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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张雯怡 邱婉婷

“2019 年 5 月 1 日，
我终于回来了！”华中科
技大学电子信息与通信学
院教授尹海帆清晰地记着
这个日子。当年，他放弃
了令人羡慕的企业高薪工
作，重返母校华中科技大
学，入职电子信息与通信
学院。“我始终有一个梦
想，那就是当老师，培养
更多优秀的通信人才。”
那一年，中国迎来了5G
商用元年，5G技术研究
成为业界的热点。

时隔5年，尹海帆凭
借潜心科研攻关的精神荣
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作为新一代通信技
术，5G已经在全球范围
内开始广泛部署。身为专
业人士，尹海帆清楚地知
道技术发展中存在不少

“难啃的硬骨头”。“我们
的研发空间很大，机会也
很多，比如解决世界性难
题5G‘移动性诅咒’，以
及 5G信号覆盖能力差、
能耗高等等。”回母校继
续科研攻关，他信心满
满。这种志在必得的自信
既来源于在企业积累的丰
富工业实践经验，也来源
于校园里自由的学术氛围
和充满干劲的莘莘学子。
身为过来人，本硕均就读
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尹海帆
深知这群年轻人身上蕴藏
着巨大的科研潜力和创新
能力。

“十多年前，我读本
科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导
盲机器人项目，利用图像
处理、语音识别、人工智
能等技术，设计出帮助视
障人 士 出行 的 智 能 设
备。”凭借该项目，尹海帆斩获因特尔杯嵌入式系统
竞赛全国一等奖。“那是我第一次站上国家级领奖
台，那次竞赛也成了我科研之路的起源。”有了求学
期间积累起来的兴趣、信心以及动手能力，尹海帆得
以从容地面对科研中遇到的困难，不断挑战自我，在
无线通信领域积极探索。

如今，作为一名教师，尹海帆希望成为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耕耘者，把母校的科研精神传承下去。为
了组建团队，他跑去宣讲，面对面与学生沟通：“我
要告诉他们我打算做什么、技术挑战是什么、可以解
决通信系统什么样的难题。”尹海帆说，“我希望和学
生们一起，在我们国家主动迎接6G新挑战、从网络
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过程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世界级难题、国家需要、解决真问题……这些
关键词深深吸引了大三本科生裴熙隆。在尹海帆的
努力下，一支跨越了多个学院和学科专业的联合团
队组建完成，裴熙隆成了其中的一员。他们的目标
是解决5G发展中亟须解决的基站建设成本高、信
号稳定性弱等问题。

团队成立之初，虽然在时间协调和学术沟通上有
些麻烦，但为了跨越专业“代沟”，团队迅速成长。
熟悉对方的专业术语，在短时间内解决沟通障碍，合
作也在不断磨合中越来越顺利。2020年年底，他们
迎来了实地测试，一忙就忙到了寒假。大部分学生都
已经回家，而裴熙隆和队友仍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室
外展开多项测试。“尹老师经常陪着我们一起做测
试。有时候过了饭点，他就叫外卖，大家一起坐在天
台上顶着寒风吃快餐面。他每天工作到特别晚，我们
走的时候都晚上十点多了，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第
二天一早，我们又看到他精神焕发地来实验室了。”
裴熙隆眼中的导师既负责又敬业，还能和大家同甘共
苦。这位亦师亦友的年轻博导以身作则，既是团队的

“主心骨”，也是与成员们打成一片的“战友和兄弟”。
经历了几千次的电磁仿真、几十次的迭代和优

化，年轻的团队斗志昂扬，终于研发了全新的5G信
号智能增强系统，可以有效增强5G网络覆盖质量，
降低成本和功耗。如今，团队多项科研成果与企业合
作落地，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社会发展。他们自主
设计的系统也已经在湖北进行试点应用。攀登科研高
峰的路上，团队成员也陆续从本科生升级成为硕士
生、博士生。除了专业能力的提升外，他们更是从单
纯的“技术宅”蜕变成为学科交叉的“全能型选
手”。面对5G技术的发展前景，这群青年清醒又乐
观，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数字新基建，让高
速稳定的5G连接无处不在。

播撒的种子终将生根发芽。5年来，尹海帆倾心
讲授“无线通信基础”等核心专业课程，直接指导
50余名本科生参与科研实践。不管教学、科研多么
辛苦，他始终坚持与学生在一起，聚焦业界那些“难
啃的硬骨头”，发现真问题、解决难问题；搭建原型
样机、测试信号处理算法；打磨PPT、一起路演、模
拟问辩，一起参加培训300多场……在尹海帆的带领
下，学生团队荣获“挑战杯”主体赛全国特等奖、一
等奖各1项，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金奖、

