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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梦天处

问天
中国空间站见证
重庆大学与头部
企业天地共舞的
“春夏秋冬”

无论春夏秋冬，“扎根巴渝大地、服务重庆发展”始终是重庆大学发展
的重大战略，与重庆市的发展同频共振、同向同行。

针对重庆发展壮大“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重庆大学聚焦“先进制造”
“智慧能源”“低碳技术”“先进材料”“人工智能”等现代制造业重点领域，与重庆

高新区、沙坪坝区共同打造环重庆大学创新生态圈，与重庆高新区共建产业技术研究
院，与重庆两江新区联合共建重庆新型储能材料与装备研究院等，推动科技创新赋能

企业提质增效，打造支撑重庆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创新高地。
针对重庆打造万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构建“1+1+5”产教融合平台，重庆

大学与长安汽车、赛力斯集团、西部智联、中国汽研和Csoft共建联合研究中心，围绕新能源
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先进制造、汽车碳中和等领域联合攻关，共同培养卓越工程师。

重庆大学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优势，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打造引领和支撑重庆及西部地区发展的创新高地。近日，该校科学中
心实验大楼EPC项目钢结构连梁合龙，标志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完成，预计今年底建成完工。

此外，该校已与四川省政府及川渝两地30余个市县区和重点企业持续深化合作，共建重
庆大学锂电及新材料遂宁研究院、德阳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广安玄武岩纤维材料创新中心、机

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綦江中心、同位素及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新型高端研发机构和产业化平
台22个，有效支撑成渝地区储能、能源装备、机器人与传感器、齿轮、锂电池、健康等产业升级，带动地方产
业经济增值超过百亿元。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王作全 陈军 摄影报道

头部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助力经济发展催生新动能

共舞之春
镁基储能产业

“我国发展镁产业前景十分广阔，镁矿资源极其丰富，占到
全球70%，镁及镁合金的世界研究中心已转到中国。”这是中国
工程院院士、重庆新型储能材料与装备研究院院长、重庆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潘复生教授的最新判断。他的办公室位于该
校A区大门左侧，离刻着校训“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
的大校门很近，如今他正带领科研团队站在镁基储能产业发展的
前沿。

在新型储能技术突破之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已到了天花板，在
能源比例中很难再大量增加。氢能源被广泛认为是21世纪最具发
展潜力的清洁能源。但储存运输是瓶颈，存在着管道运氢极不安全、
高压气瓶安全隐患大、液态储运氢成本高等难题。而中国已在镁基
电池材料和镁基储氢材料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一线。

潘复生说，缺乏安全可靠、低成本的储能技术已成为能源转型和消
纳低谷电的最大瓶颈，而镁基储能产业正迎来发展的春天。重庆新型
储能材料与装备研究院在国际上首次试制出安时级的镁二次电池软包
电芯，2022年在西班牙获得了国际镁协“镁未来技术奖”。

此前，重庆大学材料学院与宝武集团、中国商飞集团、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河钢集团、鞍钢集团、中铝集团等头部企业，构建“头部企业+研
发平台”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解决先进材料产业发展的难点和痛
点。去年，潘复生院士团队还成功开发镁合金一体化超大压铸件，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镁合金汽车压铸结构件，该项研发成果与长安、赛力斯、奇
瑞、比亚迪、广汽等合作推动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大规模应用，成果获得
2023重庆“十大科技进展”和2023年国际镁协颁发的“镁未来技术奖”，见证
该校技术不凡的实力。

共舞之夏
“活塞风”节能

“北京和杭州的地铁率先应用我们的技术，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在用。”建
筑热环境理论及其绿色营造关键技术项目主要牵头完成人李百战教授说，这项
技术主要完成单位包括重庆大学、北京城建等单位，主要亮点包括动态环境人体
热舒适自适应理论，“公共机构场所夏天的空调温度设定为26℃就是根据这个理
论确定的。”

