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初，1964 年 8 月生，男，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现任广州大学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院
长。担任中国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全国高校制造自动化学会理事，国家和广东省基金与科技评审专
家，广东省技术标准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和全国多省市科技评审专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4 项（含重点）、国家重点研发、国家 863 计划、国家支撑计划、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项目等 10 余项，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发表论文 200 多篇，其中 SCI、EI 收录论文 70 多篇，出版著作 2
部，申请和获授权国家专利 200 余件（发明 50 余件）。曾获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一等奖、广东省科技
进步奖等 5 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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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100周年·党员科技工作者风采

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我国农业生产长期面临着用水短缺的
制约。在当前水资源日益短缺情况下，推广节水灌溉已成为世界
各国为缓解水资源危机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广州大
学，有这么一位致力于在农田上“节能减排”的教授，他就是刘晓
初。刘晓初长期致力于轴承设计制造、太阳能智能节水灌溉、机器
人技术研发。多年来，发展了调亏灌溉理论，实现了量化和精准控
制灌溉，相关成果产生经济效益两百亿元以上，社会效益显著。

刘晓初出生在具有浓厚
农耕文化的湖南耒阳，1980
年，年仅16岁的他便怀着对农
业机械的求学梦想，报考了当
年的洛阳农机学院，背井离乡
来到了洛阳。然而，学校却给
他分配到轴承设计与制造专
业。1984 年 4 月，刘晓入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
业后，刘晓初来到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谋部装甲兵部，后来
作为军代处工程师、军代表，
派驻洛阳轴承厂军代表室，直
到1992年，来到机械工业部洛
阳轴承研究所担任工程师。

三年后，刘晓初来到了改
革开放的前沿，在广东省中山
市轴承总厂任工程师。因为

“发现自己还是最喜欢做老

师”，在此后的日子里，刘晓初
先后分别在中山大学孙文学
院、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广州大学授业讲学，诲人不
倦，还获得了广州大学首届最
受欢迎的老师。

几十年来，他不忘农机初
心，成为前进道路上的动力。
节水灌溉，貌似很平常的技
术，但却涉及到农业的命脉，
承 载 千 年 梦 想 和 伟 人 情 怀
——水是农业的命脉。

从远古时期大禹治水、灌
溉兴农，到战国时期李冰治
水，修建都江堰灌溉；在国外，
上个世纪60年代，以色列斯迈
哈·博拉斯父子发明了滴灌技
术，英国人西里尔（CYRIL）发
明了太阳辐射有响应的控制

装置；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
科 学 家 D.J.Chalmers 和 I.B.
Wilson 提 出 了 调 亏 灌 溉 原
理。在我国，上个世纪中国工
程科学家茆智院士提出了水
分生产函数和作物受旱复水

“反弹”灌溉理论方法。1997
年康绍忠院士提出交替灌溉
方法，2001年，刘晓初提出“太
阳能全自动灌溉控制器”，后
又在2017年提出“干深时域智
能节水灌溉方法”，这也宣告
了一项原创性的科学灌溉方
法诞生。这一技术颠覆了传
统水分率灌溉湿不到根和定
时灌溉的盲目性的缺陷，发展
了调亏灌溉理论，实现了量化
和精准控制灌溉。

刘晓初从 1986 年就开始
研究自动灌溉的问题，省吃俭
用，硬是从几十元一个月的工
资挤点钱出来自己搞发明。经
过十几年的钻研，刘晓初在
2001 年取得了第一个灌溉专
利“植物用太阳能全自动浇水
器”，由此也获得了科学中国人
（2018年）的荣誉称号。

经过大量的实践考察，刘
晓初发现农民和专家掌握灌溉
的时机，往往是根据观察土壤
干有多深来判断干够了没有，
而水分率是不易判断的。由
此，他想到如何模仿人的智能
感知，提出干深度这一概念，并
通过人工智能模糊算法来确定
这一干深度值。实验表明这一
算法确定的干深度几乎与人认
为的干深度没有差异，把探测
探头埋放在这一深度，当探测
探头在所埋深度感知到这一干

深度达到这一阈值，并结合人
工智能算法确定作物水胁迫时
长，且当达到水胁迫时长时，控
制器就发出开水指令让执行器
启动灌溉，而灌溉使土壤达到
算法的湿点深度，开始计时，按
照人工设置的时长进行灌溉。
从而突破了传统水分率控制方
法，形成基于作物-时间-空
间-水分-肥药时空转化的轮
灌歇灌。