“互联网+”大赛全国金奖各1项，并作为湖北省唯一
作品入选大赛科技创新成果展。

“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曾经的自己。”目睹这些“科
研新手”逐渐成长为锐意创新、自信阳光的“工科未
来”，尹海帆的心中无比自豪：“攻克技术难题很让人
开心，但我最骄傲的是，这是我和学生一起干的！我
希望他们始终铭记，科创报国是我们的使命，科研成
果要运用在祖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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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欣然
通讯员 赵晖

我国著名流体
力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周恒可能是
天大校园里上“热
搜”最多的人。早
在 2021 年，天津
大学发布了一条题
为“92 岁周恒院
士骑自行车去办公
室做科研”的短视
频，视频播放量达
到近 20万，登上
微博同城热搜。一
个多月后，天津大
学发布的一条“偶
遇三位‘冰激凌爷
爷’，太可爱了！”
短视频中，有三位
吃冰激凌的院士爷
爷，周恒位列其
中。科学家严谨治
学背后可爱的一面
被媒体定格。

从破碎的山河
中走来，周恒见证
了祖国从最初举步
维艰到后来高歌猛
进的发展，并一直
行走在解决科学问
题的道路上，如今
已鲐背之年的他在
努力做一名心态年
轻的“90后”。

1977年后，学校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
序，并决定重建力学系。周恒被调到力学系参与
筹建力学专业，同时也恢复了在流动稳定性上的
研究。

流体的湍流运动普遍存在于大气、海洋和飞
行器周围，推进装置和流体机械中，探讨湍流形
成的条件和过程是流动稳定性理论的研究对象。
这一理论研究现实意义巨大。1981年，周恒到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该学院数学系的
斯图尔特教授是流动稳定性非线性理论的奠基人
之一。他的理论形式虽然很“漂亮”，却从未有
人用它得出能和实验结果直接比较的理论结果。
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周恒初步发现了原理论的缺
陷，并在后续研究中提出了改进意见，提出了线
性化问题非中性情况的非线性理论新方法，发展
了流动稳定性理论。周恒因在流动稳定性上的研
究成果，在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93年，周恒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

解决实际问题，用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相关领

域的发展尽绵薄之力，这一直是周恒及其团队刻
苦奋斗的不竭动力。

进入 21 世纪，考虑到航空航天技术发展
的迫切需求，周恒与同事逐步将研究重点从不
可压缩流体的流动转向可压缩流体的流动。在
周恒看来，科学的任务有二：一是帮助人类更
好地认识世界；二是根据需求，帮助人类解决
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基础研究的发展
是从需求中来的，要从解决需求中提炼新的科
学问题。”周恒认为，力学虽然是一门基础学
科，但自 20 世纪以来的大发展，是由于一些
重要的技术领域，特别是航空航天技术领域
对力学提出了新问题而促进的。

周恒认为，花费几年也好、几十年也罢，能
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创新，才是过硬的
科研成果。“在论文中发明一堆理论新词没有意
义。”

“造飞行器，跟造马车、造船不一样，从实践
中慢慢试错，再一点点改进的路径不现实，数据

模拟要先行。而且随着计算条件的改善，我们会
越来越多地利用直接数值模拟结果作为发现新现
象和检验理论结果的基础。”周恒说。他不断呼吁
力学工作者要面向重要工程技术问题，提炼出新
的力学问题，这样既有助于新技术的发展，又能
开拓新的力学领域。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经常建
议和帮助青年教师开展空气动力学新问题的研究。

“力学研究要面向实际需求。”周恒在从事流
动稳定性研究时，一直有一个坚定的研究目标，
那就是对航空航天技术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转
捩预测难题作出实质性贡献。如今，他虽因年事
已高不再做具体的研究工作，但仍在帮助年轻教
师向这一目标迈进。

2014年，周恒得知我国在发展新型飞行器
时发现现有的计算空气动力学不能给出足够精确
的空气动力学参数时，便和张涵信院士共同分析
了可能的原因，提出了需要研究的空气动力学新
问题。这可以说是这个领域少有的由中国人提出
的新问题。从2017年开始，他建议并具体帮助
一位青年教师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为此，他自
己也在年已85岁时，进入了一个对他来说的全新
领域——稀薄气体力学领域，并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

