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聆听赵智大教授讲述浙大高电压技术学科的创立与发展——访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校友赵智大 

人物名片： 

        赵智大， 1 9 3 0 年 8 月生，浙江临海人，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

授。 1 9 5 2 年浙江大学电机系本科毕业， 1 9 5 5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高电压

技术专业研究生毕业。曾兼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电压技术专委会委

员、直流输电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电力学会常务理事，全国

高校电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高压组组长，国际电气电子工

程师学会（ IE E E）高级会员并曾任其上海支会（ IE E E / S S）副主席、主

席，国际发输配电协会（ IA E G T D）理事，国际大电网会议（ C IG R E）

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长期从事高电压技术和高压交、直

流输电技术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承担并主持多项国家攻关项目和重大

课题的研究。曾获优秀教学奖、研究生优秀导师奖、优秀论文奖、电

力部科技进步奖等奖项。他还是《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问题》、《直

流输电》、《高电压技术》等七部论著和国内外发表的 8 0 余篇学术论

文的作者、合作者或译者。  

 

       2 0 1 9 年 1 月 2 5 日下午，由浙江大学高电压技术方向的全体研究生

们组成的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赴浙江省杭州市 “讲述浙大高电压的故

事 ”寒假社会实践团有幸拜访了我国第一批高电压技术专业研究生，我

国高电压技术学科开创与发展重要参与者之一，浙江大学高电压技术

学科与高电压实验室的创始人赵智大教授。赵老师如今已年近九旬，

依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在近三个半小时的访谈过程中，实践团的

同学们围坐在他周围，聆听他讲述这一学科近 7 0 年来在我国、我校的

发展历史。虽然我们都已是这一学科的研究生，但对于这段历史，我

们其实了解得还不多。在拜访赵老师之前，我们心中曾有过许多这方

面的问题，诸如高电压技术学科在中国和浙大是怎样开创和发展起来

的？在这个过程中曾遇到过哪些困难和问题？先辈们是如何克服这些

困难、解决这些问题的？取得过哪些重要成就和进展？怀着对历史的



敬畏之心与作为接班的青年一代的历史使命感，根据赵老师的口述，

我们秉承求是精神，竭诚用文字记录下这段珍贵的史实。  

 

肩负重任  刻苦攻读新专业 

      高电压技术在国外的发展始于 2 0 世纪初期，而到世界上出现  2 2 0  

k V  以上的超高压输电线路后，它迅速发展为电气工程学科的一个重

要分支。它的发展过程始终与大功率远距离输电的需求密切相关。这

一学科在我国的创始和发展起步较迟，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我国电力

系统中还没有额定电压等于  2 2 0  k V  的输电线路，在全国高校中也都

没有开设这方面的专业或课程。解放后，百废待兴，亟需先发展电力

工业，也就带动了高电压技术学科的创立和高压人才的培养。教育部

为此在选派三名留学生赴苏联攻读高电压技术专业的同时，也从列宁

格勒工业大学聘请斯捷凡诺夫教授来华培养研究生，以解决各高校创

设高压专业或高压课程的师资问题。在苏联教授于 1 9 5 3 ~ 1 9 5 5 年来哈

工大工作期间，一共招收了九名研究生，浙大选派的是 1 9 5 2 年刚毕业

留校任教的赵智大老师，其余八名研究生分别来自清华、交大、华中

工学院、南京工学院、成都工学院等校。由于大家原来都是学英语

的，所以到校后首先要从零开始强化学习一年俄语，要求基本上达到

读听说写四会的要求，以适应后续学业的需要。这是一个艰难的任

务，大家都得全力以赴，不休节假日，有些同学来到哈尔滨一年后都

还没有到过任何一个景点。赵老师说，在最后几个月，有几个寝室甚

至还规定，大家不准讲中文，一律用俄语交流。  

     在苏联教授到校后，即开始专业学习，除了听他讲授的主修课程

外，他们都还要自学补修几门相关课程，用的也都是苏联教材。此

外，还要完成两门课程设计和最后的毕业论文，所以任务是相当繁重

的。  

     赵老师还特别提到整个学习阶段中有两件受益匪浅的事： “一是安

排我们多次下厂参观、实习，有时还会抽我们以翻译的身份陪同苏联

老师到一些电力单位和电工设备制造厂去参观、考察、指导技术改

进，这些都大大有助于增加我们的生产实际知识，对此后的教学、科

研都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是终生受益。二是这位苏联老师特别重视



实验环节在高压课程学习中的作用，因此要求我们要随时随地认真观

察、收集、学习与高压实验室和高压试验设备有关的资料、照片、图

纸，这一要求对我们后来回校创建学科和高压实验室的帮助也是极大

的。 ”  

