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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学生们若想找张留洋
请教问题，有一份共同的默
契——去实验室准没错，张留
洋如果不在实验室，就一定在去
实验室的路上。回国进入西安交
通大学任教 4 年来，做研究、带
学生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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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身手的舞台就在眼前”

张留洋研究攻关的领域是机械部件损
伤分析与检测评估，精检装备裂纹，从而
保障其安全运营，比如，飞机发动机叶片就
是其中之一。而要准确分析并检测出飞机发
动机叶片内部的损伤，对于国内外相关研
究来说都是技术的重点难点，前路漫漫，
荆棘丛生。

怎么办？他带领团队开始逐步拓展研究
方向。“从对损伤的分析延展到对损伤的检测
及其发展演进、使用寿命预测。与此同时，
我们也在研发小型、轻量、价格更亲民的检
测设备。”据张留洋介绍，如今，先进传感器
领域也成为团队的关注重点，结合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他们的研究方向打开
了新思路。

2017 年，30 岁的张留洋在美国佐治亚大
学工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此前，他曾于法
国巴黎第十一大学完成了硕士阶段的学习。

结束了8年的留学生涯，面对毕业时知名
美国公司的工作邀请，张留洋没有太多犹豫
便决定回国，继续从事机械部件损伤的相关
研究，寻找将自己多年来的理论研究加以应
用和拓宽的机会。

“妻子非常支持我回国。国内的人才引进
政策和给予青年科研人员的一系列支持保

障，在国外是很难获得的，这给我们免去了
许多后顾之忧，大展身手的舞台就在眼前。”
张留洋感慨地说。

他最终选择了落户千年古都西安。许多
留学生都在寻找一个契机，将个人发展融入
祖国建设之中。张留洋说，站在秦岭脚下，
心中那股要报效祖国的劲儿愈发强烈。他觉
得自己很幸运，迎来了这样的机会。拥有大
型实验设备的国家级实验室、国内外优秀学
者、经费支持、研究生招录给青年教师政策
倾斜……西安交通大学让张留洋找到了适合
自己发展的科研平台。

“探寻它的来龙去脉”

张留洋团队聚焦于太赫兹检测技术，实
现在机械部件内部损伤的高精度检测与特征
提取。相较于超声、涡流等其他无损检测技
术，太赫兹的优势在于波长往往大于尘埃等
微小结构，不存在阴影效应，检测能力更强。

但是，检测装置传感器探头不仅价格高
昂，而且非常笨重，这一直是太赫兹设备研
发过程中的痛点。张留洋坦言，受限于目前
相关设备的价格，想要推广利用这一技术并
不容易，团队正在进行新一阶段的技术攻
关，希望能在便携化和降低成本方面取得
突破。

2019年4月，西安交通大学高端装备研究
院正式入驻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张留洋有
了一份新任务——高端装备研究院国际机械
中心副主任。为此，他要承担国际机械中心
科研和研究生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为让科研
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前沿科学研究，张
留洋所在的国际机械中心拥有完善的配套设
施和服务，在管理模式上与世界接轨，同
时，在科研方面非常注重学科交叉。

作为教育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国
家级项目，西部科技创新港是陕西省和西安
交通大学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
战略及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由科研、教
育、转孵化和综合服务配套板块组成。5000
亩创新热土，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新作为和新

起点。
入驻创新港，开启了张留洋及其团队科

研路上的新征程。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套可
供不同材质和不同损伤状态的“损伤分析诊断
模型和检测技术”。“目前大部分同类研究是立
足于材料已有损伤状态的检测和发展预测，我
们的基础理论模型研究想要向前追溯——现
有的损伤如何发生？又如何演化至现有程
度？探寻它的来龙去脉。”张留洋说。

“我们早就习惯了‘冷板凳’”

除了实验室，张留洋最喜欢的地方是课
堂，他喜欢讲课。

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张留洋与导师的交
流非常频繁，一旦学术上碰到了问题，他会
第一时间冲到办公室，“不必提前打招呼，工
作时间导师一定会在。有学生请教时，他会
放下一切其他工作，先解答学生疑问。”这样
的师生关系不仅让学生时代的张留洋获益良
多，也让他自己在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后，将
带好学生视为重中之重的工作。

除了带研究生做实验，张留洋还面向留
学生和研一学生开授“工程有限元与数值计
算”和英语小班课程全英文教学，加强学生
的英语和机械专业水平，推动学院与国际化
教学模式接轨。

