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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3月19日下午，在掌声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数据研究院、大
数据试验场研究院院长、复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邬江兴走上相辉
堂讲台，以《与青年学生谈：增强创新自信的故事》为题，开讲“强国之路”
思政大课。

“中国大容量程控交换机之父”、让高清电视走进千家万户背后之人、
网络空间拟态防御大师……面向台下青年学子，这位“将军院士”以自己
攻克科研难关的5个小故事，讲述如何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大道
理，笑声爽朗、言语犀利，透着“走弓弦，不走弓背”的信心。

“中华争气机”让打电话不再难

1983年，中国引进第一台程控交换机，此后，外国公司蜂拥而至，中
国电信史进入“七国八制”时代。西方著名跨国公司曾公开宣称“即便到
20世纪结束，中国人也搞不出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

“不同现在，那时接通电话是运气，打不通电话是常态。”邬江兴记得一次
自己在上海出差，需要把棉被蒙在头上，才能勉强听清楚话筒另一端的声音。

到了改革开放时代，“要想富，先修路”是时代背景下最有代表性的话
语。与实在的公路相比，一条无形的电信之路，也亟待铺设贯通。在用市
场换技术的氛围下，当时形成技术路径依赖，结果技术上“卡脖子”。

32岁这年，邬江兴接到研制程控交换机的指令。从本科专业计算机体
系结构转到通信航道，他就从拆解自己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开始“换道超车”。

1991年，中国独创独有、具有不可思议性价比优势、颠覆传统技术体
系、震惊世界的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HJD04成功研制，并在本世纪
初率先建成全数字化、程控化的世界最大规模最先进的现代通讯网络，
04机也有了另一个名字——“中华争气机”。

从高速信息网络跟随者到引领者领导者

1998年12月，45岁的邬江兴成为国家科委“中国高速信息示范网”
专项领导小组成员，后任总体组组长。

用了三年时间，“我们联合国防科大、清华、北大、上交大、北邮、信通
院和巨龙、华为、中兴、大唐、烽火等单位研发并建成我国自有技术中国高
速信息示范网，创造性实现我国高速信息网络核心技术和设备开发与生
产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和群体突破。”

2002年，高清电视诞生，但是能否实现HDTV over IP，让HDTV
通过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 彼时，国家启动了863计划重大专项“高性
能宽带信息网——3TNet项目”，目标就是要实现电信网、广电网和互联
网三网融合。这次，还是邬江兴领衔。

邬江兴和团队开创的基于电信网的“三网融合”技术，完全可以与
Cable（有线电视电缆）相提并论。IPTV普及的新时代被开辟，这个由中
国人创造的技术模式，现已成为世界标准。我国自主创新的互动新媒体
网络技术及配套能力跻身世界前列。

2008年，他又回到最初涉足的高性能计算机体系架构研究领域。历时近
6年，邬江兴主持的863 计划“新概念高效能计算机体系结构及系统研究开发项目”，于
2013年9月研制成功世界首台拟态计算机原理样机，入选2013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创新是要干无中生有、前人未做过的事

建立多模态网络环境（PNE）理论与技术体系，开拓出一条转化或和解多样化应用
网络与统一基础设施矛盾的新路；解决经典网络安全理论与工程上的天花板问题，提
出网络空间内生安全问题wu’分类方法，建立未知安全威胁防范“不可能三角”通用解
构模型，发明动态异构冗余构造，创建网络空间内生安全（CESS）中国学派……成果斐
然，并未让邬江兴停止继续探索的步伐。

2017年，邬江兴在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创建了全球首个“网络内生安全试验
床--NEST”，提供各种产品靶标，在全球征召“赏金猎人”。

2023年，在南京举办的第六届拟态防御国际精英挑战赛，历时72个小时，48支国
内外顶尖的“白帽黑客”战队，实施了296万次有效攻击和5700多次高危漏洞攻击，无
一人一队得手。

“网络信息技术领域的竞争关键是要造就具有创新自信的人才。创新总是要干无中
生有、前人未做过的事，要敢于勇闯‘无人区’，要坚定在茫茫大海上建灯塔、为深深黑夜
赶路人送火把的信念。”5个小故事讲完了，邬江兴面对台下的青年学子，字句铿锵地说。

本报记者 赵天润 本报记者 岑丹峰摄

▲邬江兴院士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3月19日下午，相辉堂北堂内座无虚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分子科
学系教授彭慧胜以《探索科学无人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题，开
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这也是理工科大类第一场专题大课。

