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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0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近日

荣获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科协等部门联合

授 予 的 2022 年 北 京“ 最 美 科 技 工 作 者 ”称

号。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接受采访时平易

近人，会滔滔不绝地讲故事，还会乐呵呵地

问记者：“我是不是又成话痨了？”

江亿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

任，2001 年成为我国暖通空调领域的第一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调节一屋冷暖，是他的事

业，也是关系全球气候变化与未来能源革命

的大事。

一线是做科研的根

务实笃行是江亿院士的鲜明特征。在

他的科研履历里，有北京人民大会堂、故宫

博物院等大型重点建筑的空调系统工程，也

有接地气的苹果、白菜储存保鲜设计。

“我不是走学院派道路的，我深受工人

农民影响。”江亿的科研风格与他青少年时

期的经历密切相关。

江亿 1952 年出生于北京，学生时代在天

津读书。1969 年年初，他去了内蒙古四子王

旗半农半牧区插队。“我父亲是数学教授，因

为耳濡目染，我从小特别喜欢数学。如果按

部就班上学，可能就去读数学系了。”

江亿在内蒙古农村待了 4 年半。那时，

共有 7 个天津小伙子在村里插队，白天干活，

晚上拿着书本学习讨论，想着怎么把农村变

好。“我在那里真正认识到中国社会、中国老

百姓是咋回事。现在教给孙女的好多谚语，

还是那时跟当地老乡学的。”江亿说。

1973 年，江亿在村里入了党，被推荐参

加“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的一次高考，进入

清华大学建工系暖通专业学习。

暖通是建筑的组成部分，包括供暖、通

风、空气调节三个方面。最常见的是建筑里

的采暖、空调等设备。清华大学暖通专业创

立于 1952 年，恰与江亿同龄。这个专业不是

他填报的志愿，而是国家分配。江亿从此在

暖通专业深耕了一辈子，他笑称这是“先结

婚后恋爱”，又“白头偕老”。

从 1973 年 10 月至 1974 年 4 月，江亿在清

华大学校园里只读了半年书，老师就带着同

学们一起下了工厂，在各种工程实践中学

习，广泛接触社会。老师工作之余拎着块小

黑板，在宿舍里给十几个学生上课，是江亿

记忆中最常见的课堂景象。

“过了一两年，我豁然开朗，工程问题我

似乎都会了。”江亿说，跟工人师傅们贴心交

流，让他收获很大。“那时没有考试，同学们

直接用刚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生产问题，学

习动力很强。”

1978 年 10 月份，清华大学恢复研究生招

生，江亿回校应考。之后几年，他先后获得

清华大学热能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毕业

后留校任教至今。

回顾青少年时代那段曲折的求学经历，

江亿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受益终身。

2007 年，是江亿本科毕业 30 周年，同学

们在清华大礼堂开会，看到会场标语上写

着“ 人 民 送 我 上 大 学 ，我 上 大 学 为 人

民”，很多人流下热泪。“就是这句话

鼓励我们上大学、参加工作。要做

点实实在在的事，才能对得起老百姓。”江亿

说，后来这么多年做研究、教书，始终没离开

一线，“那是家，是根底，要定期去农村转转，

心里才踏实”。

理论和应用相结合

沉到一线，为江亿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坚

实基础。“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

基础理论弄明白了，能找到破解工程问题的

关键；工程问题解决了，能加深对基础理论

的理解。”江亿说。

40 年前，还在读博士的江亿参加了由山

西省农科院主持的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

目“苹果的产地储存技术”，负责热环境原理

研究及性能优化。当时农村没条件建冷库，

苹果的储存期不长，存久了就不脆了，卖不

上价。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江亿坐火车去农

村调研测试，常常买站票来回。

借鉴农民打窑洞存苹果的土办法，江亿

团队研究出“土窑洞+自发式气调技术”——

打出几十米的窑洞，再修一条通风道，通过

控制窑洞内外空气的流通来调节洞内温度，

让温度常年控制在 0 摄氏度至 6 摄氏度。不

耗一千瓦时电，头年秋天收获的苹果存到窑

洞里，来年 5 月份拿出来吃还是脆甜的。“农

民的劳动果实存到春节再卖，1 斤可以多挣

2 角钱。”江亿说。

苹果储存是江亿早期的科研工作，但节

能环保的理念贯彻他的一生。他是人工环

境工程学科的倡导者之一，该学科旨在节省

能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为人类创造各种适

宜的室内热湿环境。围绕此目标，江亿组建

了一支研发团队，开展建筑节能领域系列研

究，系统参与了该学科基础理论、基础方法

的建立和发展，完成了多项核心技术研发，

直接主持了百余项人工环境工程项目。

江亿建立了建筑热过程的“状态空间”

