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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才 　 仿真自动控制专家 。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出生于山东省聊城 。 １９５７ 年毕业于哈
尔滨工业大学 。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 发展了
电动伺服系统设计理论 ，开辟了研制高性能电
动仿真测试转台新途径 。 完善了系统仿真理
论 ，促进了复杂大系统仿真技术的发展 。 发展
了最优控制理论 ，推动了现代控制理论在控制
工程中的应用 。 研制成功不同类型高性能飞行
仿真测试转台 ，大型火电机组 、网控以及石化生
产过程仿真系统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
项 、三等奖 １项 ，省部级一等奖 ２ 项 、二等奖 １１
项 。 出版著作 ６ 部 ，发表学术论文 １２０ 余篇 。
２００１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 １９３２年出生在山东省聊城的一个农村
穷苦的农民家庭 。 由于家境贫寒 ，次年举家到
东北闯关东 。 父亲带着两个哥哥在抚顺煤矿打
工谋生 。由于积劳成疾 ，父亲于 １９４３ 年因痨病
不治去世 。 我的哥哥撑起了整个家 。 我是家里
最小的孩子 ，大哥长我 ２０岁 。 我对家里帮不上
什么忙 。 我家里没有过读书的人 ，都不识字 。
家里人想 ，如果我家能有个读书人 ，将来有出息
或许可能改变家境 ，少受他人欺侮 。 他们萌生
了让我上学读书的念头 。幸运的我就成了家里
唯一的读书人了 。 在日伪时期 ，家境困难的情
况下 ，我上了小学读书 。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
我清楚家里状况 ，明白家人的心意和希望 。 所

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努力学习 ，学习成绩很
好 。 好的学习成绩给家人带来安慰和希望 。

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 ，日本人投降了 ，东
北光复了 。我第一次感到我是中国人 ，不再受
日本人的欺侮了 ，中国人有希望了 。 光复后 ，日
本人走了 ，国民党来了 。 国民党没有给人们带
来安宁和希望 ，而且发动了内战 ，内战把百姓推
向了灾难的深渊 ，民不聊生 。 在那个年代里 ，家
里人仍然力图让我继续读书 ，不想前功尽弃 ，我
十分艰难地断断续续地读中学 。 在辽沈战役前
夕 ，百姓的生活无着 ，吃穿不保 ，我和母亲离开
抚顺 ，回到了已经解放了的山东聊城老家 。 老
家是农村 ，没有上学的机会 ，但在解放区里的生
活是安宁的 ，我学着干农活 。 在解放了的农村
老家的一年多的劳动生活 ，锻炼了自己 ，也使我
明白了许多道理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才能
引领我们走上安宁富裕的路 。

辽沈战役结束后 ，抚顺解放了 。 解放后的
抚顺人民生活好了 ，哥哥们的工作有了着落 。
哥哥又把我和母亲接回了抚顺 。 回到哥哥的身
边 ，一家人团聚了 。 解放后的学校 ，读书不要
钱 ，而且还有助学金帮助贫困家庭学生上学 。
我又回到了学校读中学 。 自此以后 ，我的学习
生活一直到大学完全是靠共产党 ，靠人民助学
金的资助继续下来的 。 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牢
固的信念 ：共产党好 ，共产党让我家人团聚 ，共
产党和人民供我上学读书 。 我感谢共产党 ，我
热爱共产党 。 妈妈天天自言自语地唱说共产党
的好处 ，共产党让我们吃上了大米 ，白面 。 共产
党让我们家人团聚 ，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

共产党号召我们好好学习 ，学好本领建设
祖国 。 这也是家人的希望 。 我决心好好学习 ，
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报效党和人民 ，报效我的
家人 。

１９５１ 年 ，我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 我的
家境条件虽然有助学金的资助 ，仍然是很艰苦
的 。 那时连用纸和笔都是很节俭的 ，能有支钢
笔就算很奢侈了 ，更别说手表了 。 吃穿都要精
·９５１·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王子才