     九名研究生在完成毕业论文结束三年学业后，均返回原校工作，

后来大多成为这些高校的高电压技术学科创始人或骨干。  

 

艰辛创业路 

       1 9 5 5 年 8 月，赵老师结束研究生学业后，即返回浙大工作。  

     世界各国在高压人才培养方面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大学本

科开始就设置有高电压技术专业（例如苏联和东德等欧洲国家）；另

一种是在大学本科阶段不设高压专业，只为电力专业或电工制造专业

的本科生开设一门 “高电压技术 ”课程（包括教学实验），只有在研究

生阶段才有高压专业或专门化。长期实践表明，这两种培养模式各有

优缺点。  

     我国在上世纪 5 0 年代只有哈工大、清华、上海交大、西安交大、

华中工学院等五所大学采用第一种模式，我校采用的则是第二种模

式，即本科没有设置高压专业，因此在教师编制和实验室经费上，都

存在很大的限制。这决定了赵老师回到浙大后的创业经历必将是一个

艰辛的过程。好在很快就有葛邦显、黄廉贞两位实验员来校工作，分

担了许多实验室建设和指导教学实验的工作， 6 0 年代以后又有叶蜚

誉、张守义老师先后来校工作，也先后分担过某些高压组的教学工

作，但因他们都另有主要工作岗位，因此高压组的专责教师编制问题

一直存在，赵老师当时要为 “发电厂电力网电力系统 ”专业和 “电机与电

器 ”专业的本科生讲授 “高电压技术 ”、 “高电压技术专题 ”课程，还要为

浙大高压实验室的建设、试验设备的自制、一个个教学实验的设计与

开出，付出精力，有些年份还要指导选做高压课题的本科生完成毕业

设计。  



     当时在经费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因为成套高压试验设

备的价格大多都很昂贵，所以往往不得不采购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来

自制设备。  

     这些史实让我们采访组的每一位成员均有感于前辈老师们艰辛创

业之不易。  

 

科研转向  协助推进直流输电新技术 

       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教研组已故戴熙杰教授的创议和推动下，我

校是全国最早开展直流输电科研和招收这方面研究生的高校。上世纪

8 0 年代初期，我校即组建了一个以戴老师为首的 “直流输电科研组 ”，

积极投入我国第一个直流输电工程（舟山工程）的设计建设以及设备

研制的攻关任务，并获得卓著成果（先后获得 “机械电子部科技进步特

等奖 ”、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成果一等奖 ”等奖

项。）  

     随着我国直流输电工程的额定电压即将跨越式地提高到 ± 5 0 0 k V，

赵老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决定将高压组的科研方向从交流输电

转到直流输电中的高压问题上来，以配合 “直流输电科研组 ”的工作，

先后承接并完成了 “直流电晕派生效应的影响因素 ”、 “ H V D C 输电用可

控硅阀的冲击高压试验 ”、 “葛洲坝至华东 ± 5 0 0  k V 直流输电工程架空线

路与换流站的过电压防护及绝缘配合 ”、 “ H V D C 输电工程大地回路和

接地极设计 ”等研究课题，赵老师还参加了戴老师组建的直流输电四人

讲师团，与戴老师和吴国炎、赵礼生老师一起为电力部、国家电网、

各省市电力局和设备制造厂举办了各种直流输电培训班、讲座数十批

次，还合作编写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直流输电》专著。  

 

退休人未休    余热献祖国 

     赵老师于 1 9 9 3 年底退休，他退休后还做了两件事：  

（一）  

     1 9 8 7 年时，赵老师被推荐担任全国高校电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兼高压组组长。该委员会还决定由他担任主编，并请清华大学