李百战和项目团队成员还发明了建筑热环境高效运营新技术，这项技术被形象
地比喻为“活塞风”。细心的市民可能会注意到，轨道交通在进站时会带来一阵风，就
像活塞推着风前进，李百战表示，这些风是可以利用来节能的，通过在站台列车停靠
的前后方加入适当的设备，就可以实现利用“活塞风”为站台乘客带来清凉。在建筑
热环境领域，重庆大学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美的集团联合研发了适宜冬夏宽温
域变化下压比适应、变容调节的高效空气源热泵技术和冷暖分送、智慧感应的系列
舒适送风技术体系，牵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记者注意到，预应力钢管混凝土格构式塔架样机相当于在传统的圆
台形钢结构塔筒下方加上类似高压输电塔架一样的“脚掌”，减轻了同
样高度单纯钢结构塔筒的重量，抓地更稳支撑更安全。该学院副院
长王宇航说，应用该项新技术，可以将风力发电塔架建造到200米
以上高度，“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海上都有更加广泛的应用前景，
助力能源产业低碳绿色发展。”

共舞之秋
太空定向机构

于梦天处问天，中国空间站惊艳世界。在这项杰作上，有一项不可或缺的存在，
重庆大学高端装备机械传动全国重点实验室负责人陈兵奎教授说，线面对构齿轮是
该校与航天八院紧密合作的成果，在我国空间站问天和梦天实验舱对日指向传动
系统上已在轨运行近两年，工作状态良好，实现了太空高低温交变下高精度和高可
靠传动。

春华秋实，成功并非偶然。此前，陈兵奎团队在前期积累的理论研究和工
业应用基础上，针对阿尔法机构对构齿轮传动进行了近八年的攻关，攻克了极
端工况下对构齿轮设计理论与方法、多物理量作用下对构齿轮数字闭环精密
加工与测量、拟实条件下对构齿轮加速疲劳寿命试验技术与装备等多项关
键技术，并最终完成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阿尔法机构对构齿轮产品的
交付。

为更好地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重庆大学线面对构齿轮技术还将应用于
新能源车、超大型风力发电设备中。

共舞之冬
输电线智能除冰

高压输电线覆冰被认为是极具挑战性的世界级科研难题，大家可
能还对今年年初湖南湖北局地暴雪带来的高铁停运事件记忆犹新。
其实，这还只是覆冰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损失的冰山一角。

在重庆大学输变电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雪峰山能源装
备安全国家业务科学观测研究站，该校电气工程学院与国家电网
等头部企业深入合作，自主研发不停电智能融冰装置，能够自行
监测到冰的存在，自己根据线路的状态自动调节输电线路分裂
导线电流，把线路上的冰融掉。“再不需要停电融冰，也不需要
人工来操作除冰。”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书记胡建林介
绍，该项成果目前已在重庆、贵州等地应用。

冰雪天气寒潮来袭时，线路结冰、倒塔断线，严重威胁电
网运行安全，该学院蒋兴良教授团队一直在进行研究和攻
关，找寻电网线路快速融冰的技术方法。经过多年的研
究，该团队找到了导线覆冰和融冰所需电流大小的规律，
并建立了数据模型和经验公式，它可以代入温度、湿度
等环境条件的数值，测算出融冰所需要的电流强度。要
想让融冰装置能够随时掌握环境条件，感知到线路覆
冰的厚度，实现快速融冰。蒋兴良和同事考虑给融冰
装置安装一台智能的“大脑”，它能够实时接收各项
环境条件信息，当覆冰达到一定厚度时，融冰装置
可以自动启动融冰。一年中有一半多的时间，团队
成员都是在实验室和野外观测基地度过。

离地球400多千米的地方，中国
空间站的太阳能电池翼帆板在太空翩
翩起舞，空间站端头的线面对构齿轮设
计巧夺天工，让帆板始终面朝太阳方向，为
问天、梦天实验舱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该
齿轮是由航天八院与重庆大学高端装备机械
传动全国重点实验室联袂打造，无论春夏秋
冬，当我们仰望太空，就是在仰视校企合作“共
舞”的结晶。

“三年来，重庆大学已与28家‘头部企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共享，逐步形成了教
育和产业融合发展、良性互动的新格局。”6 月
20 日，重庆大学副校长李剑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最新的一家签约单位是重庆高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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