科学每个角落挤满人，寻找新的根据地

高分子科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2000年，彭慧胜在复旦高分子科学
系读研究生时，科研实验条件艰苦，参考文献滞后。“做无氧无水的合成实
验时，受上海的气候影响，经常是夏天做得出来，冬天做不出来。”所幸得到
严谨而努力的老师指导，彭慧胜在阴离子聚合和纳米材料制备方面埋头苦
干，经常睡在实验室，最终实验成功，发表4篇SCI论文，树立起做研究的
信心。

2003年，彭慧胜赴美读博深造，听课一年，步入实验阶段。正当他
踌躇满志之时，一场飓风席卷新奥尔良，整个城市淹没于洪水之中，彭慧
胜和同学四处“逃难”，不仅无法做研究，连生活也难以为继。这段“难民
岁月”并未让彭慧胜怨天尤人，而是更加珍惜时间与机会。后来他到美
国另一家实验室开展碳纳米管研究，对科研的兴趣与日俱增。

“我想做一流的研究，但是科学无人区很难找。科学的每个角落好
像都挤满了人，新的根据地在哪里？”在彭慧胜看来，一流的科研工作的3
个主要表现：全新的科学概念、全新的技术思想、解决领域重大的难题。

带着这样的愿景，彭慧胜回到母校复旦，继续寻找未至之境。“回到
复旦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决定，复旦很好地诠释了科学精神与人文情
怀。我在这里跟很多老师交流探讨，不断思索，产生灵感。”同时，彭慧胜
受益于访学经历对视野的开拓，将目光投向了高分子纤维材料。

把高分子纤维制成织物，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历经
5000多年发展，高分子纤维主要还停留在防寒保暖、舒适美观等基本功
能上。彭慧胜团队致力于突破电子器件传统“三明治”结构范式，提出纤
维电子器件全新概念，带领团队解决了两根纤维电极之间电场分布不均
匀、电荷沿很长纤维器件如何快速有效传输以及活性材料和高曲率导电
纤维如何实现稳定相互作用的三个科学问题。

彭慧胜鼓励同学们，“很多时候，成功就是在你快要放弃的时候再坚
持那么一小点。自己不要放弃，同时也要鼓励别人坚持做下去。”

永葆一颗好奇心，科研灵感来源于生活

大屏幕上，一块“布料”在浸湿、刀戳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快速高效地
为手机、平板充电。这便是彭慧胜团队研发的纤维锂离子电池。

如何实现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如何与人体具有相容性，这是团队探索
的两大难题。在此之前，国际上从未报道过相关成果。团队提出高性能的
纤维锂离子电池，在全国100多个项目竞争中成为唯一的幸运者。然而项
目启动会上，却有专家学者质疑，甚至直言：“不相信你们能够做好。”

彭慧胜迎难而上，在日常生活中不停歇思索的足迹，向自然学习，又超
越自然。有一次，他看到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满墙爬山虎，拔下来察
看，得到启发。孔道结构是实现重要生物功能的普适策略，适用于一系列高分子凝胶电
解质体系。纤维电极与高分子凝胶形成紧密接触的界面，保持良好的稳定性，从而使纤
维聚合物锂离子电池性能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实现更高的能量密度、更高的功率密度、
更高的安全性。

织物显示技术已成为战略发展方向，彭慧胜笑言：“再过半年，我们有望实现彩色的
动态显示，也许未来我们能在衣服上看电视。”在2022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化
学领域十大新兴技术中，彭慧胜团队的纤维锂离子电池和织物显示器件占据2项。

彭慧胜团队以科研成果投身产业化，并希望能形成新质生产力。

科研需要丰富想象力和解决难题的勇气

“科学前沿是无尽的，复旦要寻找更好的研究：基础研究方面，如何做出重大原创
科学发现？应用研究方面，如何做出可能影响人类发展的革命性技术？”彭慧胜认为，
学科交叉是诞生全新技术的重要方式。

彭慧胜告诉同学们，科学研究至关重要的品质是丰富的想象力和解决难题的勇
气。“复旦有丰富的学科资源，要多听讲座报告，进行跨学科交流。”

“我有一个梦想，每当被音乐打动时，我就想，应该努力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打动人心，
永垂不朽。”彭慧胜以历史学家胡宝国《将无同》的一段话为思政大课作结，与同学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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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慧胜院士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