模型，率先提出热过程随机分析概念和方

法；提出热湿环境分析的热学新概念和新方

法，为找到新的节能系统形式和设备方式探

索出新途径；提出一系列供热空调系统控制

调节方案和在线故障诊断方法，应用于北京

人民大会堂等 200 多个工程；提出城市热电

联产供热兼顾电力系统削峰填谷的运行方

式，对城市能源系统有重要参考价值。

2001 年，49 岁的江亿凭借在建筑热环境

模拟分析、地铁热环境仿真与控制、热网调

节与优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

2003 年北京非典型肺炎肆虐，江亿带领

团队进入疫情重灾区——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现场实测，分析研究病毒传播规律，率先

为应对疫情区域的通风空调系统安全运行

指明方向。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室

内环境安全引起重视，他第一时间牵头成立

了“中国制冷学会抗击新冠肺炎专家小组”，

为有效抑制病毒在空气中传播献计献策。

“建筑节能在过去是个不起眼的行当，

是配角，现在随着节能环保理念的深入，我

们成主角了。”江亿感慨道，入行 40 多年，从

解决吃得好到解决住得健康舒适的问题，再

到改变能源结构，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问

题，这既是一个行业水平的提升，也是国家

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体现。

推广实用节能技术

作为一名在国内完成本硕博教育的“土

专家”，在面对节能领域的“洋技术”时，江亿

有着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强大自信。

是 发 达 国 家 建 筑 能 耗 高 ，还 是 中 国 建

筑能耗高？“每平方米建筑耗能，中国是美

国的 40％。”江亿介绍，这个数据是其团队

做了 3 年中美校园建筑节能排放对比研究后

得出的结论，中国选的地点是北京清华园，

美国选的则是与北京气候接近的费城。出

现这种结果，是由于发达国家室内温度冬天

调得太高、夏天调得太低，并且 24 小时长开

不关造成的。

建筑节能常以采用了多少项先进节能

技术为指标，却少有人关心实际用能数据。

江亿曾多次公开批评那些看似时髦却不实

用的节能技术。

“中国应该走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建

筑节能技术路线。在节能环保方面，我国不

但重视科技，还尊重自然，这代表了一种先

进文化。”江亿说，未来能源之路，应该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

面向未来，江亿期待在全国推广“光储

直柔”技术。光储直柔是在建筑领域应用太

阳能光伏、储能、直流配电和柔性交互四项

技术的简称。光储直柔是发展零碳能源的

重要支柱，有利于直接消纳风电光电。

目前，江亿院士团队已在山西省芮城县

开展能源革命技术示范工作。他们通过实

际调研发现，一个经典的北方农村院落，住

房、粮棚、库房等总面积为 300 多平方米，屋

顶可装 28.3 千瓦光伏发电设备。中国农村各

种建筑物屋顶总面积为 200 多亿平方米，可

装 20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设备，一年发电能力

接近 3 万亿千瓦时。农村屋顶光伏利用在未

来零碳社会将属于重要资源。

江 亿 理 想 中 的 未 来 农 村 将 彻 底 电 气

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一户投资 6 万元

至 8 万元安装光储直柔系统设施，做饭、采

暖、制冷、农机、汽车等用电都可免费获得，

一年余电销售收入可达 7000 元至 8000 元。

一屋冷暖，干系环球凉热。实现“双碳”

目标，在江亿看来，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

之路。“用零碳能源系统慢慢替代化石能

源系统，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

将 环 保 理 念 践 行 到 底
本报记者 佘惠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研究了

