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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中国现代

化的开路先锋。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一代代交通人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推

动中国交通运输事业

跨越式发展。一个流

动的中国，充满了繁

荣发展的活力。

作为目前全国唯

一一所以“铁道”命名

的本科院校，石家庄

铁道大学师生们的身

影长期活跃在中国交

通各大领域，而该校

的交通工程专业也伴

随着中国交通事业的

发展从无到有，并成

为学校着力打造的特

色优势专业。

今天，我们走近

石家庄铁道大学交通

工程专业的一群交通

人，听他们讲述一个

专业如何与我国交通

事业的发展需求同频

共振，从中我们又能

触摸到哪些中国交通

新未来。

10 月 27 日 19 时，石
家庄铁道大学基础教学
楼 315 教室，50 名来自交
通学院和信息学院的大三
学生——一群年轻的“准
交通人”，开始聆听一堂

“高配”课程。
这堂“交通安全数据挖

掘”课的授课老师、青年学
术骨干顾晓辉博士，来自石
家庄铁道大学省部共建交通
工程结构力学行为与系统安
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无论是授课内容，还是
授课师资，这样的课程本是许
多本科学生难以接触到的。

今年 3 月，石家庄铁道大
学首开“未来交通试验班”，遴

选出的50名学生除完成正常的本科学习之外，
将在试验班里，围绕交通工程的数字化、智能化
接受导师制培养和小班化教学。

“中国交通正向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

展，这个试验班，就是我们学校培养下一代创
新型交通工程人才的新尝试。”顾晓辉解释。

交通，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扮演着

“先行官”角色。
作为目前全国唯一一所以“铁道”命名的

本科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师生们的身影长期
活跃在中国交通各大领域，而学校的交通工程
专业也伴随着中国交通事业的发展从无到有，
并成为学校着力打造的特色优势专业。

“只要是交通涉及的环节，都涵盖在交通
工程专业里边。”顾晓辉介绍，交通工程按运输
方式划分，包括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等
多个方向，交通工程专业面向每种方向，研究
其中涉及的车、路、组织、管理等，“是个典型的

‘大交通’概念”。
石家庄铁道大学副校长王扬，亲身经历了

石家庄铁道大学交通工程专业的从无到有。
“我上学那会儿，在全校范围对‘交通专

业’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一说学‘交通’，基本
就理解为土建施工。”1998 年，18 岁的王扬来
到石家庄铁道学院（2010 年更名为石家庄铁
道大学），就读土木工程专业。“我们学校当时
是归属铁道部的行业院校，全校只有6个系招
收本科生，专业设置的逻辑基本上是以工程施
工为中心的。”

然而，变化很快便出现了。
1999 年，石家庄铁道学院开始着手设立

交通工程专业的前期论证工作。2000年，该校
的交通工程专业正式招生。当年，王扬作为学
校的青年教师培养对象，赴东南大学交通工程
专业学习，毕业后留在石家庄铁道学院的交通
工程专业任教。

“2000年，石家庄铁道学院由铁道部划转
河北省，学校开始由一个行业院校向省属高等
院校转变。”在王扬看来，交通工程专业的设
置，固然有学校扩大发展的考量，但更离不开
中国交通发展的大背景。

上个世纪末，中国交通事业高潮迭起。
1997年，中国铁路第一次大面积提速调图全面
实施，拉开了铁路提速的序幕；2000年前后，中
国开始大规模推动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中国大交通局面开始形成，不仅要有施
工人才，还要有工程管理人才、工程咨询人才
等各种交通人才。”王扬表示，“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石家庄铁道学院交通工程专业从无到
有，以及专业领域的拓展和就业选择的广阔，
都是中国交通事业跨越式发展催生出来的新
面貌。”

也正是得益于交通事业的大发展，交通工
程专业的人才培养通道也越来越畅通。

王扬介绍，在研究生教育层次，工学门类
的专业学位类别原来统称为“工程硕士”或“工
程博士”，在交通领域的人才培养层次最高只
能是硕士。到了2019年，国家为了满足行业需
求，将原有工学门类的专业学位类别拆分成八
类，交通不仅成为其中之一，而且人才培养层
次提高到了博士。2020年，石家庄铁道大学经
过国家的严格审核，成为全省唯一的交通工程
博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

现代化的运输方式主要包括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等形
式，面向不同的运输方式，国内很多高水平大学的交通工程专业都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专业优势，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

在铁路领域，石家庄铁道大学是目前6所独立办学的原铁路
高校之一，是全国唯一服务国防交通应急保障的地方机构。在我
国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最为发达、轨道交通产业布局最为重要的东
部地区，该校是为数不多的以轨道交通行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具有
博士专业学位授权资格的高校之一。

此外，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的交通
工程专业具有显著的铁路行业优势。

在综合交通领域，东南大学、同济大学的表现非常突出。
在航空航天领域，当仁不让的自然要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航空航天特色院校。
大连海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的水运、航运，则是这些

学校交通工程专业的传统优势。
在公路方面，长安大学是在业界享有很高声誉的老牌强校。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今年夏天，一段云南农业大学学生卖力宣传学校，却
被戏称为“招生减章”的视频意外走红。

