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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激情，挑战梦想 
——记采访浙江大学罗尧治教授 

和蔼可亲，嘴角挂着微笑，充满思想，善于替别

人着想——这就是罗尧治教授给笔者的第一印象。 

罗尧治教授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下午四点半抵

达了九龙湖宾馆——罗教授不是从浙江过来，而是在

结束在河南省开封和郑州忙碌的工作后又即刻赶来

南京。尽管舟车劳顿、十分疲惫，罗教授却很为笔者

着想，答应将统一的明天讨论会后的采访调到今晚来

做，并且和笔者见面的时候还满面笑容，并提到我们

学校志愿者服务的周到、恰当，这些真的让小编觉得

很贴心。 

罗尧治老师任浙江大学建工学院的教授、副校

长，他主要从事大跨度空间结构的研究、教学、工程

设计和 CAD 软件开发工作——他设计完成了目前国

内跨度最大的柱面网壳结构，成就瞩目。当小编问到

罗教授，他的许多设计都与“网壳结构”相关有什么 

原因时，罗教授笑着说：“在土木里做结构的人，通 
常会朝两个方向努力——一个是高度，一个是跨度。

追求高度的，尽力构造高层建筑、摩天大厦；追求

跨度的，想法建造大跨度建筑，在横向上挥洒智慧。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专心致力的方向，我就是一个挑

战跨度的人。不是小的空间，而是能让人们安心、

舒畅的住在 100 米乃至 200 米跨度的没有柱子的空

间里面，那是多么美妙啊！”罗教授说着这些想法，

炯炯有神的眼睛更是散发出绚烂的光芒来。 

对于赛题，罗教授讲了一下几点。首先是这次

竞赛的主题——“防震抗灾”，这个题目用以很好，

因为这正是最近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工程设计师们

都非常关心的，也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是，

由于参赛的学生们有许多在“抗震结构”方面的知

识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也就加大了竞赛的难处，使

其更具挑战性了。另外，罗教授表示这次比赛所使

用的材料也很具有特色，不是以往所用的木头或纸，

而是竹子。当然，在宣传低碳意识的今天，轻便、

环保、节能的竹子是非常适宜的建筑材料，但是要

用容易裂碎的竹子做成模型，对于平常已经熟悉和

习惯了木头的学生来说又是一项新的挑战——然而

面对有优点又有难点的竹子材料，谁能够将它的优

点好好利用，谁就能够脱颖而出！所谓“有挑战才 

 

有动力”，罗教授希望这次参赛的队伍们能够直面

挑战、勇往直前。 

作为本次大赛专家委员会的委员，罗教授表

示，比赛结果倾向客观，但是客观也有局限性，不

是不倒的模型就是最好的，比赛中有创新性、创造

理念的设计，专家们也会在主观上给予支持与好

评。“飞舞的思想，震撼的点滴，燃烧的激情”，这

些诗罗教授希望在这次参加竞赛的学生以及他们

的作品中看到的“火花”。 

笔者问道罗教授对浙大的土木专业有什么感

想时，罗教授表示，浙江大学还是很重视具有实用

性、实在性的土木专业的，学校开展这方面的课程

与竞赛也给学生们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与氛围。“然

而这个专业的优秀还是因为学生们的素质较高。这

些学生们都是手工做模型，熬夜也是常有的事，做

这些重复的工作真的很辛苦！”罗教授说，“这些比

赛已经成为了他们大学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只要参加了就已经很欢喜。” 

“这样的比赛，学生抑或老师，都会学到很

多。”罗教授这么说，“经历、梦想、交流、挑战—

—这不是完成一个任务，而是释放一种激情！” 

（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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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随着现场加载的圆满结

束，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落下

帷幕。在本次竞赛中，东南大学第二代表

队凭借“摇篮”模型斩获大赛一等奖、最

佳创意奖，为校争了光。24 日晚，笔者对

东南大学二队董晓鹏同学进行了采访。 

董晓鹏同学是在结束图书馆晚自习后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这让我们深切感受

到东大学子的勤奋好学，也让记者感觉面

前的董晓鹏同学是一位亲切的学长。从董

晓鹏同学的话语中我们了解到，东南大学

准备充分，在暑假期间已经开始为此次大

赛选拔参赛人员。按照规则，承办学校可

以派 2 个队参赛。东南大学为此举办了一

场校赛，取成绩较优的两组参加本次全国

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在几个月的准备过

程中，一支队伍中是三人共事，其间自然

避免不了意见的不合与频繁的争执，但是 

他们认为这反而是一件好事，通过细心分析各自不同的

意见，相互协调，他们再选取其中的最优方案，从而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记者问及准备期间制作模型的数