一辈子的建筑节能，节俭、务实是

他科研风格的两大鲜明特征，也

是他这一代科学家的共同特点。

俭 以 养 德 。 注 重 科 技 实 用

性、花小钱办大事，是新中国成立

后出生成长的这批科学家的共

性。他们经历过贫穷生活的磨

练，深知人民和社会的真正需求，

所以能研究出不耗一千瓦时电的

苹果产地储存技术。“人到哪里都

不能忘本，作为院士，更要为国

家、为老百姓做好建筑节能这件

大事。”这是江亿院士的朴素心

愿，也是他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的思想根基。

实以求真。科学研究是最需

要求真务实的行当。一名优秀的

科学家，应当不驰于空想，不骛于

虚声，惟以求真的态度下踏实的

功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

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成。

江亿这个年龄段的科研工作者，

青年时代正逢改革开放，面临国

内外发展差距的冲击，实以求真

是他们正视差距、保持自信的思

想锚点。

一转眼，改革开放已四十多

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成长于国

力蒸蒸日上之时，不缺钱也不缺

自信，他们还需要继承老一辈科

学家们“俭以养德、实以求真”的

光荣传统吗？答案是肯定的：依然需要。

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的事业就是为人

民服务。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

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

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

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

后学的育人精神——这些科学家精神代代传

承、永不过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

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以昂扬

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投身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书写更多创新故事。

俭以养德

实以求真
佘惠敏

见 证 北 极 镇 的 红 火 日 子
本报记者 马维维

漠河市北极镇是黑龙江省最北

端的一个小镇，从哈尔滨坐火车需要

近 18 个小时才能到达。这里年平均

气温只有零下 5 摄氏度，冬季漫长，

经常因大雪封山影响出行。

“东北乡村要振兴，需要我们年

轻人回来。”文竹说。若不介绍，很难

想象 1989 年出生的她是北极镇党委

书记。

2013 年，文竹从牡丹江师范学

院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极镇洛

古河村的村官。

用东北话说，洛古河村是“一把

瓜子就嗑到头”的小村子。文竹刚来

时，村中 47 户人家中找不到一个青

年劳动力，村民大多以打鱼、种地为

生，发展乡村经济很困难。认真研究

后，文竹决定利用当地的地理优势，

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

“怎么发展旅游？能赚钱吗？我

们这个条件可以吗？”面对一连串的

问题，文竹从中感受到了村民的期

盼。“村民有强烈的发展意愿，只是没

找到发展方向。”文竹说。

文竹的想法激发了村民的致富

愿望。水电改造、环境整治、推广宣

传、礼仪培训⋯⋯就这样，文竹和村

民们风风火火地办起了农家乐。为

了方便工作，文竹在村委会里支起一

张小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洛古

河村当年人均收入就翻了一番。

如今，走进洛古河村，宛如走入

一幅精妙的写意画：群山环绕，江水

蜿蜒，灰墙白顶，木屋成片。遍布全

村的 55 栋特色民居，成了农家乐的

金字招牌。“自从村里开始发展乡村

旅游，大家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真是越过越红火！”村民于乐水

满面笑容地说。

2016 年，文竹当选为北极镇党

委委员、宣传委员。到北极镇工作

后，文竹发现随着漠河旅游业的发

展，来这里经商、务工、旅游的人越来

越多。为使游客在旅游的同时了解

先烈们的革命故事，在漠河市委的总

体部署下，2017 年 5 月 20 日，北极镇

建起“流动党员驿站”，文竹成为流动

党员驿站党支部书记兼站长。

流动党员驿站初创时只有 8 平

方米，如今已完成 5 次改造，面积约

有 200 平方米。“这里每天都吸引很

多游客前来‘打卡’，成为祖国最北端

的红色驿站。”文竹说。

“从北京来到北极镇，无论走了

多远，都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我

和儿孙都要扎红根、传红心，把这份

信仰传承下去。”在流动党员驿站登

记簿上，有超过 1.5 万名共产党员留

言。在漠河经商的共产党员张亮说，

“在驿站有自豪感、仪式感、归属感，

更有党员的使命感”。

去年，文竹担任北极镇党委书

记。上任后，文竹依托北极镇的各种

资源，打造能吃、能看、能品的旅游产

业链，使北极镇实现从传统农业向观

光农业转变。

“我们规划了一村一品、一街一

品模式，打造庭院经济，北极村新建

了主题‘花海’，在美化环境的同时，

提升了经济效益。”文竹告诉记者，今

后每年夏天来到这里，都能看到上千

平方米的“北极花海”，“花海不仅是

旅游的好地方，还是中草药聚集地，

种有寒地玫瑰、金莲花、赤芍等中草

药，将成为农民致富的新途径”。

去年，文竹获得“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称号。“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我将继续履行好党员的职责。”文

竹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一些村

里的环境卫生需要再整治，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鸡蛋直营店销路需要再

拓展⋯⋯

文竹在流动党员驿站作讲解。 （资料图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江亿院士考察场馆绿色建设指标达标情况。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