事实上，这段由云南农业大学学生自己制作的视频
里，虽没有风景如画的校园，没有“高大上”的科研成果展
示，但却用真诚把自己农业院校的特色展露无遗，让不少
人对农学专业产生兴趣——它为普通人了解不同的专业
特色和各具风格的大学提供了一个另类的有趣视角，而
这也是高等学府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高端和龙头，中国高等教育在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战略角色。

在此之中，作为人才培养基本单元的专业，直接关系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
及能否真正成为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引领力量。因此，近
年来，国家持续推动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加快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

然而，在一个个越来越细分、越来越“高大上”的专业
背后，我们的高校专业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做什么，在教
什么，在学什么，很多普通人并不了解。

其实，河北不乏专业特色鲜明的高校。在长期的追踪
采访中，我们看到，近年来，紧紧围绕国家、社会需求，省

内许多高校积极发挥学科特色优势，克服困难走出具有
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之路。他们在新一轮科
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同样在用积极主动的作为，上演一
个个生动的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

基于这些采访积累和思考，本栏目今起推出系列报
道“在现场·我的专业故事”。希望年轻人能从中找到自己
钟情的专业方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透过河北高校的
特色专业，感受到河北这片热土上创新发展的力量。

文/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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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人语
触摸“特色专业”里的创新力量

近日，经过一番改扩建，石家庄铁道大学
校史馆重新开放。

在国防交通专题展室，最吸引的人，莫过
于一台架桥机的演示台。

演示中，这台架桥机像一只橙黄色的毛毛
虫，慢慢驶出隧道，在没有桥面的情况下，以身
体为桥，最终成功地将挂载的预制梁安放在两
个桥墩之间。

这便是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刘嘉武为解
决高铁和客运专线在山区桥隧相连地段架设
桥梁的巨大难题，而研发的 SLJ900/32 型架
桥机。

它的出现，彻底解决了山区铁路桥梁架设
的难题，综合技术性能远高于国外同类型架桥
机。不止于此，刘嘉武带领团队研发的系列铁
路箱梁架桥机，已经成为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和
应急桥梁抢修的“标配”，占国内高铁架桥机市
场三分之一的份额。

科学研究只有与社会发展相连，才能经受
时代的磨砺和考验。

作为一门与中国交通发展实际紧密结合
的专业，石家庄铁道大学交通工程专业的师生
们，紧紧围绕交通工程一线所碰到的实际问
题，把一篇篇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潘存治听过架桥机
翻落的事故，也亲眼看到施工现场关键部件

飞落的险情。“现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各
种结构庞大、载荷巨大的施工机械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机械的健康状态直接影响施
工安全，就像人需要体检一样，大型机械设备
也同样需要进行体检诊断，否则可能关键部
位上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松动，都有可能酿成
无法挽回的损失。”

以架桥机为例，潘存治介绍，目前高铁线
路中的桥梁占比达74%，施工中涉及大量的架
梁作业，先前流行的32米梁，重量达900多吨。
为降低桥梁建造成本、提升列车运行的平稳
性、舒适性，满足特殊要求，40 米梁的应用不
断得到推广，其重量更大，有些在特殊路段使
用的预制梁重量甚至达1700多吨，复合型、可
变跨的新型架桥机应需而生。

“工程机械自重大、载荷重，虽然国家对大
型机械设备的安全已经做了很多规范要求，但
面对复杂的施工安全问题，在数字化、智能化
安全监测方面仍需要更多科学研究和创新。”

围绕大型工程机械安全监测与诊断，潘存
治作为带领团队骨干成员之一，在安全信息感
知、安全状态诊断、安全状态控制等方面的研
究获多项专利，已经成功应用在京石高速、津

保高速，以及北京、深圳等20多个城市地铁的
施工中。

2020 年，潘存治参与的课题——轨道交
通大型工程机械施工安全关键技术及应用，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科研往往意味着和艰苦寂寞相伴，这对交
通人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石家庄铁道大学省部共建交通工程结构
力学行为与系统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
主任李韶华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在大广高速
上进行的一项关于车路相互作用的试验研究。

“从2010年春天到冬天，我们要伴随着大
广高速的施工，在一段长100米的双向六车道
试验段上，埋六七层传感器。”因为无法准确预
测施工时间，每当新一层铺设接近试验段，团
队师生们都要提前一天赶到工地等候。

最紧张的是铺设到沥青混凝土层的时候。
“沥青混凝土放凉了就不行了，所以我们

得一直守在边上，快铺到试验段的时候，把传感
器放到挖好的坑槽中，再顺着挖好的槽把线路
引到路旁的采集井，然后让车把沥青路面压
实。”李韶华说，冬天，野地里的风格外凛冽，师
生们里边穿着羽绒服，还要在外边套上军大衣。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她所在团队的高
速运动刚柔相互作用系统非线性建模与振动
分 析 课 题 荣 获 2017 年 度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二
等奖。

而令石家庄铁道大学省部共建交通工程
结构力学行为与系统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刘鹏飞印象最深的，则是一段长达半年的

