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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中午，本报记者在九龙湖宾馆采访

了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叶

继红教授叶教授是博士生导师，我国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现任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 

2005 年，叶老师曾作为主教练，带领东南大学

代表队参加首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斩获两

项一等奖。叶老师回忆说，当年东南大学的结构竞

赛刚刚起步，华东赛、省赛也只参加了一两届，但

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起步晚而起点高。指导第

一届参赛队的指导老师是叶继红老师和尹凌峰老

师，他们一起组织了当年的参赛队员的面试选拔，

主要对学生的基本专业知识，包括画弯矩图，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进行考察，自主选拔，

不受外界干涉，最终挑选出两支队伍参加了全国

赛。之后的准备过程是艰辛，学生只能利用中午和

晚上的时间，反复修改模型，减轻自重，提高承载

力，而学院结构实验室也积极配合，提供模型加 

竞赛专家委员会叶继红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载的条件。叶老师他们每天吃过晚饭就要赶到浦口

校区指导学生做模型，他们还邀请其他知名教授对

模型提意见、出点子，改进结构设计。叶老师、尹

老师和参赛学生一心只想着做好参赛准备，赛出好

成，给学校争光，有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从没有

向学校提出任何要求。谈到当年比赛的感受时，叶

老师说的最多的是“紧张”。叶老师告诉记者，当时

他们的模型是最轻的，刚度也刚刚超过界限值，但

取得的分数是最好的，因此取得两项一等奖。 

关于本届竞赛，叶老师说举办与参加是不同的，

承办方不仅要选拔参赛队员，还要命题，组织，接

待等工作。此前该竞赛已举办过四届，题目不能重

复，难度增加。我们的题目要紧跟国际研究的前沿，

考虑防灾减灾的要求，且结构形式上需要创新，材

料选择上也要创新。叶老师还称赞了志愿者，对组

委会的工作表示满意。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叶老师还介绍了提高 

大跨度结构抗震抗风能力的途径，如材料本身性能的

提高、结构体系的创新、先进理论的出现和抗震装置

的研制等。当谈到结构竞赛对本科生的帮助时，叶老

师指出，通过结构竞赛，学生能够加深对专业知识的

理解，开发自己的创新潜力，并有效锻炼团队合作能

力。 

     （方隆祥） 

“毫无瑕疵”这个词进行了概括。这让作为东道

主的我们感到温暖的同时，也坚定了我们服务到

底的决心。 

谈到本次比赛时，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本次

比赛赛题非常新颖，制作模型时他们也充满兴

趣，并且赛题与地震频发的现实背景相结合，意

义非凡。虽然下午一点就要开始制作模型，但我

们问到队员们的心态时，同学们非常从容，看不

出一丝紧张，眼中充满了自信。 

的确，队员们的自信跟他们之前的不懈努力

是分不开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出就会有

回报。我们相信大连理工大学代表队在本次比赛

中会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同时祝愿他们在东

大，在南京能够度过充实而又有意义的五天！ 

（孙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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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23 日晚上九点，笔者采访了山东大学的指

导教师田利老师。 

田老师是山东本地人，虽然到南京没有了

馒头，但是田老师依旧说，和其他南方地区相比，

南京的米饭很好吃，他们在南京的生活很适应。

田老师赞赏了志愿者的工作，并说从接待等事宜

可以看出，东南大学的领导非常重视这次赛事，

所以全国赛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到。田老师

补充说，如果山东大学有机会举办这个竞赛，一

定会向东大好好学习。 

此次山东大学的参赛队员是三位大三土木

专业的男生。田老师说，这三个人之间的配合不

错，之前参加过很多赛事，例如山东省的结构竞

赛等，都在比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于本次

竞赛，山大参赛队从八月份就开始准备，但是面

对全国赛 73 支参赛队伍，还是有压力。田老师

说希望山东大学代表队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 

 

                    

对于此次竞赛的赛题所用的材料，田老师说，和

之前他们自己做模型使用的材料不一样，但是他们并

不在意，完全有能力把握好竹材的特征，用竹材做出

好模型。 

田老师还说，自己今年刚做老师，主要的研究方

向就是房屋抗震，与这次的赛题密切相关。田老师是

大连理工大学本硕博毕业的，因为对自己的家乡——

山东的热爱，毕业后选择到山东大学做一名老师。田

老师还提到，山东大学的土木已经设置了博士点，希

望山东大学土木越来越好。 

                            （解文静） 

 