兼顾教学与科研，还要承担一些事务性
工作，张留洋基本全年无休，班车或地铁通
勤路上他也在看论文。“只有盯紧前沿基础理
论研究，才能有底气涉足更多具体技术应用
领域。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早就习惯了‘冷
板凳’。耐不住寂寞就做不了科研。”张留洋
说道。

置身于交大西迁博物馆陈列厅，张留洋
总能感受到一种“急国家之所急，忧国家之
所忧”的热血与坚定。他会不时想起自己第
一次走进这里的情景——讲解员介绍着交通
大学西迁的故事，在上海的交大师生毅然放
弃优越的生活，排除万难来到祖国西部，扎
根西部，建设西部。“西迁精神”是艰苦创业
的奋斗精神，是敬业无私的奉献精神，张留
洋被这段校史深深震撼和感动。

而今，作为科研路上的“新西迁人”，重
任在肩，张留洋不敢有丝毫松懈。“西迁精神
跨越时空，激励着我们青年科研工作者不畏
困难、不断探索。我们勇于承担国家重点难
点的研究项目，用实际行动去谱写一个又一
个新时代的西迁故事。”

据新华社电 （记者姜辰蓉） 暴雨瞬
至，倾盆雨水在地面迅速汇聚，向下水
井口奔去。但随着降雨持续，排水系统
超载，大量地面积水产生，严重时车辆
也被内涝的“海洋”围困……当通过网
络看到这样的情景，身在海外的侯精明
感受到责任的召唤。

“我曾在德国、英国留学，并从事与
水相关的研究。看到国内不少城市遇到
雨季内涝的问题，我就决定回国。能用
所学的知识帮助祖国解决实际问题，一
直是我的愿望。”侯精明说。

当侯精明还是一名大学生时，一位
老教授曾对他和同学们说：“你们中将来
有人可能会选择出国留学，我希望你们
完成学业后能回来报效祖国。”十多年
来，侯精明在海外相继攻读硕士、博
士，还完成了博士后相关研究，但他仍
时时牢记恩师的话。2016 年，他回到祖
国，其后入选国家青年特聘专家。

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率以每年约
2%的速度增长，高速发展中，问题也随
之显现，城市内涝就是其中之一。“城市
发展中，最先考虑的是人的问题，自然
因素往往会被忽略，很多国家都有相同
的发展历程。”侯精明说，“强降雨导致
的城市内涝，不仅会造成交通瘫痪、财
产损失，甚至有人因此失去生命。”

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强降
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每当暴雨来临，别
人避之不及，侯精明带领的西安理工大
学研究团队成员却争相往外跑。他们要
到各个易涝点去实地观测，收集资料，
建立涝情数据库。

他们发现了许多导致城市内涝的因素：在一些城市化进程较快
的地区，硬化面积占比大，不仅会减少下渗水量、增加地表径流，
还导致汇流速度更快，极易在地势低洼路段和下穿通道形成内涝积
水；部分管网排水能力不足，汇入雨水下排不及，有的地段被雨水
冲刷来的树叶、生活垃圾等堵塞了雨水口；不少城市片区排水管网
系统雨污合流，污水中的垃圾容易堵塞管道，加上维护不及时，导
致管网淤积……

“不同城市自然因素、建设情况等不尽相同，要根治内涝，让城市
在强降雨来临时不再‘看海’，需要找准每个城市的‘病因’，对症治
疗。”侯精明说。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和国内多个地方的政府部门开展合
作，为城市细致“把脉”、精准“开方”。看到提出的方案从电脑模型
变成实际场景，一处处内涝点被解决，城市的痼疾得到缓解，侯精明
感到欣慰。

作为陕西省水模拟及灾害管理创新团队负责人，侯精明理想中的
“健康”城市是“海绵城市”。这种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
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被称为“水
弹性城市”。“‘海绵城市’应具备渗、滞、蓄、净、用、排六大功
能，雨水有足够的空间，不会无处可去，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
他说。

近年来，国内已有部分地区正在进行“海绵城市”的试点建
设，侯精明和他的团队也参与其间。他们在深入研究和实践中发
现，迄今，各地“海绵城市”建设主要依托灰绿工程设施来开展，
但对灰绿设施如何优化布设、源头到末端调控设施如何有效融合的
问题研究不够；工程实施主要在市区，但对与之息息相关的城郊、
流域等关注不足。

他们希望能在目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建立灰绿协同、统筹城
乡、因天地制宜的“大海绵城市”理念。在这个理念下，城市与流
域、天空与地面、供水与排水都能交叉融合，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城市
水资源问题。

