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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科学、先进制造、生物医学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重师数学学科为产业发展破难题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见习记者 云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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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师重庆
国家应用数学
中心，工作人
员 正 在 研 究

“复杂条件下
自动驾驶轨迹
实时优化”课
题。

重庆日报
记者 崔力 摄

一台设备加上一条光缆，可以检
测到130公里内、直径20米范围内的
微米级形变，为储油罐、精密仪器等
运行提供实时监测和预警——这项

“光纤多维智能感知技术”，打破了国
外的技术封锁，在重庆、山东等地已
得到应用。

近日，自主研发出这项技术的重庆
大学朱涛团队获得5600万元的风险投
资，成为目前重庆大学技术权益让渡转
化金额最大的一个项目，也成为沙坪坝
区环大学创新生态圈科技成果转化的
最大金额项目之一。

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建设是沙坪坝
区打造“创新驱动示范区”的重要内容
之一。目前，该区内已形成环重庆大
学、环重庆师范大学、环电子职院—建
筑职院等4个创新生态圈，建成创新平
台62个，入驻项目团队1455个，2021
年实现年产值超过30亿元。

高校是科创的重要动力源之一。
沙坪坝区集聚了16所高校，科创资源
丰富。为此，沙坪坝区以建好环大学创
新生态圈为抓手，构建起“政府扶持+
学校支持+企业运营”的市场化机制，
帮助高校科研团队实现从“创想”变为

现实的生产力。目前，已建和在建的环
大学创新生态圈有4个，通过推进楼宇
升级，盘活老厂房、老空间、老街巷，集
约场地73万平方米。

在推动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建设中，
沙坪坝区坚持“与产业发展同向”，结合
区域产业需求和高校学科特点，建设各
具特色的创新产业集聚空间。目前，沙
坪坝区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已累计孵化
科技型企业3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
15家，集聚研发机构13家。

同时，沙坪坝区通过市场化手段积
极推动高校科技创新与企业转型升级，

加速创新成果就地转化。目前，该区已
建立专业服务机构5家，组建总规模
7.5亿元的创投基金5支，举办双创活
动300多场，高效促进校地科技创新等
资源优势落地变现。

下一步，沙坪坝区将持续深化环
大学创新生态圈建设。加快推动共
建五云实验室和沙磁古道、金沙科创
园、先锋智慧创新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落地投产，着力构建成果转化链条，
通过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助推我市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有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

沙坪坝区加快建设环大学创新生态圈
建成创新平台62个，入驻项目团队1455个，去年实现年产值超30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去年底，重庆市科技局揭榜挂帅项
目——“复杂条件下自动驾驶轨迹实时
优化问题”被重庆师范大学（以下简称
重师）一举拿下，他们制胜的法宝就是

“数学”。
事实上，利用数学，重师解决了不

少“卡脖子”技术难题。他们如何做到
的？数学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6月
14日，记者走进重师，为读者揭开数学
学科神秘的面纱。

着力原创性研究
从两卡车纸质文档中找到产

业发展方向

“我们生活和生产中处处有数学，
从卫星上天，到日常手机通讯等等，都
要用到数学。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
础。”提起数学的重要性，重师数学科学
学院院长杨志春滔滔不绝。

重师数学学科可上溯到1954年
建校的重师老八系之一的数学系。
上个世纪 80年代，该学科带头人杨
新民教授选择了当时“非主流数学”
的运筹学方向作为学科发展的突破
口。

杨新民认为，运筹学是将复杂问题
抽象为数学模型，通过分析、运算，得出
各种各样的结果，最后提出综合性的合
理安排，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因此，运
筹学既具有决策参考性，也具备“学以
致用”的前景。

选定方向后，杨新民带领数学
学科团队，在运筹学领域的多个方向
开展原创性研究，并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

1987年，杨新民团队和当时的重
庆市计划委员会合作，共同完成“重庆
产业政策研究”课题，用数据来寻求重
庆未来应发展的支柱产业。

那时，计算机尚未普及，杨新民和
他的团队从统计局拉来整整两卡车纸
质文档后，就和学生一起整理这些文档
数据，再对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多目

标优化模型。
通过建模、数据分析以及与各个单

位的交流，团队最终得出研究结论：重
庆应该选择汽车、摩托车和机械等产业
为支柱产业。

“这项研究指导了重庆产业发展很
长一段时间，我也备受鼓舞，觉得应该
将运筹学运用到更广阔的领域。”杨新
民说。

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在运筹
学领域，重庆师范大学成为全国第一个
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唯一一个
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高校。

2019年，杨新民主持完成的“向
量最优化问题的理论研究”项目，获
得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2019年年底，由杨新民牵头申报
的“最优化问题的人工智能方法”项
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
项，直接资助经费达 1968 万元。这
是重庆市第一次获得此类重大项目
资助。

如今，重师数学学科以运筹学学科
方向为龙头，带动基础数学、计算数学、
应用数学等其他学科方向协调发展，在
最近两年的中国最好学科（软科）排名
中，重师数学学科分别位列第20名和
第17名。

聚焦产业发展搞科研
提升数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和水平

目前，作为科技部首批支持建设的
13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之一——重庆
师范大学牵头成立的重庆国家应用数
学中心正在加紧建设。

“通过这个中心，可以运用数学来
解决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关
键问题，从而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
应用落地，为重庆市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助力。”杨新民说。

目前，该中心通过重庆市科技局揭
榜挂帅项目，正着手研究“复杂条件下
自动驾驶轨迹实时优化”重大课题，与
长安汽车合作，共同研发自动驾驶汽车
的“大脑”。

此外，该中心还承担了国家电网科
技项目——基于非凸稀疏多目标优化的
生活用电能表信息化评价校准关键技术
研究，旨在使电能表检定校准变得智能；
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联合，开
展基于儿童医疗数据的知识图谱系统研
究；与智慧金融与大数据分析重庆市重
点实验室共同研发网络知识引擎……

不仅如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杨新民带领团队每天运用数学对

疫情发展情况等作出预测和研判，并将
相关研究结果及时报市卫生健康委。
同时，该中心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
出“适当开展分类管控”的建议，为我市
开展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决策参考。

“数学在信息科学、先进制造、智能交
通、生物医学等产业领域可以发挥重大作
用。”杨新民表示，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
将紧密围绕我市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先进
制造、智能交通等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学
研究，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提升数学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应用数学前景广阔
制定特殊政策培养、引进高

层次人才

“学科发展，人才是关键。和北上
广相比，重庆并不具备太多优势，所以
我们更要花大力气培养和引进人才，尤
其是高层次人才。”杨新民说。

56岁的郑方阳就是被“挖”进重师
的。2019年，在数学学科造诣很深的
郑方阳从国外回来，成为众多高校争抢
的“香饽饽”。“我们和郑方阳谈了很多
次，甚至打出了感情牌。”杨新民说，郑
方阳的妻子是重庆人，几经努力，最终
郑方阳作为国家级人才被引进重师并
组建了几何团队。去年底，郑方阳带领
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专项

“完备流形上的几何流与应用及相关问
题”项目，实现了重师数学学科的又一
突破。

截至目前，重师数学科学学院已拥
有41名教授、81名博士、12名博导，其
中国家级人才3人、省部级人才18人。

“中国要打破技术发展瓶颈、掌握自
主知识产权，应用数学的支撑必不可
少。目前我们也在大力培养优秀人才，
比如支持青年教师深造、做科研等。”杨
新民说，市教委和重庆高新区正在给重
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引进人才制定特殊
政策，希望通过叠加各种政策引进各类
高层次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