量时，董晓鹏同学笑言已经多到记不清了，让我们十分

惊叹于他们长期不懈的努力。 

作为东道主参加本次结构竞赛，董晓鹏同学坦言这

是十分有利的。因为他们在试验中，所有大赛的材料、

仪器包括最重要的地震台都可以提前使用，达到全真模

拟的效果。竞赛开始后，他们也在焦廷标馆椭圆型多功

能厅投入了模型制作的环节中。期间，董晓鹏同学表示

他们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时间估计出现偏差，

他们几乎在最后一刻才完成模型制作。不过，他们保证

了模型的高质量，这也为“摇篮”在加载中取得好成绩

夯实了基础。 

犹记得那一刻，当屏幕上出现东南大学第二代表队

“效率比：2.218”时，全场热情被点燃的感人场面。

那么作为十分了解“摇篮”模型的参赛队员，他们在那

一刻的感受如何呢？董晓鹏同学表示，他们在这次大赛

中秉承求稳原则，发挥较为保守，已经估计到效率比在

2.2 左右，所以没有过于欣喜，而在之前的测试中，东

大二队的模型效率比也出现过 3.2 左右的峰值。 

全国性的结构设计竞赛对于各大高校来说是一次

宝贵的交流机会，这次竞赛中，74 支队伍带来 74 种不

同的模型设计，令人大开眼界。作为参赛队员的董晓鹏

同学及他的队友在这次竞赛中，尽量争取时间，细心观

看了不少队伍的模型，学习到了很多还没有意识到的创

意。谈及各类模型，董晓鹏同学对西南交通大学代表队

的“竹”印象尤为深刻。“竹”上部和下部都设计得比

较窄，铁块尽量都摆在上部，得分颇高，队员们很好地 
 

理解了赛题的内涵。另外，董晓鹏同学还对清华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模型印象深刻，也表示了对

同济大学模型坍塌的惋惜。 
 “我觉得算一种很棒的经历吧，能在大学期

间就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大赛，我个人觉得是很不容

易的，能取得一等奖就更让人开心了。”当记者问

到本次大赛结束后董晓鹏同学的收获时，他如是回

答。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是全国土木工程专业

中最高级别的赛事，谈及参加这样的赛事对今后继

续在土木工程专业学习的影响时，董晓鹏同学很满

意地表示，之前学习的专业知识不是很扎实，在准

备期间，学院的老师给队员们提供了很多课堂上无

法学习到的知识，这对于专业知识方面是一个极大

的补充。 

华东赛将至，董晓鹏同学笑言他们两支代表队

都不会参加，而要给其他同学更多的锻炼机会。相

信在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东南大学在结构竞赛上

的成绩将会越来越辉煌！ 

 （张楚楚 于鹏） 

 

10 月 23 日，各参赛队模型制作完

毕，大赛在当日晚上进入了模型加载阶

段。借着休息的间隙，本报记者分别采

访了福州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郑州大学等几

所参赛队的指导老师及学生队员。此

外，本报记者在 21 日和 22 日也分别对

兰州理工大学以及南昌大学的参赛队

进行了简要的采访。 

接受采访的所有选手都表示，非

常喜欢并很适应秋天的南京，更称赞东

南大学新校区的建筑格局统一，风格耳

目一新，有少许徽派建筑的色调，而四

牌楼校区底蕴丰厚，年代久远，两大校

区各具特色。同时，他们充分肯定了此

次结构竞赛中东南大学作为主办方所

进行的充分准备。他们以自己亲身的经

历体会到了此次比赛的规模之大、流程

之紧凑合理，赛题之独特创新，更享受

到了所有工作人员十分到位的服务，尤

其是志愿者们的细心周到的态度，总的

来说，感受到了整个比赛有序的组织与

协调。 

福州大学是本次结构设计大赛第

一个完成加载的学校，在经过约半小时

的准备后，他们先安装部分砝码，在展

示中再逐步增加，连续进行三级加载，

最后由现场的裁判进行考核评比。在谈

及比赛收获时，选手们着重强调了与七

十几所大学包括国外的大学在同一个

大厅中制作模型时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借鉴，在制作工艺、结构设计方面学到

了很多，也促进了与其他学校同学之间

的友谊。 

南昌大学此次对竞赛的准备时间

较短，但是组织工作较为缜密，学生们

在校地震台与竞赛地震台设备不同的

情况下，制作出的模型较重，但他们却

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与努力。关于对赛题

的认识，南昌大学代表队指导教师文老

师觉得这种房屋结构很新颖，重量轻，

抗震性能好，应该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在本次模型制作时，他们的进程与预期

相符，顺利完成模型。对于竞赛结果，

文老师表示，他们并不是特别注重这次

竞赛的成绩，相比于成绩来说，他们更

珍惜在这次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中与各大高校师生之间的学习交流。文

老师谦逊地说：“我们就是来参与一下，

抱着学习的心态来这里的，希望能借助

这次经验，在以后的更多大赛中取得更

好的成绩。” 