这一灌溉新原理和新方
法，融入到原先的太阳能智能
灌溉器中去，刘晓初带领广州
大学与广州市神禹太阳能灌溉
设备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团队研
制出了干深时域太阳能智能节
水灌溉器，使水肥药减量增浓
提效、减少农药化肥污染，可枯
草荣苗、透气增肥、干燥灭害
（病虫害），以及隔热阻水蒸发，
避免水分渗漏，防板结控盐碱，

益菌生态修复，调控根叶花果，
引根深扎展扩，控形控冠矮化，
增加干物积累，对作物、土壤、
生态环境指标进行多维度协同
调控，少水多种、增土利用，不
但节水节材节能，省工省肥省
药，而且可实现高效高质高产、
低耗绿色生态。

目前，该产品已列入国家
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在广州市
神禹太阳能灌溉设备有限公司
成功地进行产业化。与此同
时，刘晓初带领团队和研究生
们还研发了系列与之配套的系
列灌溉装备和产品，如无需蓄
电池的太阳能同步作抽水及水
清洁处理系统与设备，包括太
阳能、电力、风电互补型同步作
抽水及水清洁处理系统与设
备，以及智能水肥药一体化机、
与物联网兼容可管控的干深时
域太阳能智能灌溉器等。

突破传统灌溉法 科研硕果成效喜人

取水不易 田梦初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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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广州大学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刘晓初

“
在2005年获得华南理工大

学博士学位后，刘晓初作为学术
带头人被引进到广州大学，来到
广州大学，刘晓初不久就带领团
队创办了广州大学的第一个机械
硕士点，主持承担起了多项国家
级、省市级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
自然基金重点项目。

不仅在太阳能自动灌溉方
面默默付出，刘晓初还为了攻
克高端装备关键核心零部件
（轴承）的高性能制造难题，设
计强化研磨设备，并与赵淳生
院士合作，研发嫦娥5号上用的
超声电机，打破西方技术封锁
取得重大突破。

为了扩大自己的国际视
野，2010年以来，刘晓初考察了
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发达国家
的农业灌溉。他意识到，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成绩和荣誉永
远代表过去，必须终身学习，勇
于实践，不但要向书本学习，更
重要的是向实践学习，在灌溉中
学会灌溉，在灌溉工程实践中不
断迎接新问题和新挑战！慢慢
地悟出来，要取得重大突破，还
需面向工程实践开展一定的基
础研究，才能原理突破和创新。

多年来，刘晓初在科研过
程中以机械工程学科研究前沿
和以国家战略应用需求为导
向，原创性、独创性构建了强化
研磨微纳加工、氮气射流硬态
切削、预应力硬态切削、富氮无
心强化研磨、富氮水基超精加
工、超高速离心磨削、挤压-非
圆加工、轴承游隙动态控制、干
深-时域流控等绿色设计与制
造方法及理论。

从设计制造原理创新到理
论构建，到工艺创新，到新装备
研发，到产业化应用，攻克了精
度失效、高温耐腐、抗磨延寿、
节水节能、增效等难题，颠覆了
传统切削液用油、液加工制造模
式和含水率控制灌溉的农业生
产模式，刘晓初实现了从无到有
的系统创新，引领支撑我国机器
人、高铁、航天航空等高性能核
心零部件（含轴承）制造业和节
水农业，产生了显著效益和突出
贡献及重要影响。

在他看来，没有多学科的
融合，就很难在研发中取得重
大突破，科研的思维会受到限
制，就没办法发现问题，也就无
法解决问题。另外，他一直坚持

“实践出真知”的人生哲学，必须
要把科学理论与实际生产生活
联系起来，用科学指导工程，走
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

刘晓初团队在国家自然基
金资助下，在基础研究成果中触
发了他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强化
研磨机。该成果能提高轴承的抗
疲劳性和使用寿命，同学们打趣
的给这份“成果”的关键技术，起
了一个别致的名称——“轴承抗
疲劳强化制造技术”。

如今，由刘晓初带队完成
的具有节能减排作用的“太阳
能全自动灌溉控制器”，已经面
世，其中的一系列的发明专利，
均处于世界前列，并且已在广州、
南京等地建立了产业化基地，在广
州大学城亚运会场馆周边和广东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建立了太
阳能节水示范基地，真正实现了

“产学研一体化”。

以国家战略应用需求为导向
多学科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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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灌溉初心 为农掌控田间为农掌控田间““命脉命脉””

刘晓初（中）和学生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