周恒祖籍福建浦城，1929年11月出生于上
海。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周恒的父亲曾任中学教员，对子女的教育非
常重视。“每迁到一个新地方，父亲都力求为我们
找好的学校，这对我和两个姐姐的一生都有深远
影响。”回忆往昔，周恒如是说。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刚读完高二的周
恒，在自学了一部分高三课程后，到上海试着投
考大学，没学过物理，他就在考试中学习，经历
了三次失败后，同时考取了同济大学和北洋大学
（天津大学的前身）。最终，他选择了北洋大学。

受姐姐影响，初入大学，周恒选的是化工
系。但进校后他经常听到水利界校友激情澎湃的
报告，便又对水利产生了兴趣。一年后，他申请
转入水利系，并在1950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
水利系毕业，留校任水利系助教。“我还记得开讲的
第一门课就是理论力学。”周恒笑着说。对于这段
转系的经历，当了教师的周恒经常现身说法——
年轻人的兴趣是可以被引导的。

1956年，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在北京开设了
“工程控制论”讲座。周恒得到机会去听这个讲
座。每周三早上6点，他从家中出发赶往火车
站，坐将近三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再赶到中关
村去听课，下午听完课还要再赶回天大。“那时很
辛苦，但钱先生讲得非常好，深入浅出，对我后
来的教学和科研都有启发。”当年暑假，他就试着

在钱先生讲座中提到的最优控制领域做一些研
究，把讲座中提到的已有成果向前推进了一步。
当他把结果写信告诉钱学森时，得到了钱先生的
鼓励。1957年初，中国力学学会在北京成立，周
恒在会上报告了他的成果，得到好评。这是他研
究生涯的开端。钱先生还让周恒每周三天到位于
北京的中科院自动化所，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做科
研。

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周恒得以开展了
一次“有意义”的科研。

当时，六机部所属 441厂 （九江航海仪表
厂）有一个科研组正在从事二自由度气体动压轴
承陀螺仪的研制，研制过程中遇到了陀螺马达一
启动，陀螺球就抖动而导致陀螺损坏的问题。科
研组找到天大要求合作研制，周恒加入了科研
组。

二自由度气体动压轴承陀螺仪在国外已经投
入使用，但对中国却是“卡脖子”的技术。441
厂科研小组实际的核心是一个“老工人”曹仁杰，他
只有高中学历，却自学了不少与陀螺仪有关的知
识，且对技术研发充满热情。周恒加入小组后，查阅
了一些国外资料，感觉可以做一些有关气体动压轴
承承载力和力矩的计算，以此为基础做一些理论
分析来解决抖动问题。他还编出了有关气体动压
轴承承载力和力矩的计算程序，可当时计算条件
极差，盲目试算根本不可行。

正当周恒感觉无从下手之际，曹仁杰在试验
一个新加工出来的陀螺球时发现，它可以在很短
一段时间里保持不抖动。周恒仔细比较了这个陀
螺球和其他陀螺球的轴承形式，分别做了相应的
计算分析，发现该轴承形式的确有利于使陀螺球
在运转时不抖动。在此基础上，他又找出了合理
的轴承参数范围，向曹仁杰提出了建议。果然，按
照周恒建议的轴承形式和参数加工出来的陀螺球
可以保证稳定运转而不抖动。这种在理论分析的基
础上设计出来的轴承，第一次试验就成功了，大大
鼓舞了科研组的同志。

下一步是优化陀螺球。周恒支持了曹仁杰提
出的一个大胆想法，并重新做了计算和分析，确
定了合适的轴承形式和参数，使得曹仁杰的设想
得以成功实现。两年后，周恒和曹仁杰被邀参与
解剖国外一种著名的二自由度气体动压轴承陀螺
仪，发现其轴承的形式、转子和马达电机的布局
和他们的几乎完全相同。

这段经历对周恒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之
前，他崇尚理论，曾对西方某些力学家鼓吹的将
力学公理化，以“一劳永逸”地得到一个完整的
力学体系抱有幻想。有了这段经历后，他开始认
识到力学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复杂性和力学工作
者了解实际的必要性。他和曹仁杰等工人也建立
起了深厚的友谊，并一直跟曹仁杰保持通信。曹
仁杰有了技术上的新想法，也会第一时间跟周恒
沟通。