“昼伏夜出”的日子。
2016 年年底，我国首批复兴号动车组进

入跟踪测试阶段。根据规定，动车组正式上线
前需要接受 60 万公里的运营考核，刘鹏飞作
为测试团队的一员，跟随着这批动车组来到了
大同到西安的大西线。

“测试时，动车组以不同速度等级整天在
线路上来回拉锯跑。”晚上 11 时列车入库后，
刘鹏飞他们就开始出动，检查车厢上以及转向
架上的传感器在一天的高速行驶后有没有掉
落、线路有没有松动，同时还要把当天的测试
数据导出来分析。

高铁的电压有两万多伏，为避免意外，刘
鹏飞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动车组断电的情
况下，打着手电进行的。每天完成所有的工作，
基本都要到第二天凌晨4时多了。

好不容易结束所有工作，他们还要把所有
工具、配件全部仔细检查一遍，确保没有一颗
多余的螺丝钉留在铁轨或车厢上。

专业选择小贴士
■
链
接

10 月 27 日，石家庄铁道大学省部共建交
通工程结构力学行为与系统安全国家重点实
验室，在一间地上地下高度共 8 米、像厂房一
样的实验室里，高速列车单轴滚振实验台（简
称滚振台）稳稳占据着“C 位”。滚振台顶端的
一条红色横幅上写着“中车新一代450km/h速
度级转向架滚振试验”。

滚振台是实验室的一台主要实验设备，不
仅能驱动转向架高速运转，同时还能模拟不同
的载重环境。在滚振台的一侧，就摆放着这次
接 受 滚 振 试 验 的“ 主 角 ”—— 中 车 新 一 代
450km/h速度级转向架。

事实上，从2021年10月开始，这台转向架
已经多次以约 500 公里的时速在滚振台上接
受测试。

“现在还是这台新型转向架的部件级考核
验证阶段，一旦它的安全性、稳定性、平稳性通
过考核，不久的将来，它就很有可能再装上车

厢，接受下一轮的整车试验。”顾晓辉笑着说，
到那时，高铁“450时代”就会真正到来。

不仅着眼解决交通工程一线所碰到的实
际问题，交通工程专业的研究同样面向未来，
透过他们的研究，我们能近距离触摸到中国未
来交通的多种可能。

11月2日，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郭京波带
着研究生，在位于广州的中国铁建华南建设实
验室，参与极硬岩盾构机刀具的产业化研究。

“盾构机最初从国外引进，目前基本实现
国产化，但盾构机刀具性能和寿命还有待进一
步提高。”从 1997 年参与国内首次 TBM 全套
技术资料翻译工作，20多年来，郭京波一直行
走在盾构机的国产化之路上。

郭京波解释，盾构机工作在地下深达二三

十米处，这使得盾构机一直处于带压工作状态，
一旦盾构机刀具在施工中出现损坏，进仓维修
或更换刀具，通常需要专业的潜水员完成，如此
不仅影响工程进度，甚至还可能引起事故。

“如今，我国在大型掘进机领域已经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如何提高关键部件和关键设备
性能质量和延长使用寿命，是中国交通未来发
展的一个重要命题。”郭京波表示，目前他们正
在研发的极硬岩盾构机刀具，采用了新材料和
新工艺，有望在刀具使用寿命上实现重大突破。

不仅如此，郭京波还带领团队从事大型盾
构机械的智能感知方面的研究，助力大型盾构
掘进机的智能化。

除了更快、更长寿命、更智能，机车的轻量
化、低能耗同样是中国交通发展的方向。

最近，刘鹏飞刚刚结束了一款国内最先进
的城轨列车转向架线路试验工作。

“这是唐车研制的一款应用了碳纤维材质
的新型轻量化转向架，通过减轻列车重量，从而
降低列车运行能耗。”刘鹏飞介绍，从2021年12
月起，这款转向架便被装到实际列车上，在石家
庄地铁1号线上运营考核试验，跑了半年多。

在这半年里，刘鹏飞带着学生们又开始了
一段“昼伏夜出”的日子，累计收集和整理了
5000余公里的试验数据。

实验和计算的过程难免枯燥，每当这时，
刘鹏飞就跟学生们打趣：“你们别觉得自己坐
在这儿推导公式很无趣，你们这个公式可能影
响了未来中国轨道交通最前沿的技术进步。”

“还是要站位高一点。毕竟，我们交通人是
‘流动中国’的开路先锋。”刘鹏飞笑着说，而这
也是这位 36 岁的副教授最想传达给下一代

“交通人”的感悟。

触摸中国交通发展新趋势触摸中国交通发展新趋势

把论文把论文““写写””在祖国在祖国大地上大地上

中国交通事业大发展催生出新专业中国交通事业大发展催生出新专业

【阅读提示】

▲顾晓辉博士向“未
来交通试验班”的学生介
绍石家庄铁道大学省部共
建交通工程结构力学行为
与系统安全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相关研究。

◀郭京波教授参与
研制的盾构机下线。

▼石家庄铁道大学研发的
架桥机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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