从第一届全国结构竞赛开始，今年

已经是昆明理工大学第五次参赛了。本

次比赛由史世伦和万夫雄老师带队，并

由三名大四学生参赛。赛前他们都显得

比较冷静，对比赛的结果也没有太高的 

期望，而这次比赛他们以效率比 1.858

的优异成绩夺得二等奖第一名。谈到这

里，领队史世伦老师说：“这次比赛成

绩，超越了我校参加前几届结构设计竞

赛的成绩，心情肯定是很激动的，但是

离一等奖就差一小步，很有些遗憾。” 

这次比赛是昆明理工大学的一次突破，

当记者问到他们成功的原因时， 三位

参赛队员一致认为这样的结果离不开

学校的支持、老师的帮助、自身严谨的

态度以及团队之间的互相协作。 
现场加载比赛刚刚结束，记者就在

场下见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参赛队的队

员们——三位很有活力的大男孩。在华

中科技大学代表队前面加载的是清华

大学代表队。清华大学代表队的表现的

确不凡，获得了场下热烈的掌声，这给

华中科技大学的选手们造成了小小的

压力。不过，他们顶住了压力，很好地

完成了答辩，并且他们的作品“明跃”

在加载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谈到从

6 月份一直到现在，参加结构竞赛的整

个过程，他们都提到了一个词“兴趣”。

“我们参加这个竞赛是因为自己的兴

趣。”队长这么说道，“我们刚开始的时

候，有很多知识不知道，就自己去学。

有一些数据要计算，我们就学着用软件

算。就是把各种想法都投注到里面，最

后发现其实最简单的结构反而最好。” 

华中科技大学的三位队员有着轻松的

心态与踏实的态度，相信他们一路走来

的脚步是坚实的，收获是充盈的。 

采访河北工业大学参赛队时，他们

的模型已完成加载试验。由于模型结构

刚度较大，模型的加载并不是很成功。

虽然河北工业大学的参赛队队员们难

免会有一些失望，但指导教师刘老师表

示，他们是抱着学习和交流的心态来参

加此次全国结构设计竞赛，从大赛中学

习兄弟高校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

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他表示他们回去

之后，将对此次结构设计竞赛的优势与

不足进行总结，争取在以后的全国赛中

取得成绩上的突破。这种谦虚而不服输

的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 

兰州理工大学参赛队的两名队员

在焦廷标馆的休息处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他们首先激动地向我们介绍了他们

的作品。“蛟龙轻舞”是他们的参赛作

品名称。“蛟龙”二字来取自今年我国

成功潜入 5000 米深海的载人潜水器

“蛟龙号”，参与潜水的潜航员付文韬

就是兰州理工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潜航

员选拔严格程度堪比航天员，目前我国

通过选拔和培训代表队都做得很不错。

我们之前在学校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大家在一起合作了也有四五十天，只要

按预想的表现出来就好。” 

郑州大学是第二次参加全国结构

竞赛。之前在学校，由于设备不够齐全， 

五湖四海 各展风采 
做的试验不多，所以准备得不是特别充

分。本次参赛的目的主要是交流学习、

重在参与。据介绍，郑州大学本次作品

底重比较大，名称是“壁立千仞”，喻

指结构稳固抗震。加载阶段已进行完

毕，参赛选手们对于结果还是比较满

意。领队郑洪波老师指出，他们作品有

待于在重量方面进一步优化。他还对此

次比赛题目做了高度评价。以抗震做主

题，以竹材为材料，既体现了国家大力

发展中对抗震的关注，结构抗震性能的

重要性（这其中，土木工程是关键的部

分）；又考虑到抗震的同时要环保、可

持续发展的要求。他总结说，作为国家

级的比赛，这项比赛让同学们在交流合

作创新中学到了许多。这样的一项比赛

既为本科生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机会，也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以致用的平台。看

到结构设计上好多作品构思巧妙、制作

精良、结构轻巧，每个人都会从中有所

启发。 

此次结构竞赛短短 5天的赛程已经

结束，虽然比赛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但是每支参赛队为了比赛，都付出了百

倍的努力。这次比赛，有欢笑也有泪水，

但更多的应该是一次美好的回忆。在

此，本报记者代表所有工作人员，希望

参赛队员们胜不骄，败不馁，在以后的

学习生活中再接再厉，最后，预祝参赛

队们明年有更好的表现。 

（栗雨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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