数据之间的关系并进
行精准计算。

阎洁介绍，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不同
电站之间的风速、辐照度以及天气参量之间的关系，
相当于用人工智能方法模拟出气象参数间的联系。

最终，阎洁自主研发出“风光一体化发电功率预
测系统”，使预测精度得到了提高，同时可以单独输出

每个场站的预测结果，并将原来众多分散的系统功能
聚集在一个系统中，让管理人员的工作变得更轻松、
高效，目前这一系统正在我国30多个场站进行推广
应用。

带着自信，瞄准国家需求

在从事风电领域研究的几年间，阎洁先后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6项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并
担任IEA Wind Task 36的课题负责人（唯一担任负
责人的中国人）和专业领域部分期刊的编委，积极参
加国际交流合作，为我国风电领域的发展注入青春
活力。

2020年，阎洁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在她看来，这既是一个新的头衔，也增添了一份
自信。“中国科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同时代科研工
作者交流沟通的机会，并且通过资金支持，让我们在
科研创新上有了更多发挥空间。”阎洁说。

阎洁始终流露出一种乐观与自信的心态，在她看
来，科研人员理应如此。“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在自己的
细微科研领域深耕多年，应该有一份坚信没有人比你
更熟悉这个研究领域的自信。”阎洁说，带着这份自
信，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瞄准国家的未来需求，
坚持做下去，困难会有、瓶颈也会有，只有经历了这
些，才能体会到那来之不易的满足感。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供稿）

阎洁：为风电预测插上人工智能的翅膀

科研活动的主体是科学家，科学家用自
己的科研成果说话，如何达到科学家与自己
的科研成果形成正向迭代、不断循环上升的
良性过程，这也是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任务
之一。 ——王志刚

（王志刚，中国科技部部长）

下一代互联网将为数字经济提供数据融
通、资源流动、价值共享的技术底座，赋能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打造
数字经济新优势；Web 3.0将在用户更需要掌
握数据主权或者更容易拥有数据主权的领
域，提前开始大规模应用。 ——肖伟

（肖伟，百度区块链总经理）

陈忠敏：专攻医药生物材料
通讯员 张礡

无论开学或放假，重庆理工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实验室里，常
常能看到一个繁忙的身影，她就是
重庆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
长陈忠敏。

陈忠敏主要从事生物医学材
料、诊断试剂以及其他功能高分子
材料研发。近年来，她先后发表学
术论文71篇，拥有20项授权发明
专利，转让转化6项。团队研发的
智能化血液黏度动态分析仪制造关
键技术，获得2019年度重庆市科
学技术奖技术发明三等奖。

“海巡 01”轮是我国第一艘兼具海事监管
和救助功能的大型巡航救助船，“90后”姑娘詹
春珮在船上担任实习大副。作为我国交通海事
系统第一位无限航区女驾驶员，她还有另一个
英气的称呼——海上“花木兰”。

上船工作8年来，詹春珮在每一次任务和
行动中，以不输男儿的专业和果敢，从三副、二
副到大副，一步一个台阶向上攀登，目前正朝着
心中的“船长梦”努力奋斗。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陈忠敏陈忠敏（（右二右二））在生物医学材料实验室在生物医学材料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