张仁豫教授、西安交大邱毓昌教授、湖南大学刘炳尧教授参编，把他

们在这一领域的治学积累、领悟心得、教学经验凝聚起来，合力编出



一 本高 压精 品教 材， 作为 教指 委 的推 荐教 材出 版。 但由 于 赵老 师在 退

休前，工作过于繁忙，直到退休后才可能着手来做，后来这本《高电

压技术》第一版于 19 9 9 年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立即受到各高校的

欢迎和广泛选用。到 2 0 0 5 年，我国开始大规模启动特高压交、直流输

电的工程建设，赵老师决定在 2 0 0 6 年问世的第二版中及时增加一篇，

介绍新输电方式（直流输电和特高压输电）所推进的高电压技术，从

而使本书成为在国内外已出版的同类教材中首先全面涵盖高压 /超高压 /

特高压交、直流输电中的高电压技术问题的一本，这一创新性尝试得

到众多高校和电力、电工行业的高压同行们的肯定和支持，发行面进

一步扩大，到 2 0 1 8 年底，本书已出三版，累计印刷 3 3 次，总数近 1 5

万册。  

（二）  

     出于专业学识和对国情的了解，赵老师早在上个世纪 7 0 年代后期

起就有预见性地认定我国将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亟须发展特高压输电

技术的国家。所以他在 8 0 年代初期即在他讲授的 “高电压技术专题 ”课

程中列入 “特高压输电 ”一章，介绍特高压有别于超高压的特征、输电

电压提高到特高压的水平后可能出现哪些新的高电压技术问题，并探

讨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  

     到了 2 0 0 5 年 1 月，我国终于启动特高压输电的工程实践，动手兴

建第一条 1 0 0 0 k V 特高压交流试验性输电线路和第一条 ± 8 0 0 k V 特高压

直流输电线路。当时赵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但眼见多年的憧憬终成现

实，内心非常激动，决心发挥余热，继续为祖国的电力工业发展作点

贡献。首先做的事是在他主编的 “十二五 ”国家规划教材《高电压技术

（第二版）》于 2 0 0 6 年问世时，及时地增加了一篇 “新输电系统所推

进的高电压技术 ”，以适应我国已进入特高压时代的现实。  

     此外，他还应邀为多个省市电力局、设计院、建设施工单位、高

校、特高压设备制造厂的科技人员开设特高压培训班、讲座数十批

次。甚至还到国外介绍我国在超 /特高压输电方面的发展现状和经验，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他 2 0 0 7 年应邀在韩国电气工程学会（ K I E E）全国年

会的开幕式上作这方面的特邀报告。  



 

     赵老师说，提到特高压就要说到周浩教授，在赵老师退休后，他

担负起高压组的教学、科研工作，承接并完成了许多特高压输电方面

的重要课题。在此基础上， 2 0 1 4 年，由周浩教授担任主编的 1 5 6 万字

的专著《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技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内容

新颖详实、很好地整合概括了他和研究生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积累，

并综合介绍了我国有关单位的研究成果和工程建设、运行经验，本书

问世后受到国内外高压同行们的关注和欢迎。 2 0 1 8 年，德国 Sp r i n g e r



出 版社 又出 版了 由他 主编 的《 U l t r a - h i g h  V o l t a g e  A C / D C  P o w e r  

T r a n s m i s s i o n》一书（英文两卷本），它更将我国、我校在这一领域的

研究成果和工程实践经验推向世界。  

     赵老师还说起， 2 0 1 7 年初，又有陈向荣研究员从瑞典回国加盟浙

大高压组工作，带领团队从建设、发展高压实验室入手，使实验室设

施更多样、更先进，现在绝缘测试系统已比较齐全，还具备了高端测

试系统自主开发的能力，必将为我校高压学科的 “双一流 ”建设作出新

贡献。  

 

采访后记 

     赵老师投身于我国高电压技术和新型输电技术的教学、科研工作

6 0 年，已是桃李满天下。时至今日，他眼见我国已在这个领域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直流输电技术和特高压输电技术在我国的跨

越式发展已使中国成为在这一领域领先世界的强国。而浙大相关专业

的毕业生，和校外参加过培训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少都已成为我国发展

新型输电技术的骨干。我校的高压学科也在周浩教授和陈向荣研究员

的带领下，不断地增强、进展，特别是在新型输电系统和先进电力装

备方面的科研规模都将扩大，必能取得可喜的新成果。凡此种种，都

使赵老师深感欣慰。  

     时光飞逝，同赵老师促膝长谈，意犹未尽，三个半小时，像是转

瞬即逝。这些跨越近 6 0 多年的历史故事，将会永远地留在了我们这一

代年轻人的心中，并激励我们继续奋进。向赵智大老师致敬！祝福老

先生身体健康，心情愉悦，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  



 

（文章根据赵智大教授口述进行整理，部分内容参考了《筑梦育人  遍

植桃李》、《赵智大：学海漫游偶得》等资料。）  

执 笔 ： 南 君 培  电 力 经 济 2 0 1 8 级 博  

摄 影 ： 杜 空 浩  电 力 系 统 2 0 1 8 级 硕  

随 访 ： 于 竞 哲  电 力 系 统 2 0 1 8 级 博  

关 弘 路  电 力 经 济 2 0 1 8 级 博  

戴 空 超  电 力 系 统 2 0 1 8 级 博  

蒋 空 琛  电 力 经 济 2 0 1 6 级 硕  

聂 男 峰  电 力 经 济 2 0 1 7 级 硕  

玉 林 威  电 力 系 统 2 0 1 7 级 硕  

江 空 铁  电 力 系 统 2 0 1 8 级 硕  

李 卓 然  电 力 经 济 2 0 1 8 级 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