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坚守在集成电路科学
研究第一线，面向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的重大需求和集成电路设
计自动化（EDA）方向的国际前
沿难题，开展创新性研究。

他们秉持“甘坐冷板凳”的
科研精神，长期深耕芯片设计方
法学与设计自动化研究领域，扎
扎实实做好基础学科研究。

他们把为国家培养电子设计
自动化领域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作
为使命，鼓励学生在有生之年有所
作为，做国家最需要的科学研究。

2023年，复旦大学集成电
路设计自动化创新团队获评“钟
扬式”好团队。在团队负责人、
微电子学院教授曾璇看来，“就
像钟扬在采集种子的过程中走
过了非常艰辛的道路”，目前微
电子学科领域仍有许多“卡脖
子”问题有待突破，团队将继续
勇担重任，为助力国家早日实现
集成电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
自主可控不断奋斗。

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难题

EDA是复旦大学集成芯片与
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主攻方向
之一。作为长期坚持芯片设计方
法学与设计自动化领域研究的团

队，近年来，EDA创新团队承担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专项的
研发，其使命是提出“硬核”原创
理论，研发创新工具，针对国家急
需的高端通用芯片设计，围绕国
产高性能处理器设计和工业界模
拟集成电路芯片设计等重大需
求，形成产、学、研闭环。

参与研发模拟电路自动化
项目时，曾璇、杨帆、毕朝日、严
昌浩等团队成员每天和工业界
一线工程师们一起工作、交流，
为了方便进出，“甚至在公司开
了工卡”。微电子学院助理研究
员毕朝日对此印象深刻。

最终，团队提出了人工智能
的集成电路自动优化方法、基于
机器学习的集成电路统计分析
方法等创新方法，为模拟集成电
路和数字集成电路的人工智能
设计 EDA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
架，并研制出模拟电路智能优化
工具，相比人工设计，效率提升
约为3倍到10倍。

这些年，团队的研究项目都
与工业界最紧迫的问题相关联，
对此，团队成员倍感欣慰。“我们
研发的工具到企业就变成生产
力，能真正为解决国家‘卡脖子’
问题贡献一份力量，这是很有意

义的。”毕朝日说。

盯着最困难的问题去研究

团队成员们“甘坐冷板凳”，
长期扎根于芯片设计方法学与
设计自动化研究领域。不盲目
追赶学术热点，“要了解国际上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盯着最困
难的问题去研究。”这是曾璇的
科研理念。

多年来，团队先后承担了“十
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的研发，形成了不少关于电
路仿真和模型降阶的科研成果。

团队也紧跟时代脉搏，承担
了不少国家级和省部级的重点
研发项目，在创新集成电路设计
自动化中的数学理论、集成电路
智能分析与优化EDA 平台开发
等研究方向上做进一步探索。

“曾璇老师对集成电路领域
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使命感。”郦旭
东说。在曾璇带领下，团队在集
成电路领域默默耕耘20多年，致
力于研发出真正有意义的突破
性成果，并应用于工业界。

积极发挥跨学科团队优势

依托复旦综合性院校的学
科体系优势，团队吸纳了来自微

电子、数学、计算机等不同学科
背景的人才，部分团队成员还有
在工业界的工作经验，这种跨学
科、产学界交互的合作优势，有
益于团队打通“问题-理论-工
具”的研发链条。

团队能够进行长期交流和
合作，成员之间一定是互补且
相互信任的。“有时候做研究是
挺孤独的，但每天早上起来一
想，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
起协作，又觉得还挺开心的，很
有冲劲。”杨帆感慨。

近年来，团队指导的学生在
相关领域的国际顶尖会议和国
际顶尖期刊上发表多篇高水平
论文，在国内外EDA竞赛中也取
得优异成绩。

“钟扬老师在西藏大学带领
团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人
才。”曾璇说，如今团队也勉励学生
传承老一辈科学家“板凳须坐十
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
坚持不懈地探索基础理论研究，
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接续作
出积极贡献。 实习记者叶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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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教育家精神

周四早上七点半，第三教学
楼206教室，化学系教授华伟明
已经到达教室良久，他时而走下
讲台，在学生桌边驻足，低头看看
学生的笔记或作业，为学生解答
疑问。铃声响起，他开始了“普通
化学A”的课堂教学。

