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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是成立于
()*#

年

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控制理论研究室。现在实

验室有
(+

位科研人员，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

国内自动化领域仅有的两位
,---"./0012

），
%

位成

员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两位获国际自动控制联

合会（
,.34

）三年颁发一次的“青年作者奖”
5

一位入

选我院“百人计划”。多年来，实验室不断开辟和完

善新的科研方向，成为多学科的科研群体，研究方

向涵盖了国际控制领域的主要分支，为祖国科学技

术的发展做出了骄人的成绩。

("""瞄准国际前沿，确定创新的目标

实验室在学术上瞄准国际前沿，不断开拓创

新。
#$

世纪
)$

年代后期郭雷院士接任室主任之后，

与张纪峰和程代展两位副主任密切合作，不但努力

在系统与控制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上与国际接轨，

力求做出国际一流的工作，而且以敏锐的洞察力和

超前的竞争意识，关注系统与控制新的应用领域及

高科技对系统控制的新需求，与时俱进，努力开拓

新方向，扶植新的生长点。

复杂性科学近年来成为国际上多个学科的一

个聚焦点，基于复杂性科学与现代控制理论的复杂

系统的干预和适应已成为实验室一个新的研究重

点。另外，实验室的领导鼓励年轻科研人员敢于破

常规，闯新路。谢亮亮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自适

应控制等方面做出了相当出色的工作。在美国做博

士后期间，他了解到网络信息论可望成为信息时代

的核心理论，他毅然放下熟悉的方向，开始了新的

攀登。经过一年多的寂寞苦战，终于在新方向上做

出了可喜的成绩。席在荣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期间

研究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在重要国际杂志上发表

了四篇论文。当他注意到量子控制在量子计算机、

纳米技术等近代科技发展的潜在作用，便投入大量

精力，开始了量子控制理论的研究。鼓励年轻人，立

足国内，走向国际，瞄准国际前沿，开拓新方向，是

实验室科研之树常青的保障。

２ 不以论文篇数“论英雄”，强调创新的质量

为鼓励青年学者打破陈规，开拓新方向，解决

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实验室努力创造宽

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顶住社会上急功近利等浮躁作

风，以研究成果的实际水平和国际影响为标准，而

不以论文篇数“论英雄”。

青年研究员姚鹏飞在弹性算子的平方根表示

方面做出许多出色工作之后，为了解决更有意义和

更困难的国际难题，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研究方

向，结合控制问题钻研黎曼几何。在将近两年的时

间里，他没有写一篇论文，但却做了上千道练习题。

最终，他成功地用黎曼几何方法解决了非均匀材料

弹性系统边界控制的一系列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

难题，在国际上得到同行广泛赞誉，并于
#$$#

年获

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

在这样的创新氛围下，才能安心从事这种需要较长

时间投入的创新性研究。

在这种创新氛围中，实验室人才迅速成长，新

成果不断涌现。这个仅有
(+

位科研人员的实验室

承担了国家“
)&%

”、“
6*%

”、“攀登计划”等许多重要

科研项目，做出了大量国际上有影响的科研工作。

例如，在国际控制界影响最大的学术杂志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美国）上，国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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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历年发表的“大文章”（
!"#$%&'&()

）总共有
*+

篇，

而该室研究人员就占了
*,

篇，许多研究成果得到

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例如，郭雷在自适应控制

方面的工作被国外专家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称为

“辉煌的成功”、“主要突破”、“最重要的结果”；姚鹏

飞关于边界控制的黎曼几何方法被称为“重要的原

创性工作”。

-%%%领导率先垂范，树立创新的榜样

开拓创新精神是实验室的传统，是实验室所有

研究人员的自觉要求，也是实验室赖以生存的生命

线。郭雷在这方面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郭雷
-.

岁出头时就在学术上享誉国内外，并

且多年来一直保持高度活跃的创新状态。
/00-

年，

郭雷就因解决了 “自校正调节器的收敛性”这一国

际控制理论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著名难题而获国

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三年颁发一名的 “
12"3456"782)5

9):;<

”。
=00>

年他又因在随机系统的自适应控制和

递推辨识领域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

突破性重要成果，当选为美国
?@@@5A($$2B

。
=000

年，应邀在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世界大会上做
=

小

时大会综述性报告，获得了国内外同行广泛赞扬。

几年来，他不为已有的成就所束缚，在复杂系

统控制和复杂性科学这一基本上全新的未知领域

里，表现出无畏的勇气和开创精神。他的主要兴趣

并不是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而针对工程技

术与自然界中的重大系统与控制科学问题，在从哲

学层次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

创新的科学理论。在近几年的科学探索中，他提出

了定量研究“反馈机制的最大能力与局限”这一基

本科学问题的理论框架，并与合作者一起发现了若

干典型情形下，反馈能力的“临界值”和“不可能性

定理”。这项工作对在深层次上理解和设计“复杂系

统的智能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得到了许多国际著

名专家的高度评价，被同行认为“将开创一个新的

方向”，有关工作于
C,,*

年被邀在四年一度的国际

数学家大会上做
DE

分钟报告。郭雷带领的（由实验

室年轻人组成的）研究团队于
*,,*

年被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优秀创新群体”。

D555加强学术交流，开阔创新的眼界

实验室的学术研讨会常年不断，多年坚持每周

有四、五个平行进行的讨论班。报告会上气氛始终

十分活跃，不管报告人有多大权威，都会有许多插

话和质疑，这成为实验室的一个特色。许多新思想、

新成果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研讨和辩论中产生的。

实验室特别鼓励年轻人在博士毕业后出国访

问一段时间，而室里的所有科研人员也都有多次出

访的经历，这使他们开阔了眼界，更有可能开拓出

新的研究方向，发展新理论，从而防止因袭守旧和

近亲繁殖的现象。例如，洪奕光研究员从事非线性

系统控制研究，曾于
=000

年获得国际自动控制联

合会颁发的“青年作者奖”。他近两年在美国进修期

间，将研究重点又转向通讯与信号处理领域。谢亮

亮在美国作博士后研究期间，从他所熟悉的自适应

控制领域转入“网络信息论”及其“基于网络的控

制”的研究，以适应现代通讯网络这一高新技术发

展对控制理论的要求。

实验室的许多同志在国际学术组织中十分活

跃。全室有
=-

人次在不同的国际杂志或系列丛书

中任编委。例如：陈翰馥和郭雷分别于
=00+

年和

=00>

年当选为美国
?@@@5A($$2B

，他们是目前大陆

自动化领域仅有的两位
?@@@5A($$2B

。郭雷还于

*,,*

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任国际自动控制

联合会
F?A6GH

系统辨识委员会主席
I/000

—
*..*H

。

陈翰馥任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
I?A6GH

技术局成员

I/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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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 （
?A6G

）执委

（
*..*

—
*..E

）。他们还先后被选入国际控制界主要

杂志之一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的“最佳论文奖”评委。陈翰馥

院士由于“在
?A6G

的主要领导位置上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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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

年
?A6G

颁发

的“杰出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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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用自己的工作和努力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该实验室连续
**

年负责组织每年一次的 “中

国控制会议”，并主办过许多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如

=000

年的
?A6G

世界大会，
*,,*

年的 “复杂系统的

干预与适应”高级国际研讨会等。该实验室被认为

是代表中国控制理论领域在国际上竞争的核心力

量，它将国内一大批控制理论学者团结在自己周

围，影响着中国系统控制科学研究的发展。

（相关图片请见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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