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与实践的传播者——访贾磊院友 

人物名片:   

1959 年 11 月生，山东济南人。1990 年 9 月考入浙江大学自动化专业，

1993 年 12 月博士毕业。英国利物浦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访问学者，山东

大学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山东

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国家基金委自动化领

域会议评审专家，国家“863”自动化领域评审专家,国家奖评审专家；目前担

任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自动化学会理事长。 

贾磊教授在浙江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多次出国访问，后来到山东大

学继续自己的科研和工作；承担并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 863

计划项目，国防重点研发计划。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二等奖 5项。

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论文 100 余篇。 

  

    追忆往事似水年华 

    借着建校 120 年校庆的机会，我们寒假社会实践团队有幸采访到了贾教

授。 

谈起当年上学的时光，贾教授说到，他是 78 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而且和现

在高考不同，考生人数高达 570 万人，最后只录取不到 30 万人，所以能考上大

学很不容易，告诫我们要珍惜大学时光；1990 年考到浙大时，他们这一级全校

只有 40 余名博士，不像现在博士这么多；由于博士人数少，他们当时宿舍都是

不同专业住在一起，所以他也认识了很多其他专业同学，接触到了其他专业同

学，也拓展了他的学术视野。 



理论为先导实践出真知 

 

在浙大求学阶段时，贾教授认为自己收获最大的是导师孙优贤院士的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他回忆起自己以前在浙大求学时，理论基础很扎

实，也发表过很多理论方面的文章，在推导控制原理中一个难题时，曾经只是

公式推导就有 30 多页，但结论很简单，只是参数的加减乘除，在工业界得到广

泛应用。《Smith 预估控制器的鲁棒设计方法》这一有效方法，后来被周春晖

教授编入全国通编教材《化工过程控制原理》一书中，也是全书中唯一由国内

学者提出的理论。 

在跟随孙院士求学时，贾教授找到了自己理论应用的地方，造纸厂的实习

过程，使他对自动控制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将自己扎实的理论应用到了

实际中，为我国的造纸技术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研究系统稳态误差问题

时，他提出了《用论域缩小逼近法消除模糊控制器的余差》这一理论，这从根

本上解决了模糊控制器难于消除静差的问题，是对模糊控制的重要贡献。 

他非常感谢当年孙院士对他的教导，使他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到了一

起，这对自己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涉猎广泛文理兼修 

作为山东大学研究生院的常务副院长，在研究生教育培养上，他认为当代

年轻人读书太少，中国年人均阅读量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是他十分担忧的一个

问题。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是人文素养极高的，文理其实是相通的，文理兼

修，方能融会贯通，从多角度、全方位的看待问题。贾教授在年轻时就养成了

读书的习惯，阅读了大量书籍，这也为他在以后的科研上拓展了视野和思路。

他鼓励我们要静下心来多读名著，还可以参加一些人文讲座，不要把时间都浪

费在网络上，读书空暇有时间可以多参加体育锻炼，丰富自己的生活。 

接近谈话的尾声，贾教授跟我们聊起了我们这些尚未走出校门的学生应该

有哪些积累，才能更好的做好科研和发展事业。他强调，作为当代的大学生，

应该要涉猎广泛，不能拘泥于本专业这一方小小天地，而是要广泛培养自己各

方面的兴趣。聊起自己的经历，贾教授说他从小就学习拉小提琴，认为音乐能

够陶冶情操，提高审美；在读小学时他被送入少体校专业培训乒乓球一年，现

在也少有同事能赢过他；而且他也很喜欢围棋，是围棋业余三段选手，在浙大

读博时还曾参加过浙大围棋比赛，获得了第二名。虽然这些经历看似和科研事

业没有关系，但懂的东西多了，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自然会触类旁通，对

自己以后的事业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校友寄语： 

贾师兄告诫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在面对就业和深造的选择时，要

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和定位，虽然现在社会提倡“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但是创业并不是适合每个人；所以在选择时，要根据自己的性格、能力以及自



己的特点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向，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用自己的双手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笔者手记： 

采访结束后，贾师兄代表山东校友会和济南校友会对我们到来表示了热烈

的欢迎，并邀请了我院一些在济南的校友跟我们进行交流。在采访贾师兄的过

程中，贾师兄严谨的科研作风和踏实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

其谈到人才培养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模式使我们收益匪浅，在贾教授身上我们

看到了浙大的“求是”精神，这也是我们电气学子，浙大学子应该一直学习、

传承下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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