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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王怡静至今仍能回忆起见
到导师——复旦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系青年研究员王戎的第
一面。“那时王老师刚从北京回
来，背了个很大的包，一下高铁
就来到面试的教室。”王怡静本
科读的是地理水文专业，当时对
如何做科研还很懵懂，只是单纯
对王老师的研究很感兴趣。王
戎真诚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
觉得他的眼睛里有光，是那种对
科研非常纯粹的热爱。”被这种
真诚与热爱打动，王怡静更坚定
了在复旦走上科研路的决心。

科研要结合国家需求来做，
也要愿意为此去尝试和冒险。
这是王怡静从导师王戎身上学
到的重要一课。从事多学科交
叉研究的王戎，曾被质疑做的研
究“四不像”，还曾面临经费告急
等问题。但这些困难并未能阻
碍王戎。他抗住压力，坚持了下
来，实现了环境地理学、地球科

学、能源科学等关联信息在“碳
中和”领域的集成与创新。

受导师启发，直博期间，王
怡静以交叉视角围绕二氧化碳
排放开始研究，涉足大气物理、
化学、经济学和计算机模拟等多
领域，先后开展“中国点源和非
点源排放对人口迁移的响应”等
多个研究课题。

然而，研究过程中，有的因
没得出明显结论而搁浅、有的因
数据指标精细程度不够而分析
不出理想结果、有的则是在开展
历史模拟过程中存在问题……
接连的失败，让王怡静一度陷入
自我怀疑。“但老师们都很好，不
急着要我立马交出什么东西，而
是一直鼓励我继续钻研。”她分
享道。

恰逢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她对“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的理念留下深刻印象。和导师
交流后，王怡静想试着从国家发

展现状以及“碳中和”战略出发，
开展清洁能源需求与规划的研
究。

王怡静从看文献开始，到清
洁能源设备的安装、清洁能源数
据的收集，再到在全球气候变暖
的背景下，了解国家的能源系
统、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国家政
策制定等因素。“一开始我从太
阳能入手，后来，又转而研究
风。考虑到这两种能源都有间
歇性、不稳定的特点，我后来又
把它们合并起来研究。”

从零起步，点滴汇聚，王怡
静在国家用电分布不均匀背景
下，构建高时空分辨率的优化
模型，助力提出国家未来低成
本、高效用的清洁能源转型方
案。同时，她还在“碳中和”的
背景下探索国家太阳能、风能
发展的开发潜力，以及它们能
在全国不同地域所起到的经济
效用。

她勾勒出“碳中和”最优路径图
26岁复旦博士后王怡静入选未来女科学家计划

来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读博士的
前四年，王怡静没有发表任何成果，她也一度
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不是不适合从事科
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复
旦大学开放自由的环境和老师们的支持下，她

慢慢沉淀下来，找到了方向。最近，凭借“基于AI技术的全球太阳能与风
能发电实现碳中和的优化方案”项目，王怡静入选第九届未来女科学家
计划拟支持对象。

“这是一份莫大的鼓舞，惊喜过后，我更意识到肩上的责任。”这个26
岁的复旦博士后立志在“碳中和”、清洁能源领域做出更多有意义的成
果，为国家碳排放政策、电力系统升级建言献策。作为一名女性科研人
员，她也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更多人：勇敢探索未知，勇敢做自己。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方东妮 殷梦昊

“之前我的研究范围是全

国，现在计划拓展到全球尺

度。”王怡静在这次未来女科

学家项目申请书中，写下了科

研计划。

写代码、构建模型、跑数

据、画图、分析数据……这是王

怡静科研中的一大难点，需要

反复调试。从“全国”扩展到

“全球”，为了得出更令人信服

的结果，地域冲突、国际合作等

更多综合因素也被纳入其中。

交叉研究尽管艰难，她却觉得

很有意义。

每天投入科研工作，经常

到晚上12点或者更晚回去，隔

天9点到10点再继续。“这是从

学生慢慢蜕变为一个独立的科

研工作者的过程。”王怡静感

到，以前只需专注在科研这件

事上就好了，成为博士后，则需

要有多件事情并行。

有些人在开始一项课题研

究前，会做不少前期准备。但

在王怡静这里，她觉得，计划赶

不上变化，只要马上行动就好

了，“从寻找文献开始，从着手

揪出自己想要的数据开始，在

这个分析的过程中抽丝剥茧，

越来越多的问题就会慢慢浮现

出来。”

“我想趁年轻，多学习、多

积累，不断充实自己。”2025年，

王怡静将前往法国巴黎学习，

也计划把手头的科研项目继续

做下去。

入学复旦两年半，直博生要
进入中期考核。那时候，有同学
已发表多篇文章，可王怡静当时
还处在建模阶段，连文章还没开
始写，因此倍感压力。面试环
节，她介绍了过去已做的科研工
作以及未来的研究规划后，老师
们非但没有不让她通过，还给出

“优秀”的成绩。
“当时，老师们说我在开展

的工作很契合国家重大需求，是
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
些鼓励，让王怡静又自信笃定地
做下去。

在“高分辨率的中国太阳能
与风能发电时空布局的评估研
究”中，王怡静首次从能源统筹
角度提出了我国实现2060年“碳
中和”目标的最优路径和路线
图，包括2767大型光伏厂、1066
大型陆上风厂和11个大型海上

风厂的空间点位、建造规模、建
设时间、投资需求以及相应的特
高压线路和储能等基础设施要
求，有望解决2060年60%左右的
电力需求，加快构建现代化智慧
能源系统，为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提供能源保障。

珍贵的硕果往往是慢慢积累
而成的。由于对清洁能源发电了
解甚少，王怡静从太阳辐射、面板
倾斜度和面板转换效率等基础知
识入手，解析太阳高度角、方位角
等和风光发电相关的原理和评估
方法；还精读上百篇重点论文并
总结归纳，从重复别人的方法和
代码化他人的计算过程，结合多
种小时级高空间分辨率的空间地
理信息数据，在此过程中不断加
入自己的想法实现逐步优化，进
而建立专属自己的高时空分辨率
的太阳能与风能发电模型系统。

王怡静坦言，有段时间科研
出不了成果，经常和自己较劲，

“经常做到凌晨两三点，情绪崩
溃，哭完后，第二天继续做。”有
一次，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反复尝
试和修改，她觉得数据结果还可
以，拿给王老师看，可老师觉得
还是不行。她心一沉，但手上的
活儿却没停下。到了晚上，结果
出乎意料地好了很多。

那天，她特意发了条微博：“中
午还觉得完全没有希望，到了晚上
突然间就感觉见到光明。”科研之
路上，有太多这样或大或小发光的
时刻，足以抵消所付出的艰辛。

熬过无数个日夜，2023年夏
天，王怡静终于发表她的第一篇
成果，也是这一年内王戎课题组
在Nature（《自然》）上发表的第二
篇论文，为国家碳中和提供了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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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静和她的导师王戎。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一开始我从太阳能入手，后来，又转而研究风。考虑到这两种能源都有间

歇性、不稳定的特点，我后来又把它们合并起来研究。”

在“高分辨率的中国太阳能与风能发电时空布局的评估研究”中，王怡静首

次从能源统筹角度提出了我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最优路径和路线图，

有望解决2060年60%左右的电力需求。

2024年9月，王怡静入职复旦成为一名博士后。
此前，她已参与了多个国家级和上海市级项目，发表6
篇SCI论文，其中包括作为第一作者在Nature上发表
的一篇代表性论文。在学术道路上，她曾获得“复旦
大学学术之星”“青年博士生杰出人才奖学金”，入选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23年度“中国气象十
大科技进展”（第二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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