打细算 ，节衣缩食 ，好攒钱去买书看 。 艰苦的环
境催人奋进 。 在艰苦的环境下 ，人们都会萌生
奋力改变自己环境 、创造向往的未来的信念 。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了六年书 。 第一年
是在预科学习俄文 ，为后来本科直接接受苏联
专家俄文授课打基础 。 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
候 ，苏联专家在哈工大帮助建立了我国第一个
自动控制专业 。 我随苏联专家读完了自动控制
专业的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 ，于 １９５７ 年毕
业 。 我毕业时 ，从入学时的 ２５ 名同学只剩下了
１９ 名同学 。 当时的大学对学生的学习要求是
很严格的 。 每年都有因学习成绩达不到要求而
被淘汰的 。 严师出高徒 ，当时哈工大和全国大
学一样 ，在要求严格 、功夫到家的校训下 ，培养
了一批基础扎实 、务实肯干的科技工作人才 。

从中学到大学 ，再到研究生毕业 ，一个由党
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 ——— 我 ，毕业了 。 那
个国家不富裕年代的艰苦环境造就了我们这一

代人的奋斗精神 。 哈工大的要求严格 、功夫到
家的教育过程 ，以及苏联专家的理论联系实际
的治学作风培育了哈工大人的扎实基础和务实

的作风 。
毕业后 ，我留校工作 。 一直在自动控制专

业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 历任助教 、讲师 、副教
授 、教授 。

１９５８ 年 ，哈工大由原隶属机械工业部 ，改
属国防科工委 。 学校逐渐转向为国防工业服
务 。 １９５９ 年 ，我被派往南京军区参加科研工
作 ，从事歼击机的起落控制系统的研究工作 。
和南京军区的同志们一起研制成功了歼击机返

航着陆刹车控制系统 。 如果说我在大学里学到
了理论知识 ，参加了实验 、实习 ，是一次完整的
学习过程 ，那么在南京军区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
是我第二次学习过程 。 在这个过程里 ，我学到
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 这就是如何理论结
合实际地解决具体工程问题 ，也就是工程科学
技术问题 。 理论很多情况是在比较理想的情况
或某些假设条件下形成的 ，直接用于工程实际

中 ，要做很多工作完善它才能成功应用 。 实际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五花八门 、各种各样的 ，在
教室或实验室里是意想不到的 。 歼击机的返航
着陆系统是直接与飞行员的生命攸关的 ，要考
虑的问题必须周密 ，必须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
结合实际工程问题 ，再创造 ，才能成功地实现歼
击机的安全着陆控制 。 我在实际工作中体验了
理论指导实践 、实践再来丰富理论的过程 。 对
于一个人来说 ，参加的每项工作 ，既是工作 ，也
是一次学习 。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 ，又一次学习
过程 、成长过程 。 学习是成长的过程 ，工作是再
学习的过程 ，是再创造的过程 。

１９６０ 年以后 ，回到哈尔滨 ，在学校从事教
学科研工作 。 这时中苏关系紧张 ，苏联撤回了
全部在华专家 ，连预计派专家来华的讲学计划
也撤销了 。 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
难 。 这使我真实地意识到 ：世上没有救世主 ，不
能依靠上帝 ，不能依靠所谓的援助和施舍过日
子 ，一切要靠自己 ，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建设我
们的国家 ！

“文化大革命”来了 ，“文化大革命”不让我
们工作 ，只许干“革命” 。 “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
不理解 ，成了逍遥派 。 倒也逍遥 ，但回想起来 ，
我们这些人耽搁了十几年 ，十几年啊 ，这是多么
宝贵的时间啊 ！ 如果那时候能有像现在这样的
环境 ，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 ，会全力奉献我们
一切 ，创建自己美好的家园的 。 “四人帮”如果
不让我们浪费这么多时间 ，我们国家不是会比
现在更好 、更强大吗 ？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全国人民又一
次解放了 ，迎来了中国的第二个春天 。 我想应
该在这个春天里 ，奉献出我的一切 ，为祖国的建
设添砖加瓦 ，抢回失去的时光 。 我开始指导研
究生 ，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 ，同时进行控制
理论的应用研究工作 。

