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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林

自 2022 年以来， 牵头开展新型电力系统国家级新一

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组建专项攻关团队，开展了虚

拟数字人、增强型 BI、知识图谱等 10 余个平台关键技术

组件研发，提升平台“健壮性”和对外服务能力；坚持以需

求为导向，遵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按照“聚焦

热点、疏通堵点、依托支点、形成亮点”的总体思路，组织

策划能源保供决策支持、 智能碳计量柔性服务等服务国

家能源战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电网专业管理提升的三

大类 20 余项人工智能创新应用，覆盖设备、调度、营销等

专业；以打造形成人工智能技术原创策源地为出发点，联

合高校及知名企业攻克关键技术， 组织开展了主配微网

协同调度、 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等面向新型电力系统典型

应用和人工智能平台的关键技术研究， 形成发明专利 24

项，发表核心论文 17 篇。

MARKET��INFORMATION

16

国网专版

2023-6-5���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吉丽君 制作 吉丽君 电话：

0351-�4132512

13��

王佳颖

从 事 输 配 电 及 用 电 工 程 一 线 生 产 工 作 11 年 ， 是

IEEE/CIGRE 会员、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力系统控制与保护

专业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为电力系统光学测量及应用、直

升机电力作业技术、电网三维重构技术、数字电网空间技术；

承担省部级科技项目 10 项， 依托工程实践完成科技攻关项

目 5 项， 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3.2 亿元、 间接经济效益

20.4 亿元，多项研究成果经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2 项，地市级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6 项，获得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35 项，出版专著 4 部，编写标准 5 项，发表科技论文 19 篇，

其中 15 篇已被 EI 收录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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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建

长期致力于电力芯片关键技术研究，具有 20 年的芯片

研发经验， 主持或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通用工业智能

测控终端 SoC 芯片研发及推广应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基于自主芯片的变电站高可靠性保护与监控技术” 等重

大研发项目， 攻克了高端控制芯片架构设计、 多层次安全

芯片设计、 千万门电路高端工艺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为我

国电力芯片国产化作出突出贡献； 近年来先后申报“配电

网业务资源协同及互操作关键技术”“国家电网公司 5G 重

大示范项目” 等多项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 获得发明专利

87 项，发表论文 46 篇，其中 SCI5 篇、EI29 篇；发布行业白

皮书 1 项，制定团体标准 1 项、公司企业标准 2 项、智芯公

司企业标准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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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睿

结合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工程———±1100 千伏昌

吉———古泉特高压工程的换流变压器现场试验关键瓶颈

难题开展系列研究， 成功提出了适用于现场复杂工况的

特高压 、 大容量的换流变压器特殊试验方法 ， 研发了现

场局部放电试验抗干扰成套技术、 紧凑型自动化现场试

验装置 ， 成功实施世界首例±1100 千伏换流变压器现场

特殊试验 ； 研究高压大容量绝缘管型母线设备运行可靠

性问题 ，研发了该设备设计、生产、安装 、运维全环节性

能优化技术及试验检测技术， 并立项国际标准。 刘睿还

获得公司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其他省部奖项 4 项，牵

头立项国际标准 1 项， 牵头或参与各级技术标准立项 6

项，获批专利 7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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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锐

长期致力于电力机器人技术研究与工程应用， 作为

项目负责人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科技项目 20 余

项，攻克了复杂电力场景下的机器人新型机构设计、环境

立体感知、高效缺陷检测、精准作业控制等关键技术，研

制了系列化电力机器人装备，推动了电网设备运维向“机

巡 ”为主的巡检模式 、机器人带电作业的检修模式转变 ，

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 中国专利银奖等省部级奖励

10 余项； 构建了电力机器人技术标准体系， 推动成立了

IEC 电力机器人技术委员会（IEC �TC129）和能源行业电力

机器人标委会（NEA � TC35）发布了首项变电领域机器人

CIGRE 技术报告 、 首项输电线路巡视无人机 IEEE 标准 、

首项电力机器人国家标准 ，推动了技术优势向产业优势 、

标准优势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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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波

从事变电站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巡检等领域的理论

研究与技术创新工作，作为 IEEE 智能巡检实践标准化主席，

牵头制定三项 IEEE 国际标准， 先后参与公司智能变电站研

究、变电站巡检机器人性能检测、变电站设备典型缺陷图像

识别算法集中验证等工作；QC 小组成果分别获得省公司、

省质协一等奖，QC 小组被命名为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获“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公司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2021 年中国仪器仪表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牵头