在研究之余，侯精明还和团队成员一起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发
出强降雨环境下的逃生游戏，并建立区域大数据平台，为域内居民提
供极端天气预警、内涝规避提醒等服务。对此，侯精明说：“‘海绵城
市’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也不是一个人、一个团队能完成
的，它需要更多人的了解和参与。我们也很愿意承担起科普、服务的
责任，减少内涝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这一
问题，和我们一起为建设美好城市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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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业 资 讯

精检装备裂纹、保障安全服役，“85后”青年教师张留洋——

为机械设备“把脉问诊”
本报记者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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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 孙亚慧） 日
前，第八届海归论坛“湖南省留
学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项目选
拔大赛”在长沙正式启动。本届
论坛首次将项目路演升级为项目
大赛，对留学人员初创的优秀企
业进行资助及推介，为广大海归
创新创业者搭平台、建生态、筑
体系。

项目大赛从 3 月 27 日持续到
9 月 13 日，分为初赛、复赛、决
赛 3 个阶段。初赛将在线上举
行，共设置 50 个晋级名额；复
赛将在线下举行，共设置 20 个
晋级名额；决赛在 9 月以线下路
演形式举行。与此同时，本次项
目大赛提供配套创业活动，针对

进入半决赛的项目，组委会将免
费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推广，获
奖项目还可获得湖南省 11 个留
创园入驻优惠政策扶持及多重平
台推介。

据介绍，自 2014年第一届成
功举办以来，海归论坛共邀请了
700 多名来自全球的行业专家及
优秀人才、海外侨团代表以及
1000多名省内外海归代表参加活
动，促成42名海归博士与湖南高
校、企业签订入职协议，107 名
海归博士签署意向协议。其中项
目路演作为历届海归论坛的重要
组成部分，共成功引进26个海归
创业项目落地湖南，收获投资金
额2.1亿元。

“湖南省留学人员创业启动支持
计划项目选拔大赛”拉开帷幕

1 月 12 日，侯精明 （后左二） 在西安理工大学
与研究生一起观看VR城市内涝模拟演示。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吕诚成、洪泽华） 粤
港澳大湾区 （广东）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日前正
式开园，旨在为港澳青年、大学生、留学回国
人员等提供全周期创业孵化育成服务，打造集
交流、培育、实训、孵化、展示、对接等功能
于一体的示范性平台。

园区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广
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合作共建，建筑面积达
6.65万平方米，总投资超7亿元。经评审，首批
51个项目落户园区，涵盖人工智能、新一代信
息技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生物医药与健康、新能源等前沿科学行业领
域。目前已入驻近40家，包括6个港澳团队和9
个港澳初创企业。

孵化基地内设路演大厅、会议中心、书吧
等公共设施，一站式综合服务大厅可为创业者

们提供 24 小时“不打烊”的营商服务，“产品
试验试制区”内有产品设计、仿真、柔性产
线、增材制造、3D打印、激光技术、精密测量
等相关软硬件设备，可为创业团队及企业提供
先进制造、高端软件、文化创意等领域的产品
样品创新试制服务。

“我们制作可动人偶需要大量使用 3D 打印
设备，产品试验试制区很有吸引力，”威酷模玩

（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秋月说，
“设计人才和品牌营销集中在中国香港，要打开
市场必须在大湾区内整合资源。”

目前，第二批入驻项目招募筹备工作已经
启动，共收到69个申报项目，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项目招募目标比例有望提升至 70%以上，目
前正加紧组织审核。

园区的运营单位之一、广州力华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粤认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的成立能够有效整合各地优势资源，将发挥
龙头作用，带动大湾区内 12 家创新创业孵化
器形成合力。

随着大湾区建设加速推进，越来越多港澳
人士到广州天河区工作和生活，天河区也不断
营造适合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的公共服务和人文
环境，各项就业创业政策服务对象范围已扩大
到来穗创业的港澳青年。截至 3 月初，在广州
天河区办理了有效就业登记的港澳青年就业人
数已达1085人。

本次入驻园区的香港国际青年创客联盟负
责人李为旭认为，园区对人才有强吸引力，为
港澳青年创业提供了便利政策。下一步，创客联
盟将带动香港青年创客来穗交流合作，以园区为
起点向其他地方扩展，找到广阔的发挥天地。

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开园

张留洋正在进行铝板裂纹检测实验。

除了带研究生做实验，张留洋 （左六） 还面向留学生开设了
“工程有限元与数值计算”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