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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哈尔滨工业大学范峰教授 
10 月 23 日中午，在结构竞赛加载环节进行的

间隙，记者采访到了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远道而来的

范峰教授。初见范教授，他给人一种诚恳、和蔼可

亲的感觉。范教授 22 日抵达南京，稍作休息调整

便投入到紧张进行的模型加载的评审工作中。 

范教授首先高度赞扬了本次结构竞赛的承办

方东南大学的大赛组织与筹备工作，认为从志愿

者、大赛流程及赛场布置等各方面来讲都非常合

理、完善。范教授将此次大赛比喻成一次热闹的节

日盛宴，表示不仅震撼于所有参赛作品加载过程的

惊险场面，也感受到了参赛人员的新奇想法和友好

和谐的风貌。对于本次大赛的赛题，范教授也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竹材抗震结构模型为题，

其中不仅体现出东南大学在结构、防灾领域的积

淀，而且从整体上体现出的创意亮点颇多，非常切

合当今工程结构的发展趋势。他介绍说，现在全球

工程界公认的四大发展主题是“可持续发展”、“安

全”、“健康”和“使生活更美好”，本次赛题涉及

可持续发展和安全两个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主办方 

对工程领域的深刻认识。 

采访之前了解到范峰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

“大跨空间结构”，记者也就此领域与本次赛题的

联系向他提问。范教授非常全面而严谨地介绍说，

目前工程界所有体系中的不同结构，包括大跨空间

结构体系在抗震性能方面各有利弊，现在已经有很

多先进的技术，如阻尼器、基础隔震等控制措施都

可以起到很好的减震效果，并且在不同体系中的使

用都是相通的，这对目前工程结构的发展方向有很

大意义。范教授指出，大跨空间结构特别要求结构

本身具有重量轻、刚度大的特点，与本次赛题有非

常相似的追求。他还表示非常高兴地看到本次参赛

模型中出现很多悬挂体系、伞形结构等非常新颖而

独特的结构，这种打破常规的创新思维的体现正是

结构设计大赛举办的意义所在。 

采访过程中，范教授提出，虽然大赛中的优秀

作品在加载试验中能表现出良好的承载能力和抗

震性能，很符合赛题的要求，但也许并不能完全地

应用于实际中。反过来讲，并不是在比赛中失败的 

作品就要完全否定，或许它们的结构体系或创意却

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只是由于针对比赛规则方面处

理得不够完善而显不出优势。因此，对于比赛的最

终结果，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 

最后，范教授强调了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

团队合作精神及动手实践能力的重要性，并希望每

一个参赛成员都能将此次比赛的过程作为自己求

学过程中的重要阶段铭记在心，以自己的努力为我

国土木工程事业未来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栗雨蒙） 

10 月 23 日上午， 本报记者在东南大学焦廷标

馆的办公室对丁阳教授进行了专访，了解专家关于

此次竞赛的期望与评价等基本情况。 

丁阳教授是轻质钢结构的专家，当提到对本次

竞赛的抗震结构与新材料的看法时，丁教授认为以

柔克刚，以刚克柔的理念在竞赛中的诸多优秀作品

中得到了完美贯彻。尤其是清华大学的悬挂结构体

系，在减震，隔震方面做得很出色。在做抗震实验

时，有效地将巨大的震动力平衡掉了。当谈到竹材

料的创新点时，丁教授认为作为新兴材料，竹子取

材便捷，环保轻质且低碳，在韧性与抗拉方面也很

好，但目前仍缺乏理论基础，对于传统的钢材料，

回收利用比较方便，且有规范可依据，耐久性也较

竹子有优势，是理想型介质。 

作为一名资深的专业评委，丁教授也谈到了好

的作品的判断原则。具体包括分析方法的正确性，

学生作品的创新性，设计框架的基本合理性，操作

过程的完整性。这几个因素应综合考虑，最后还应

考虑作品的实际可操作性。例如参赛模型“空中花

园”，就属于缺陷敏感性结构，虽然很有创新概念，

但在基本的平衡点上却出了问题，偏心荷载很大，

在中心柱出现微小倾斜后，就会导致全局皆崩的后

果。当讲到海外参赛队时，丁教授特别提到了日本

队，对他们的理论知识理解之深，准备工作之详尽

做了很高评价。丁教授认为，虽然这次参加竞赛 

丁阳教授专访 的赛手主要是经验不足、专业知识不多的大二大

三学生，比赛很有挑战性。层出不穷的优秀参赛

作品显示了他们扎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创新思维。 

当谈到国内创新思维培养的现状时，丁教授

强调了交流与学习的意义和方法。在现今国内的

教育体制下，本科生有很重的学习负担，研究生

与博士生还有很多研究要去做，导致了创新教育

并没有穿插在教学活动中，而且，因为各种因素

的制约，国内这方面的交流平台也不是很多，硬

件设施也不是很好。创新思维的培养亟待加强。 

交流与学习，先对所学的专业知识有个基本的感性认

识，在脑中有个立体框架式结构，再在不断地的实践

型活动中积累经验，不断地完善自己。丁教授还对此

次竞赛期间学生间友谊性的交流活动给予了很高评

价，认为这是有效提高水平的最好形式。 

最后，丁教授也对结构大赛的举办形式提出了宝

贵的建议。由于每年都有很多参赛队都是带着遗憾离

开的，因此，近几年的赛题可以过几年再循环一下，

以期待参赛选手能够在同一个赛题下，有更出色，更

精彩的表现！采访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 

（院伟，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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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在本次结构设计竞赛闭幕式之后，