同一时间，在复旦不同的教
室里，为学生开讲“普通化学A”
课程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化
学与材料学院院长赵东元，化学
系教授张亚红、岳斌、侯秀峰。

这门名副其实的“大课”已
开设数十年，由来自无机化学、物
理化学、有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
等不同学科背景，活跃在科研一
线的院士、教授、青年研究员等老
中青三代人组成教学团队，为大

一新生推开一扇化学世界的大
门。去年，课程入选2023年第
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这也
是华伟明讲授这门课的第20年。

“基础”背后有学科交叉

对自然科学类专业和医学专
业的大一新生来说，“普通化学A”
是绕不开的一门重要基础课，也
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大课”。

课程每年修读的学生超过
800名，共有9个平行班，针对各
学科的交融发展，为未来多学科
如化学、高分子、生物、物理、材
料、环境、医学等专业方向的学生
打下扎实的化学基础。

作为课程负责人华伟明用
“搭积木”来形容这门课与后续

课程的关系，“如果本科学习是
搭积木的话，这门基础课实际上
就是把一块块积木造好，后续不
管什么专业课的学习，其实就是
把积木拼起来的过程。”

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们通
过化学原理的学习进入物质科
学的广阔世界？在华伟明看来，
这门课的教学不能止步于化学
这一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传授，还
需要让学生认识到化学作为一
门“中心学科”和其他学科的紧
密联系。

师生在问答中共同学习

2002年是华伟明在法国斯
特拉斯堡大学化学系完成博士
后工作回到复旦的第一年，在复

旦的研究生导师高滋教授建议
他，“你一定要去承担一门重要
的基础课教学。”

经过一番认真准备，他于
2003年走上了这门大课的讲
台，在2012年承担起课程负责
人的工作。“普通化学A”面向多
个平行班开课多年，课程团队由
多名老师构成，承担起繁重的教
学任务，团队当中不乏深耕教学
与科研、颇有心得的教师，也有
作为新鲜血液加入的年轻教师。

同一门课下，既有深耕无机
化学的学者，也有长期关注物理
化学和高分子化学领域的研究
者，在备课过程中每一位老师查
阅到的优秀案例或知识点都会
彼此共享，为课程内容的完善添
砖加瓦。

赵东元也是“普通化学A”的
任课教师，今年是他主讲这门课
的第20年。对赵东元来说，“课
比天大”，无论发生任何要紧事，
这门课的教学雷打不动。

在课程的建设和完善中，除
了来自不同学科的新老教师长
年通力合作，学生们一年又一年
的好奇和追问也格外重要。在
老师们眼中，学生也是课程建设
的参与者。

华伟明相信，“这门课真的
是教学相长”，师生之间的关系不
只是知识的教与学，也是互相学
习、共同探索未知问题的合作者。

要会解题更要会提问题

学习这一门基础课，“问题”

的意义往往大于“解题”。
在赵东元的课件上，不同的

学科知识点之间，他通过各个科
学家先驱的故事勾勒出学科历
史及理论的发展脉络，在一段段
历史中讲述后来者对前人思想
的质疑和这些质疑为科学带来
的发展。

“除了传授知识，更要同时
传授学生，怎么想问题、怎么提
问题、怎么来解决问题。作为学
生要有充分的思考，不能老师说
什么就是什么，要不断地去想。”

赵东元每年给学生做无
机材料研究前沿的科学报告，
用基本的化学原理和元素的
化学性质等基础知识，阐述介
孔和纳米材料等前沿课题中
的化学问题。“化学也不是说
就一味地学习和做题，还是要
多带来一些感性的认识，学生
感性认识一深，自觉的探索就
会水到渠成。”

质疑、提问题、好奇心……
这些进行研究必备的科学精
神，是“普通化学A”教师团队更
希望学生们能够在心中内化的
素养和能力，同时也是这门课
每一位任课老师不断锻炼自己
以便更好地给学生传递东西。

“只学会解题是不够的。要
学会归纳总结，要保持好奇，要
敢于科学质疑和挑战权威。如
果现在还做不到，那就一点一点
来。”华伟明说。

实习记者 赵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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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门“大课”，推开化学世界的大门

▲华伟明教授为学生讲授“普通化学A”课程

▲曾璇教授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甘坐“冷板凳”，做国家最需要的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