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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源头创新 形成群体特色

—
记东北大学以柴天佑为学术带头人的创新研究群体

刘海波 李 畅 陈立军

(东北大学科技处
,

沈阳 1 10 0 0 4 )

东北大学以柴天佑院士为学术带头人的创新研

究群体
,

源于郎世俊教授领导的工业 自动化教研室

和张嗣流院士领导的控制理论教研室
。

该群体依托

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和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程国家重 点学科
,

以流程工业综合 自动化

的新理论
、

新方法
、

新技术为研究方向
,

重点解决具

有综合复杂性 的工业 过程 控制与优 化 的科学 问

题
。

该群体共有成员 10 人
,

其中教授 (博士生导师 )

5 人
,

副教授 3 人
,

讲师 2 人
,

所有成员均具有博士

学位
。

群体中先后有 1 人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2

人获得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

1 人获得霍英东青

年教师基金
,

1 人入选 教育部教学与科研奖励计划
,

1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

群体成

员共发表学术论著 15 本
,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

发表的论文中被 S cl 收录 15 9 篇
,

E l 收录 4 15 篇
,

I
ST

P 收录 142 篇
,

被引用 4 80 余次
。

理论成果获得

1 9 9 9 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1 项
,

辽宁省自然科

学一等奖 1 项
,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甲类 ) 2 项
,

二等奖 (甲类 ) 6 项 ; 应用 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2 项
,

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
,

一等奖 6 项
。

1 墓金稳定资助
,

突出学科特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资助基础研究的主

要部门之一
,

它为我国原创性研究提供 了持续和稳

定的经费支持
。

柴夭佑院士所领导的创新群体正是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连续资助下
,

才取得 了一系

列令人瞩 目的研究成果
。

该群体自 1 9 8 6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设立至今
,

一直受到资助 (见表 1 )
。

柴天佑院士是首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获得者
。

2 0 0 3

和 2 0 0 4 年度
,

张化光
、

唐立新教授又分别获得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另外
,

群体成员还获得 9

个面上项 目和 3 个重点项 目的资助
。

表 1 创新研究群体骨干成员负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览表

项目编号

6 8 74 0 0 3

69 3 8 4 0 0 6

69 4 0 4 0 0 3

69 5 0 4 0 0 1

6 9 6 7 4 0 1 8

69 6 8 4 0 0 5

7 9 7 0 0 0 0 6

6 9 9 3 4 0 2 0

6 0 0 7 4 0 1 9

6 0 0 8 4 0 0 3

70 17 1 0 3 0

7 0 17 1 0 5 6

6 0 2 7 4 0 1 7

6 0 2 7 4 0 4 9

6 0 3 2 5 3 1 1

7 0 4 3 1 0 0 3

7 0 4 2 5 0 0 3

6 0 5 3 4 0 1 0

负责人

柴天佑

汪定伟

张化光

杨光红

柴天佑
汪定伟

唐立新

柴天佑

柴天佑

汪定伟

唐立新

汪定伟

张化光

唐立新
张化光

汪定伟

唐立新

柴天佑

项 目 名 称
项目

类别

青年

面上

青年

青年

面上

面上

青年
重点

面上

面上

面上

面上

面上

面上

杰出

重点
杰出

重点

执行年限

多变量系统自适应和容错控制
C I M S 中的准时化 ( IJ T )生产计划方法的研究

涉及两种不确定性之复杂系统的模糊自适应控制方法研究

复杂大系统的容错控制

新型智能燃烧控制系统的研究

CI M S 中的智能化生产计划与调度方法的研究

动态环境下生产调度的理论方法研究
生产全过程的自适应预测控制理论及方法 (上海交大负责 )

工业过程优化设定控制方法及其在污水处理过程中的研究

基于软计算的企业集团供应链计划的建模与优化方法

基于软计算的实时生产调度的理论研究

复杂系统建模与优化的软计算方法的研究

基于改进的模糊双曲面正切模型的非线性鲁棒控制方法

基于 v L N s 的智能 IL s 优化方法及其在调度中的应用研究

基于新型模糊双曲正切模型的非线性系统建模辨识控制

基于互联网的商务过程的建模与优化方法的研究

优化理论与技术
流程工业一体化过程控制的若干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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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资助形成 了稳定的研究方 向
,