７０年代开始形成了现代控制理论 。 航空
航天高技术领域 ，需要先进的控制系统设计理
论和方法来设计 、研制高性能的飞行器 。 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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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控制理论和实际工程应用之间有相当多的问

题没有解决 ，限制了它的应用 。 这也是我在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０ 年从事科研工作所历经的问题 ，需
要我们这些从事技术应用的人员作理论和实际

应用相结合的工程科学研究 。 我结合飞行器最
优降高控制进行了最优控制理论应用的研究 ，
提出了工程上能够实现的次时间最优控制理论

方法 ，解决了飞行器快速降高的最优控制问题
和平台快速初始对准的问题 ，为现代控制理论
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做出了贡献 ，获得了国
防科技奖励 。 这是“文化大革命”后 ，我自己非
常满意的第一项研究工作 。

１９８５ 年我曾去日本上智大学做客座教授 ，
与市川邦彦先生合作 ，进行了自适应 、最优控制
方向的合作研究工作 。 我在日本的体会是 ：我
们的理论研究水平 、实验条件都不比他们差 ，所
差的是我们的经济条件 。 经济条件虽差 ，但是
如果我们有一种精神 ，我们会做出不比他们差
的成就 。中国人是有能力的 ，国外有的我们也
一定会有 ，只要我们努力 ，我们会跻身于世界先
进行列的 。 我回国后也一直向学生们宣传这个
观点 ，激励他们 。

借鉴国外经验 ，８０ 年代我国国防工业拟定
了仿真技术的十年规划 。 发展仿真技术 ，以期
低成本 、低风险地加速发展我国武器系统的研
制进程 。根据这个计划 ，国家相应部门开始编
制仿真技术发展规划 。 我参与了国防科工委的
仿真技术发展实施规划工作 。 我体会到 ，半实
物仿真系统的非标准仿真测试设备是关键设

备 ，其中很多关键技术国内尚未解决 ，很多关键
设备依赖进口 ，受制于人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
很难在近期把仿真技术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 。
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 ，利用我们的优势 ，在仿
真技术 、仿真设备研制方面为国家实现四个现
代化 、为国防工业发展做出贡献 。

１９８７ 年 ，我带领一班年轻人组建了哈工大
控制与仿真中心 。 十几年后的今天 ，哈工大仿
真中心 ，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的基地 ，为国内许多重点工程提供了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仿真测试设备 。

９０年代初期 ，我国大型单元机组（２００ MW
以上）发电设备投入运行 ，这需要先进的仿真系
统培训使用新装备的操作人员 ，进行运行过程
的优化研究 。 国外先进国家早在 ７０ 年代就应
用了仿真系统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国内这方面
的需要主要依靠进口 ，价格昂贵 。 历史的经验
教训告诫我们 ，我们应该靠我们的双手创造我
们需要的一切 。 我曾为此去国外考察过相关的
技术 ，在美国的一家公司 ，看到许多工作人员是
中国人 。 中国人在那里能造出仿真系统 ，我们
中国人也能在自己的国家造出先进的仿真系

统 。 中国人能造出原子弹 、导弹 ，还有什么不能
造出来的呢 ！

我们不要为了小恩小惠 ，或者为了去一趟
国外 ，就把人民的血汗钱送给外国人 。 我说服
了省里有关领导 ，由我带领一些年轻人承担了
黑龙江省电力局富拉尔基发电总厂的 ２００ MW
发电机的仿真系统的研制任务 。 于 １９９３ 年造
成国内第一台分布式发电机组仿真系统 ，并投
入使用 。 此后相继为大庆热电厂等单位建造了
仿真系统 。我们不但为国家建造了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的仿真系统 ，还在研制过程中提出了有
关复杂系统分布式仿真技术理论 ，攻破了相关
关键技术 ，提出了基于网络的分布式仿真的工
程设计方法 ，解决了数据传输 、时钟同步 、分布
式柔性智能接口系统等关键技术 ；提出了模糊
优化 、过程变量直接优化等多种建模方法 ，解决
了大型复杂系统中存在有非线性 、不确定性 、时
变性 、分布参数 、系统机理不清楚情况下的仿真
建模难题 。为我国分布式仿真系统达到工程实
用新阶段做出了重要贡献 。 这是我们将先进国
防工业技术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个成功的