本刊记者有幸电话联系到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

交通学院副院长王湛教授，对他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当记者问到对于本次赛题的看法时，王湛教授

十分同意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部长李宏男教

授的观点，同样认为本次比赛赛题是结构设计竞赛

历史上最好的赛题之一。他认为抗震这一主题在本

次比赛中体现得很全面，在实际中能够借鉴发挥的

范围也很广。王湛教授非常感谢竞赛承办方东南大

学能够构思出如此精湛的题目。 

本次比赛中各支参赛代表队在结构设计上可谓

是下足了功夫，加载现场模型结构各异，百花绽放。 

但遗憾的是，一些结构新颖的模型在加载时却失败 

了。对此，王湛教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

素来“不以成败论英雄”，认为比赛成绩并

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面。那些未能成功的模型

同样蕴藏着同学们的创新想法和独特理念，

同样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与掌声。 

    当谈到本次比赛的意义以及对于今后

展望时，王湛教授感受颇深。他意味深长地

说道，这次比赛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同学们能

够多掌握一些结构方面的技巧，多延伸一些

“触角”。当他看到比赛中同学们制 

作的模型时，他是由衷地喜欢。采访时，王教授还

向我们透露这样一个细节：在他身边的另一位教授

赛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最后，王湛教授情真意切地说道，学生才是他

们这些做老师的所真正关心的，学生是他们心中的

一切。只要学生能够从本次比赛中获得收益，他们

就会发自内心地高兴。 

    的确，这就是王湛以及其他老师们内心最为朴

质的愿望。现在，作为学生的我们身处如此优越的

学习环境中，拥有着良好的生活条件，应该以怎样

一种态度去对待老师们的愿望？这是一个值得我们

反思的问题。 

                                （孙渊） 

 

 

工作，一种责任 
喧嚣过后的散场，空荡的剧场舞台上，只留下一

条横幅，熟悉又陌生，编织起我们的回忆。 

    开赛两周前，秘书处部长李建喜发火摔杯子后说

的那番恳切的话，至今让我感动。“全国赛就像我们的

孩子，我们一点点把他哺育长大”。21 号晚上彩排布

场，我妈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我只说了一句“我在忙，

没时间。”那晚，我与周老师顶撞。第二天，周老师主

动向我道歉。我含着感动泪水随即打电话给我妈，向

我妈道歉。 

    在土木交通实验室 105 室，我们的参赛队集训。

技术组孙跃和他们一起通宵，校队加载，孙跃过来给

他们开门调仪器，试加载。就这样两个多月周而复始。

那天，试加载还在装铁块，孙跃趴在机柜上静静地睡

着了，身上穿着那件白色 T 恤，上面印着东南大学。 

    组织部部长陈辉每次把最新的宣传方案发送到我

邮箱的时间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凌晨一两点钟遇到

问题我们也会直接给周老师打电话。没有人休息，24

小时都是工作时间。校园里 500 面彩旗是志愿者和工

作人员一面面套上去挂起来的。上千块加载铁块，工

作人员一块块量出尺寸，校准，贴上标签，并从土木

交通实验室搬到焦廷标馆。比赛休息期间，看到科协

的同学们，趴在桌子上，靠在墙上睡着了；在后台，

他们一有时间就把本子拿出来写写高数，这种感触又

有谁曾理解。 

为期 5 天的全国赛结束了，半年疯狂的准备也结

束了。油然而生的失落感让人难以接受。他们忽然对

我说要为这友谊写首歌，我顿时无语地凝噎，不知该

说些什么。 

网工部部长王放说过“科协是一种精神”。我幸运

地活在拥有你们的生活中，回忆着拥有你们的曾经。 

          （土木工程学院科技协会主席   孔祥羽） 

 