促使研究

逐步深入
。

柴天佑院士 以自适应控制
、

智能解藕控

制和工业过程综合 自动化为研究方向
,

在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结题项 目后期评估中
,

先后有 2 项被评为

特优
,

2 项被评为优 ; 张化光教授以复杂工业过 程的

模糊建模与模糊控制为研究方向
,

项 目结题评估中

1 项被评为优 ; 唐立新教授以复杂工业生产调度和

智能优化为研究方向
,

项 目结题评估中 1 项被评为

特优
;汪定伟教授 以复杂工业过程的生产计划与调

度及其优化为研究方 向
,

项 目结题评估中 1 项被评

为优 ;杨光红教授 以复杂工业过程的鲁棒容错控制

为研究方向
。

群体骨干研究方向的交叉与融合促进

了我国流程工业综合 自动化的发展
,

并形成 了自己

的研究特色
。

“

问渠哪得清如许
,

唯有源头活水来
” 。

正是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持续支持
,

我校才形成了以实

现企业综合生产指标全局优化的智能优化控制
、

实

时优化调度
、

生产过程综合自动化为主要研究 目标

的创新群体
。

2 营造研究氛围
,

开展国际合作

宽松的氛围和健康的竞争
,

才可能孕育学术的

创新力
。

群体带头人柴天佑院士学术水平高
,

综合

能力强
,

勇于创新
,

善于合作
,

在工业过程控制理论

与应用研究领域具有明显优势
。

该群体结合国家重

大需求
,

坚持科学发展观
,

针对新兴工业化道路所急

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

在研究方 向和发

展目标上形成共识
,

营造出浓厚的研究氛围
。

准确把握科技前沿
,

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是发

展和推进基础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
。

该群体每个骨

干成员都有国外研究经历
,

与国际知名大学和著名

教授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科研合作
,

与国际学术界形

成固定的交流机制
。

近年主办了
“

I F A C 低成本 自动

化国际会议
”

和
“

第六届全球智能控制与 自动化国际

会议
。

3 源头创新
,

星光闪烁

柴天佑教授现为国家冶金 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
,

东北大学
“ 9 85

”

科技创新平台首席教授
,

中国工程院院士 ; 1 9 8 5 年获东北工学院工业自动化

专业博士学位
,

留校任教
,

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

高级访问学者
,

他是首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中

青年人才专项基金获得者
, “

9 7 3
”

项 目
“

复杂生产制

造过程实时
、

智能控制与优化理论与方法研究
”

首席

科学家
,

国家
“ 8 6 3

”

计划先进制造与 自动化领域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 ;曾任国际 自动控制联合会 ( IF A c )技

术局成 员及 IF A C 制造与仪表技术协调委 员会 主

席 ; 他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被

S C I 收录 4 6 篇
,

E l 收录 2 1 9 篇
,

I S T P 收录 8 9 篇
,

引

用 7 9 次
,

6 次在国际学术会议做大会特邀报告
,

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 14 项 ; 他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

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
,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

等奖 (甲类 ) 1 项
,

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
、

一等奖 9

项 ; 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
,

全 国五一劳动奖

章
,

全国先进工作者和辽宁省科技功勋奖
。

张化光教授
,

流程工业综合 自动化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
,

博士生导师
。

19 91 年获东南大学热

能动力及 自动化专业博士学位
,

19 9 3 年东北大学 自

动化研究中心博士后出站
,

留校任教
,

曾在韩国科学

院 K A IS T
、

美国 iA as ka 州立大学
、

香港科技大学
、

美

国 U IC 大学作高级访 问学者和访问教授
。

2 0 03 年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入选国家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层次
,

