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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模型 翟方法
创新发展解决世界难题

1981 年，翟婉明刚考上西南交通大学。
开学前夕，他乘火车赶赴学校所在地，这是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没想到大雨致
使宝成铁路一段路基塌方。只好绕道，我辗
转花了三天四夜，才从老家江苏靖江赶到位
于四川峨眉山的学校。”翟婉明回忆说。

首次乘火车的经历让翟婉明深刻认识到
中国铁路亟待提高。他上车后发现，车厢被
挤得水泄不通，想找个站的地方都难，更别
提有空座了。他只好挤站在通道上。“第一
次乘火车，我很兴奋，但吃惊地发现，中国
铁路竟然如此落后，好像当头挨了一棒。”
翟婉明说。穷则思变，这一次经历让他心底
萌发了改变中国铁路落后面貌的想法。

考上大学不容易，对翟婉明这样的农村
青年更是如此。他深知这一点，倍加珍惜来
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
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勤奋钻研。苦心人，
天不负，翟婉明很快崭露头角，成绩名列前
茅，并一路以“第一”的优异表现完成了本
科、硕士、博士的学业，进入中国铁路交通
科研的前沿领域。

轨道交通工程动力学与振动控制是翟婉
明长期研究的方向。经典的车辆动力学、轨
道动力学理论是将车辆和轨道分开进行研究
的，不能很好解决复杂的车辆与轨道动态相
互作用问题。针对传统研究的局限性，翟婉
明大胆地提出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即把

车辆系统和轨道系统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相
互耦合的大系统，综合研究列车在线路上的
动态行为，结束了长期以来将机车车辆和轨
道割裂开来研究的局面，在国际上被称作“翟
模型”。

不仅如此，为了高效求解这一复杂大系
统问题，翟婉明还构造了适合于大系统动力
分析的快速显式数值积分方法，后来在国际
上被称为“翟方法”，得到广泛采用。同时，翟
婉明提出了机车车辆与线路动力性能最佳匹
配设计原理及方法，并主持研究建立了高速
列车－轨道－桥梁动力相互作用理论及安
全评估技术……

从就读西南交通大学到留校任教，翟婉
明一直从事轨道交通工程领域的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工作，成为了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
工程学科（全国学科评估排名第一）的带头人。

新标准 新规范
战略需求催生高铁科创

谈到中国高铁发展至今遇到的挑战，翟
婉明表示，高铁发展初期，我们由于没有任何
相关设计和建设的经验，遭遇到多方面挑战。

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没有设计标准和建
造标准。没有标准怎么来设计高速铁路线
桥基础设施？以高铁线路为例，平面曲线和
纵断面曲线的半径最小可以取多少？曲线
和直线之间的连接有个缓和曲线，如果处理
得不好，高速列车就会在运行中突然抖动，
影响乘坐体验。这个缓和曲线长度该如何
选取？线路坡度最大能到多少？“这些设计
参数影响线路上高速列车运行的安全性和
平稳性。当时，我国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经
验，一片空白，困难重重。”翟婉明说。

该难题的解决得益于翟婉明提出根据动
力学理论来预测行车的动态性能和大量试验验
证，即在高速列车行驶过程中，看行车的性能指
标是否满足标准，从而倒推线路设计参数的合
理值。如今，中国已经有了高铁的设计规范和
设计标准，包括线路平纵断面的设计标准。

高铁工程建设中的另一个难题是，以前
桥梁的设计标准只适用于每小时 200 公里以
下的行车速度，准确评估高铁列车通过桥梁
的安全性至关重要。为此，当时的铁道部成
立了联合攻关组，翟婉明出任组长。经过10
年艰辛努力，翟婉明带领联合攻关组最终提
出列车-轨道-桥梁动力相互作用理论，建立
了高速列车过桥的动态设计安全评估方法，
成功解决了上述难题。该理论方法被全面应
用于为高铁设计的各种特殊桥梁，特别是特
大型桥梁。如今，车线桥动力仿真评估技术
作为不可替代的一项关键技术已纳入中国高
速铁路设计规范。

中国高铁科技领域取得上述卓越的成就
是翟婉明等科技工作者长期携手努力奋斗的
结果，彰显了他们刻苦钻研、矢志不渝勇攀
科技高峰的创新精神和奉献精神。然而，谈
到这些成就，翟婉明却说：“它们都是基于
国家工程建设需求设立的重大攻关课题而取
得，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拉动的结果。科研

人员只是响应号召，满足需求，做了一些具
体工作。如果脱离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和强有
力支持，我们不可能做出什么东西，就是做出
来，也是纸上谈兵。”

更快速 更智能
新辉煌继续造福全世界

从 20世纪 90年代起，中国开始了高速列
车的研究与探索，诞生了以“神州号”“先锋
号”“中华之星”等国产动车组为代表的创新
成果。2004 年，中国开始全面引进国外高速
动车组并创新研制了“和谐号”系列动车组。
2012 年以来，中国标准高速动车组的自主研
制工作深入推进，推动实现了高速列车技术
完全自主化。

2016年 7月 15日，郑徐高铁创造了时速
420公里列车交会的世界新纪录。2017年9月
21日，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
车组“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上实现时速 350
公里商业运营，中国由此成为高速铁路运营
速度最高的国家，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战
略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可以毫不谦虚地讲，在350公里时速的
线路上，中国高速列车的舒适性、平稳性在国
际上是最高的。”翟婉明对高铁的平稳性赞不
绝口。他还特别提到外国在华记者曾在中国
高铁车厢内做过的一个实验：在列车高速运动
的环境下，车厢内立着的一枚硬币可以保持8
分钟不倒。“这充分说明，中国高速列车跑起来
是多么平稳！”翟婉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高速铁路网建设突飞猛进。截止
2020年底，中国已建成并开通运营超过3.8万
公里、“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正在加速编织
以“八纵八横”主通道为骨架、区域连接线衔
接、城际铁路补充的未来高速铁路网。