这是一段令周恒至今难忘的科研往事。正是
这段经历让他笃定，理与工的合作能够互相滋
养，相互促进，“理工结合才是正确的研究之道”。

23岁执教，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周恒一点都不
好为人师。“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是学出来
的。”他很忌讳“某某在周恒院士的影响下取得了
某某成就”这样的说法。“成就是人家自己努力得
来的，怎么就是受了我的影响呢？我只是该干什
么干什么，做好自己的事。”

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有独立思考之精神，做
有用的研究，是周恒给学生们的不言之教。

他坚信科学研究是不怕犯错的，自己会犯错，
同行会犯错，权威专家也会犯错。论文第一作者的

头衔不能说明什么，一切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
验。而且很多时候，犯错和“证伪”也是推动科学发
展的必要步骤。很多学者是站在自己的优势上创
新，但周恒不是。一旦判断某个研究方向没有价值
了，他就会重新学习，因此他转了很多研究方向。

“他会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探索新的问题，面
对复杂的新课题，他愿意一点一点去学，一点一
点弄清楚，他也很乐意向年轻人请教科研中的问
题。”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青年教师陈杰2017
年加入周恒团队，在她眼中，周恒是一位愿意不
断突破自身局限的师长。

在法国留学时，陈杰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微纳
器械中低速流动，跟高超声速飞行器毫不相关，
入职天津大学后才开始了这个研究方向，“因为周
恒院士告诉我，这个方向是国家的重大需求”。此
后，在周恒的鼓励和建议下，陈杰深耕这一领
域，相继在《空气动力学学报》上发表了两篇文
章。陈杰的这两篇高水平文章都没有写英文论
文，都不是SCI。有人问陈杰“亏吗”，她回答

“当然不”。她说：“我觉得这是研究思路上的不
同。有很多导师会指导学生多发论文，追求热点
发表文章。我们课题组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从提出
并解决科学问题入手。你做的理论研究要能解决
问题，能在哪里起作用，文章就发在哪里。所以
我没有写英文文章，就发在了中国自己的学术杂
志上。”这样的价值观是周恒引导年轻人树立的，
也得到周围人的一致认同。

“遇到一个好导师会让你走上正确的科研之
路。正确不仅是方向的正确，更是价值观的正确。”
陈杰不是周恒的学生，但她一直把周恒看作自己的
导师。她觉得周先生对她的影响不仅是学术选择上
的，还有对待科研的态度上。

“跟周先生聊天，你一定要跟得上潮流。马斯克
的星舰、黄仁勋的芯片、氢电的局限……周先生涉猎
广泛，而且不会人云亦云，对报道中的数据、技术路
线，总要做客观测算与评估，然后非常理性地跟你讨
论。”天津大学一位熟悉周先生的老师说。

天津大学的很多学生发现，周恒讲的课、作的
讲座，涉及主题几乎都与“创新”有关。对此，他的解
释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要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没有创新是不行的。“中国经济还有许
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要
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科技创新，使我们生产的东
西更有国际竞争力。”

在学生们眼里，周恒不仅是严谨治学的学
者、教授，也是一位可爱、可亲的长者。2021年
夏天，一条名为“天大先生”的短视频上了热
搜。视频里，满头白发的周恒从办公室出来，骑
着自行车回家。2023年11月，周恒收到学校老师
迟到的生日祝福，他幽默地回复：“没关系，按你
的日期，我还可以晚一天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师
生们都觉得，“严谨的科学家也有着可爱的一面”。

在力学这个古老学科领域里，周恒以不亚于
“90后”的创新精神不断深耕和探索，使其焕发
出年轻蓬勃的朝气与活力。在他看来，“从事基础
研究的人不仅要能解决已有的问题，还要能预见
技术发展新的可能性，这才配称为一个顶级的科
学家”。

坚定信念，理工结合是正确的研究之道1

瞄准需求，用理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2

实事求是，培养独立思考之创新精神3

力学界的不老传奇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周恒

在他看来，从事基础研究的人不仅要能解决已
有的问题，还要能预见技术发展新的可能性，
这才配称为一个顶级的科学家

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有独立思考之精神，
做有用的研究，是周恒给学生们的不言之教

他坚信科学研究是不怕犯错的，自己会犯错，
同行会犯错，权威专家也会犯错

■

■

大
家

■

2021年，叶声华、彭一刚、周恒三位院士聚在一起吃冰激凌，
被网友称为“最强冰激凌天团”。右一为周恒。 天津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