特邀高校——台湾大学专访 

22 日晚，国立台湾大学代表队刚刚完成了模型

加载的环节，三位队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三位队员都是第一次来到南京。言语之间，他

们的热情和自信深深地打动了笔者。谈到对南京的

感觉，他们并未感到太陌生。他们说，南京的地铁

和建筑与台北几乎一模一样。当然，这是夸张的讲

法，但也反映了两岸文化的相似性。平日里，大陆

的年轻人很少能够接触到来自台湾的同龄人。在这

次比赛中，他们既能够和大陆各大高校同学同场竞

技，又能够与大家共同交流经验，他们觉得这是一

次十分难得的比赛经历。 

在来比赛之前，他们就进行了紧张而认真的准

备工作。通过上海交通大学，他们拿到了这次比赛

所使用的竹片材料。在台大，他们进行了充分的设

计和测试工作。比赛第二天的早上，他们就已经完

成了模型制作。他们谈到，台大的测试平台震动幅

度比正式比赛还要大，但频率比较小，这使得他们

的模型比其他参赛队伍结实许多。他们说这是因为

他们第一次参加大陆高校的结构设计竞赛，对于赛

事规则没有充分理解，但是他们还是觉得非常高兴。

通过准备比赛和制作，他们能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临 

对于这次比赛的赛题，参赛队员和带队老师

也表示赞赏。抗震因素在结构设计中占据非常重

要的地位。他们在赛前测试时就是用了较低频率、

较大振幅的震动平台，这对现实的地震有很好的

模拟功能。在这次比赛中，他们发现这种震动是

高频小幅的，而他们的模型并不是为这种震动模

式设计的，不过对于这次比赛，胜负并非最重要

的，最重要的是在比赛中的相互学习，促进大家

的共同进步。 

                             （郑骏儿） 

20 号上午，在短暂紧凑的开幕式和生动详细的赛

题说明会之后，特刊记者对曾经举办过第二届全国大

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的大连理工大学代表队进行了短

暂采访。 

从他们口中，记者得知大连理工大学代表队昨天

乘飞机来到东南大学。他们的领队老师张日向老师对

东大的第一印象便是校园很大，绿化很好。同时她也

十分钦佩东大校领导新校区选址时的战略眼光。 

当谈到志愿者服务时，张老师夸赞志愿者们非常

敬业，服务非常贴心；组织者们考虑十分周到。她特

别跟我们提到一个细节，这次比赛从比赛现场到宾馆

均有专车接送，而在之前一届比赛中他们只能步行。

最后问及对于赛事组织方面的一些建议时，老师用了 

访新疆大学代表队 
——一支朴素的参赛队伍 

10 月 21 日晚，在九龙湖宾馆二楼大厅内，

领队老师们正在举行冷餐会，会场内一片其乐

融融。几经周转，本报记者对新疆大学代表队

的领队徐霞老师进行了采访。 

徐霞老师十分热情，很意外但很高兴接受

我们的采访。徐老师笑言，学生们来到东南大

学，第一感觉东大十分漂亮，第二感觉东大的

学习气氛十分浓厚，几位参赛选手都表示要报

考东大的研究生。 

徐老师坦言，新疆大学位于西部地区，教

学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实践环节少。她说这是

他们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大赛，旨在交流与学

习。 

新疆大学在结构大赛方面起步比较晚，徐老

师还提到了一个小插曲，今年九月他们才最终决

定参加本届结构竞赛，而且新疆地区缺少竹制材

料，后来他们通过东南大学提供的信息联系了一

个厂家，和他们说明情况后，厂家才专门在国庆

假期安排工人加工出来，用快递发往新疆，当材

料送到他们手上时离参赛只剩下几天了。他们在

这几天里，只能制作一次模型，而且模型试验还

是在来到东南大学，在土木工程实验中心进行

的。可以说，新疆大学此次参赛可谓历经挫折，

但徐老师对脸上始终有灿烂的笑容，可以看出她

的顽强和坚毅 

相信他们既然付出了就一定会有回报!也预

祝他们在大赛取得理想的成绩。 

（方根深  院伟） 

徐老师十分谦虚，她提到，在昨天的赛题

说明会上，当许多高校提到各类技术问题，甚

至加载要求已经精确到毫克时，她感到他们的

竞赛准备没有兄弟高校代表队充分。关于模型

制作，他们起初还担心自己模型制作粗糙，材

料浪费会导致材料不充足的问题，后来听说在

主办方东南大学领材料是很方便的，也就放心

了。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半，竞赛专家委员会对现

场模型评分的环节刚刚结束，记者就在评分现场对李

宏男教授进行了采访。 

    李宏男教授一直致力于结构抗震方面的研究，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认为本次赛题更适宜高层建