并当选全国十大优秀

博士后
;
发表论文被 s cl 收录 19 篇

,

EI 收录 82 篇
,

引用 2 8 次
,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
。

获省部级科技

进步一
、

二等奖 3 项
。

唐立新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19 9 6 年获东北大学

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
,

曾在香港科技大学
、

法国托

瓦技术大学
、

美国 u n iv e r s i t y o f C o n n e e t i e u t 计算机

应用研究 中心
、

英 国 u n iv e r s i t y o f so
u t h a m p ot n 大

学
、

香港理工大学作博士后
、

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
。

2 0 0 4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入选教育部教

学与科研奖励计划
,

并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资

助
。

发表论文被 S C I 收录 13 篇
,

E l 收录 41 篇
,

引

用 5 5 次
。

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

汪定伟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1 9 9 3 年获东北大学

控制理论与应用专业博士学位
,

曾在 日本足利工业

大学
、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

香港理工大学作访

问学者和客座教授
。

获辽宁省优秀专家和沈阳市劳

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

发表论文被 s cl 收录 43 篇
,

IE

收录 61 篇
,

引用 1 33 次
。

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

奖 3项
。

杨光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19 94 年获东北大学

控制理论与应用专业博士学位
,

曾在新加坡 国立大

学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

香港大学任科学家和高级

访问学者
。

入选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
。

发表论文被 S C I 收录 46 篇
,

EI 收录 65 篇
,

引

用 18 3 次
。

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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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还有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构成了合理的

发展梯队
。

岳恒
,

副教授
,

博士
,

以多变 量智 能解祸

控制为研究方向
,

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

获 省部级

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 ; 张肃宇
,

副教授
,

博士
,

以工业

过程智能优化控制及其应用为研究方向
,

发表学术

论文 10 余篇 ; 张振山
,

讲师
,

博士
,

发表学术论文 5

篇
,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 丁进 良
,

讲师
,

博

士
,

发表学术论文 7 篇
,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俞胜平
,

副教授
,

博士
,

发表学术论文 3 篇
。

他们

形成了一个交叉合作
、

分工 合理
、

思想活跃
、

求真务

实
、

勇于创新的研究群体
。

这个群体可谓人才济济
,

在 自身学科发展的同时
,

必将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

创新群体是高层次人才培养 和原始创新的沃

土
,

让我们祝愿这个群体撑起远航的风帆
,

用 自己的

睿智和汗水创造出更多的原创性成果
,

推动该领域

研究的迅速发展
。

注
:

本刊曾在 1 9 9 3 年第 4 期发表过对柴天佑为

首的研究群体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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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

“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比利时法兰德斯科学

基金会科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

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正值比利 时法兰德斯大区副首席大臣兼经济
、

企业
、

科技
、

创 新和外贸部 部长 芬堤
一

默 曼 ( iF en tj e

M oe r m an )女士率领经贸代表团访华之 际
,

2 0 0 5 年

11 月 8 日
,

在北京
“

昆仑饭店
”

举行 了新的
“

中国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比利时法兰德斯科学基金

会科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

签字仪式
。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朱作言副主任向比利时贵宾和中比两国

科技界同行简短介绍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及其与比利

时科学合作交流的进展情况
,

随后
,

朱作言副主任和

芬堤
一

默曼女士分别代表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和 比利时法兰德斯科学基金会 ( F W O )在新的
“

科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

文本上签字
。

自然科学基金委是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资

助渠道之一
。

自 19 8 6 年 2 月成立以来
,

在资助项 目

的基础上始终重视资助中国科学家与国外的科学家

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

为了拓展对外科学合作

交流渠道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为专家建立了广泛的国

际合作关系
,

目前
,

已与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基

金及科研机构签署了 64 个合作协议
。

19 88 年 1月
,

和比利时国家科学基金会 ( F W O /

F N R )S 的科学合作协议是 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国外基

金会签订的第一个科学合作协议
。

此协议确定
,

双

方基金会每年可资助中 比科学家进行科学合作交

流
。

近年来
,

在双边协议范围内
,

中比科学家在天文

学
、

催化化学
、

微 电子学
、

材料科学及环境科学等领

域进行了合作交流
,

取得了一些合作研究成果
。

跨入了 21 世纪的今天
,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 比

利时法兰德斯地 区间的科学合作
,

双方将在平等互

利的基础上
,

推动和支持两国大学或研究所在 自然

科学和医学领域的科学家之间的基础科学合作
。

项

目计划将支持科学家间的互访
,

包括研讨会在 内的

合作交流
,

以及 由双方达成一致的其他合作活动
。

双方将鼓励资助由两国科学家参与
、

特定主题的合

作交流项 目
,

合作交流项 目通常为期两年
。

该备忘

录将取代双方于 1 9 88 年 1 月 18 日签 署的科学协

议
。

我们坚信
,

新签订的
“

科学谅解备忘录
”

将会有

利于促进中比两国科学家之间深入有效的科学合作

与交流
,

特别是鼓励青年一代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
,

为两国的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新的贡献
。

(国际合作局 吕蓓蕾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