发布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行业数字孪生技术应用白皮书，获

发明专利 12 项，编制电力理论著作 7 部，牵头编制高等教育

教材 3 部，制修订行业技术标准 16 项、国家技术标准 2 项，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5 篇、EI 检索论文 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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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琼林

担任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数字电网技术委员会（中

国） 电力系统测量与仪器技术委员会电能质量分委员会主

席、国际电工协会电能质量工作组委员、国家 / 电力行业标

委会委员。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公司项目

5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公司项目 8 项。 作为第一

完成人荣获中国电力科学进步奖一等奖等省部级奖项 17 项

（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5 项）；主持制定发布国际标准 1 项、

国家 / 行业标准 5 项、其他各类标准 20 项；发表论文 50 余

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5 项，出版专著 4 本；获评中国电

机工程学会电力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

化先进工作者、河南省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国网河南电力先

进工作者与领军人才等荣誉称号；4 项科技成果实现了国网

河南电力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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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昕

长期在科研一线从事电力系统保护控制、动态模拟及

仿真、变电站二次系统技术等研究；承担国家和公司重大

科研项目多项，其中，担任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

金重点项目负责人、2 项国家 973 计划课题负责人、2 项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负责人；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公司及

以上级别科技项目 20 余项；作为组长完成公司“十三五 ”

规划大电网安全与控制保护领域的编制和 2015、2016 年公

司科技项目指南编制； 参加电网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新

型电力系统仿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中关村开放实验室、

国家电网仿真中心建设；联合继电保护知名专家率先提出

“基于电压平面的距离保护应对过负荷技术” 成功解决了

距离保护在过负荷情况下不正确动作问题，对于有效防御

大停电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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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中华

围绕变速机组机电装备国产化、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

和安全稳定运行等重点领域，开展了科技攻关，形成了“抽

水蓄能电站水机电过渡过程控制优化与安全预测关键技术

及应用”“抽水蓄能机组非稳态流固系统安全关键技术研

究”等一批创新成果；创建了“桂中华劳模创新工作室”，系

统开展了大型水泵水轮机稳定性、厂房振动机理与结构动力

特性及厂房振动测试研究，成功解决了相关技术难题；作为

技术骨干完成了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完成了中

国电力青年科技创新资助项目、水利部中国水科院科研专项

等，率先建立“流域梯级电站主设备远程监测与诊断中心”，

覆盖三峡、葛洲坝、溪洛渡和向家坝电站的相关机组，促进

了水电机组故障诊断技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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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吉然

牵头或主要参与公司科技项目 10 项、 省公司科技项目

19 项，获得省政府和公司等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 11 项，以第

一作者获授权专利 8 项，发表论文 13 篇，其中，SCI、EI 论文

6 篇，出版专著 6 部。朱吉然牵头公司配电网智能化应用及关

键设备联合实验室的建设运营，建成了电力行业首个融合仿

真平台、真型台区物联网平台和中压源网荷储平台的数字物

理真型实证平台， 为行业未来探索新型配电系统在线仿真、

“源网荷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方法验证提供

了良好研究基础，引入了中国电科院 ADM-SIM 有源配电网

混合仿真平台，建设了国内中低压故障类型最齐全的真型配

电网试验场；在配电网数字化技术方面，建设了省级配电网

图模中心， 在公司系统内首次实现了省级图模的集中管控；

在公司系统内率先建成“1+N”架构的配电网数字共享应用

中心， 创新性提出了基于智能融合终端的配电台区“6+3+2”

边缘自治技术， 研究基于变电站———台区———用户三级联调

的电压调节控制技术， 研发了系列化智能化配网科技成果，

作为主创人员牵头起草电力行业技术标准《配电自动化验收

技术规范》，牵头公司企业标准《配电自动化终端状态评价技

术导则》，牵头的重大项目“城市智慧配电网物联化提升供电

能力关键技术及装备”经专家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得

2021 年湖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未完待续）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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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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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峰

黄奇峰是智能量测与用电技术专家。 二十多年来，他致

力于电能计量、 量测感知、 网荷互动等技术研究及工程应

用，主持发明国家工频高电压全系列现场标准装置，研发成

功国内外规模最大的新一代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主持建成

公司首个大规模用户与电网供需互动工程， 为公司量测基

础设施建设与供需互动技术进步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