筑，还可应用于各种民用和公用建筑，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当谈及本次结构竞赛使用竹材作为结构材料

时，李教授说，竹结构是除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

木结构等以外又一种重要的结构体系，地域性比较明

显，在近些年来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本次结构竞赛

选用竹材有助于选手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在本次比赛

的模型中，涌现出很多别出心裁的设计，例如悬吊楼

板结构、摇摆结构、滑动结构等，丰富多彩，令人耳

目一新。此外，水箱元素的巧妙加入，也具有一定的

新意。 

    作为曾承办过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的大连

理工大学的建设工程学部的部长，李教授客观地评价

了东南大学的竞赛组织工作。他赞赏本届大赛全面地

吸收借鉴了往届筹办的经验，各项筹备工作做的细致

周到，会议的组织和评分规则的制定很有章法，尤其

志愿者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此外，李教授还谈到国内外大学的交流，认为国

外大学结构竞赛灵活开放，国内结构竞赛严谨求实。

李教授认为本次特邀海外大学的参赛有助于我们了

解认识不同教育体制下院校的不同风采，开阔眼界，

拓展设计思路，方便了选手之间的交流学习。 

    李宏男教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热情地接受了采

访，还耐心地就结构方面的问题解答了记者的疑问，

他对待专业的严谨和大气从容的风度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李宏男教授专访 

（苏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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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赛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熊海贝

教授于 21 日晚上 10 点到达九龙湖宾馆，由于时

间太晚，所以笔者预约了 22 日采访熊教授。  

22 日上午，熊老师在九龙湖宾馆至善厅参

加了比赛专家组会议，对部分参赛队的计算书进

行了评分。第一次见到熊海贝教授，是她第一次

从会议室出来，笔者本想和她交流，可是熊教授

说，工作还没有结束，她们只是出去拍个照。虽

然仅仅只有几个字，但是笔者发现，熊教授是一

个非常和蔼的老师。 

会后，熊教授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结构

设计竞赛的赛题设置的非常好。赛题不仅体现出

“防震减灾”的思想，紧扣目前世界上地震频发

的现状，而且很好的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

想。 

熊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木结构抗

震，对于本次竞赛材料采用竹材，熊教授也发表

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于木结构和竹结构来说， 

都是可再生的材料，可是目前极其普遍的

钢结构虽然可回收持续利用，可是钢结构

并不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011 年，熊教授担任了同济大学在 

福建的招生组组长。熊教授说，她在招生中就很注

重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尤其是学生的能力和创新实

践活动。 

                              （解文静） 

10 月 22 日下午，笔者于焦廷标馆二楼多功能

厅采访了组委会专家方志老师。方老师介绍了此

次竞赛如何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及创新的理念。 

方志老师首先肯定了东南大学深厚的文化底

蕴，四牌楼校区和九龙湖校区的建筑是历史与现

代的完美结合。接着，方老师又表示，此次结构

竞赛参加人员来自两岸三地，还有来自美国、日

本的参赛队，体现了竞赛参与者的广泛性、国际

性。在志愿者、校旗设置等各个细微环节，东南

大学都做得几近完美。 

方老师还认为，此次结构竞赛题目很符合当

下自然资源匮乏、急需环保节能建设方式的国情。

模型材料使用竹料，绿色环保，真正符合了可持

续发展原则，将有力推动新型建设工程的发展。 

同时，方老师还认为此次竞赛中，许多大学

生发挥自己无限的创新精神，设计出许多新奇的 

方志教授专访 

模型，虽然是相同的题目，但仍然出现了不少亮点，

让组委会的老师们耳目一新。组委会的老师们，也会

在掌握共性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应用规则，做出公平、

公正的合理评判。 

最后，方老师衷心祝愿，所有经过同学们精心制

作的模型，能够在比赛中取得令他们自己满意的成绩。 

                            （毕慕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