范例 ，为此受到了国防科工委的表扬 ，也获得了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这期间 ，我还承担了国防科委关于高性能
电动仿真测试转台的预先研究任务 ，为建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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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电动仿真测试转台做基

础研究 、技术储备 。
拥有先进的半实物仿真系统 ，是一个国家

飞行器研制 、开发 、生产水平的标志 。 在飞行器
研制生产中 ，借助仿真技术 ，可以最大限度地降
低风险 、压缩研制周期 、节约资金 。 现代飞行器
的机动性能大幅度提高 ，在半实物仿真系统中 ，
提供反应飞行器运动环境的仿真测试转台 ，应
具有相应的动态性能 。 高性能仿真测试转台就
成为了半实物仿真系统中关键设备之一 。为了
遏制我国飞行器研制 、开发能力 ，发达国家对我
国禁运高性能仿真转台 。因此要靠我们自己的
力量来研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性能仿真转

台 ，就成了当时技术发展的急需 。
传统的电动仿真测试转台的驱动方式 、控

制方法限制了转台的性能提高 。首先必须在驱
动方式 、系统结构 、测量及控制方法上有新突
破 ，才有可能建造高性能电动仿真测试转台 。

在预研工作中 ，针对我国飞行器研制生产
的特殊要求 ，以及电动仿真测试转台的特点 ，我
们完成了基础研究任务 ，提出了适应不同型号
多用途的电动仿真转台的结构 ，突破了一体化
控制测量的关键技术 ，发展并完善了伺服系统
的设计理论和控制方法 。 这些研究工作 ，支持
我们于 １９９５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交流力矩
电机驱动的高性能电动仿真测试转台 ，相继在
近十多年的时间 ，研制成功了国外也未见报道
的我国第一台水下仿真测试转台 ，我国第一台
超大规模的雷达仿真测试转台 ，我国第一台
五轴电动仿真测试转台等等 。 到目前为止 ，已

为国家研制成功各类电动仿真测试转台 ６０ 多
台套 。 这些设备的研制成功 ，支持了国家重点
工程的建设 ，支持了国家 ８６３ 研究计划 ，打破了
国外对我国的禁运封锁 ，促进了我国飞行器研
制生产的发展 。 这方面的工作获得了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的奖励 。

我很高兴拥有一个团队 ，这是一个团结的
团队 ，奋发向上的团队 。 我所取得的成就都是
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晶 。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
的 ，团结才有力量 。 团结的团队将会凝聚巨大
的力量 ，做出更辉煌的事业 。

我是党和人民培育成长的知识分子 ，我学
成毕业后曾立志努力工作报答党和人民 ，报答
我的家人 。毕业后的 ５０多年 ，我在教学和科研
的第一线走过来了 ，在勤奋的工作中走过来了 ，
我无悔地为党和人民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党
和人民给了我太多的关怀和支持 ，我将不遗余
力地继续走下去 。

今天的环境是提倡科学发展观的环境 ，是
提倡以人为本的环境 ，是提倡和谐发展的环境 。
这是一个培育科学发展的环境 ，是培育自主创
新的环境 ，是大展雄才的环境 。 这是我国从
１９５６ 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时人们所向往的环
境 ，是科技工作者播种发育的环境 。 这是中国
人的又一个春天 。 在这个环境里 ，任何人的努
力都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 让我们用辛勤劳动培
育出的果实装点我们的祖国吧 ！

２０年后的中国规划蓝图是多么诱人啊 ，让
我们共同努力去创造这美好的明天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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