回忆我们的曾经 

 在科协 在全国赛后 
 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落下

帷幕，留给我的是一种欣喜、一种感叹、一种回忆…… 

走在焦廷标馆周围，眼前总会浮现出这几天参赛

队员和我们科协人，还有志愿者忙碌的身影，这是我

们共同的回忆。在科协人的心里，这更是一种科协精

神！在全国赛后，我想用文字来记忆自己这一年多在

科协的感受。 

早在一年前科协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为全国赛

做准备了。朱晟泽老师带着“光杆主席”汪家跃和 1500

块钱创建了土木工程学院科技协会。在这里，我们很 

动台软件的使用，认识了振动台制造厂的朱总，一个

很低调却很有才的老总。在赛前，虽然我已经实战操

作过振动台，但我还是很是担心，怕万一出了什么差

错，科协、学校……，我不敢想象。从全国赛的前一

个星期开始吧，每天晚上做梦都是科协，或许是日有 

所思夜有所梦吧。还好，这次全国赛没有出差错，我

们可以为自己是一名科协人而自豪！说两件让我印象

最深的事吧，21 号晚上彩排前，地震台软件输出的波

总是有问题，当时缪志伟老师一直和孙悦他们在测

试，从中午 11 点多一直到晚上 10 点多，我晚上到那

边彩排时我们把机箱里所有的线、机箱、电脑，就连

投影仪、切换器、插线板都换了一遍，终于找出了问

题所在，这十几个小时缪老师就一直不间断的忙着检

查。大赛闭幕式后的晚宴，科协的人也参加了，当时

吴刚院长、张星书记、陈镭副书记、童小东副院长、

邱洪兴教授等人依次给科协人、志愿者敬酒，感谢大

家为全国赛所作的努力，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缘分，我们相遇在科协；因为机遇，我们参

与全国赛工作；因为责任，我们不怕累；因为友谊，

我们相爱如一家！ 

                               （丁智霞） 

                                                

接待新疆大学有感 
 新疆大学代表队是 10 月 16 日来报到的，是这

次比赛所有参赛队伍中来得最早的。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 16 号中午，我来九龙湖宾馆

见到的是两个中等个子的男同学，一个叫王洪广，

看起来长得和汉族没什么区别；另一个叫梁宗胜，

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少数民族生。他俩有一个很明显

的共同点，那就是淳朴。从与他们不多的几句言谈

中，我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特有的淳

朴。这种印象让我在之后为他们提供的志愿者服务

工作中，不免也把自己放得低调了许多。他们的领

队韩霞老师和另外一个队员是当天晚上到东大的。 

第二天，新疆大学的韩霞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

问我能不能到实验室去试加载，她说他们学校没有

震动台，所以心里没有底。于是我就和工作人员联

系，给他们进行了加载试验。那次加载，他们的模

型并没有倒，不过他们的模型太重了，有一千多克，

所以他们在比赛中努力把重量减轻到了两百多克，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改进。 

到正式加载的那天，我领他们去拿模型的时候，

王洪广说非常紧张，他隐约记得自己有一个斜撑没

有处理好，害怕加载时断裂，导致模型破坏。也许

上天就是这么喜欢捉弄人，真的没想到第一级加载

时，那根未处理好的斜撑就断裂了，这样的结果让

他们很伤心。这种情景，让我心里非常的难过。看 

到他们，我真的有些不忍心。两天两夜的火车，

好不容易来南京参加全国结构设计竞赛，没想到

最后连加载成绩都没有，说可惜已经完全不能表

达我内心的挣扎。可比赛就是这么残酷，吸取教

训，今后还有机会的！ 
最后那天的晚宴，我没有去参加，而在教室

里看书。这时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是王洪广发给

我的。他说在晚宴上怎么没找到我，还想给我敬

酒的，此时此刻我真是很是感动，觉得自己只是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而他们却放在心上。我回道：

“谢谢！心意我领了，以后再来南京可以找我玩，

祝你们一路顺风！” 

                            （李潇潇） 

已经开始为了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的全面准备，

很多人为之熬夜，甚至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包括我们

的几位指导老师，当我们遇到问题，在凌晨两三点发

短信发邮件请示，他们总是很快回复。主席团、部长、

副部长熬夜写策划书，老师说哪里需要修改，他们就

重新写，很多事都是详细了又详细、修改了又修改。

说实话，我为科协做的并不是很多，跟好多人相比还

是微不足道的。 

早在彩排之前，朱哥就跟我们说，这次的全国赛，

很重要，“如果搞砸了整个科协就完了，谁出差错我会

在学院收拾我之前收拾他”！我们都知道科协创业之路

很艰辛，依稀还记得华东赛后在润良报告厅朱哥、跃

哥、“帅”哥他们的那番话，为了科协，他们真的什么

都豁出去了！那时，是我第一次那么强烈的觉得科协

是一个家，是一种精神！ 

这次的全国赛，我主要参与了材料的分发、工具

借用登记、专家计算书打分、模型测量、地震台软件

操作几个环节的服务工作，其中登录、统计专家计算

书打分环节是我总负责，秘书处部长一直教我怎么做，  

在这期间我学到了不少。因为全国赛，我们暑假都有 
人值班，当时我很幸运的在我留守学校期间学习了振 

多人开始了大学里最难忘

的岁月。就在去年，科协承

担了华东赛的选拔赛、“土

木联盟”经验交流会、校结

构竞赛、SRTP 相关课外研

学讲座等筹备与组织工作，

这为我们这次举办全国赛

打下了基础。 

    在一个多月前，我们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