如何切实做好高铁运行维护工作，长期
维持高铁轨面几何形态的高平顺性，让中国
高铁始终高平稳运行？这是翟婉明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为此，他提出要把科学制定 《中
国高铁线路运维标准》 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抓紧、抓好。谈到高铁未来的发展方向，翟
婉明指出：“中国高铁将沿着两个目标继续
前进。一是更高速，即跑得更快；二是更智
能，即跑起来更聪明，提升智能化程度，建
设智能高铁。”

在智能化建设方面，翟婉明介绍说，中
国高铁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2019年12月
30 日开通运营的京张高速铁路和 2020 年 12
月27日全线开通运营的京雄城际铁路实现了
自主智能驾驶，标志着智能高铁技术创新取
得新的突破，树立了中国轨道交通发展的新
的里程碑。

“中国高铁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
成就。在交通强国战略的指引下，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创造新辉煌，引领和推动国际高
铁技术继续创新发展，造福世界。高铁梦就
是我的‘中国梦’！”翟婉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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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
授黄维和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安众福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授刘小钢合作，在有机室温磷光领域再次取得突
破。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发色团限域”策略，构筑
了新型离子晶体磷光材料，实现了长寿命、高效率的
蓝色室温磷光，展现了该类材料在信息安全、余辉显
示等领域的巨大应用潜力。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在
国际顶尖学术刊物 （《自然·材料》） 上。

蓝光作为光的三原色之一，是固态照明和全彩显
示的核心组分，同时在生物医学、光通讯等领域也展
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201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

“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 （LED） ”的 3位发明者。目
前，各种各样蓝光材料被广泛研究开发，但是纯有机
室温磷光性能提升遇到瓶颈。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
黄维院士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了“发色团限域”策略，
成功构筑了具有分子态高效室温磷光的有机离子晶体
材料，通过调节抗衡离子和发色团单元，实现了高达
96.5%的蓝色室温磷光，同时进一步验证了该设计策略
的普适性，有望实现材料在防伪、指纹识别等安全领
域的多功能应用。 （文 心）

翟婉明主持完成的创新成果“铁道机车
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体系、关键技术
及工程应用”荣获 200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 本报资料

潜
心
轨
道
交
通
动
力
学
研
究

攻
克
高
铁
工
程
系
列
难
题

翟
婉
明
：
高
铁
梦
就
是
我
的
﹃
中
国
梦
﹄

贺
迎
春

唐

佳

张
桂
贵

邓

超

“高铁不仅以它特有的‘颜值’和‘气质’变革着人
们的出行方式，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而且不断缩小
祖国内地与边疆、城市与农村差别，对国民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这是翟婉明在
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全体院士学术报告会
上的一段演讲。

翟婉明，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
籍院士，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2021年，他被授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入大学求学到现在，翟
婉明见证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再到形成世界最大的
高速铁路网，总里程超过3.8万公里的历程，也见证了
铁路密布、高铁飞驰、天堑变通途的奇迹。

新材料
保障信息安全潜力大

翟婉明在开展现场实验。（2003年） 本报资料翟婉明在开展现场实验。（2003年） 本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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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缕阳光越过岛屿，洒向海面，海岛学生们
陆续聚集到惠屿码头。岸边人头攒动，背着书包的孩
子、提着行李的家长，等待最早班渡轮。

1.28 海里，是泉州最北端的惠屿岛与陆地的距
离，也是惠屿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

惠屿是福建省泉州市唯一的海岛行政村，403户村
民以肖姓为主。2009年，由于生源稀少、办学条件不
佳，当地唯一的小学被撤点并校，惠屿岛的孩子们从
此走上了乘船到对岸的南埔镇求学路。

新学期又是一个孕育希望的新起点。
今年7岁的肖晟佑将离家去上小学，第一次寄宿在

校，每周5天。在幼年离开父母是惠屿孩子求学的常态。
家住海岛地势最高的一处房子，这天早上，肖龙

兰母子提早从山顶沿着陡峭的石阶拾级而下，前往码
头汇合。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则独自一人带着行李上路。

新学期第一天早6时50分，停靠在岸边的“惠屿
号”渡轮开始低鸣。“1，2，3……13个小朋友，准备
登船啦，大家排好队，注意脚下。”领队是来自惠屿岛
的肖月霞和连彩红两名生活老师。

“一开始是为了能陪伴自己孩子上学，后来想继续
照顾村里的孩子，也能让他们的父母更放心。”12年
来，连彩红每周都跟随着孩子们到学校，照顾他们的
生活起居，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学生。

新学期上六年级的肖昶清谈起这段别样的上学路
时说：“每周往返途中听船员说说最近海上发生的事，
吹着海风很舒服，有时候浪潮澎湃很刺激。”

过去，渡海用舢板木船，若碰到大风大浪，难免
耽误孩子上学。随着海岛条件的改善，2010年，第一
艘标准化钢质渡轮投入使用，并配备了导航仪和雷达
等设备，确保学生上学途中的安全。

每逢开学季，惠屿岛学生的“开学第一课”是从
船上开始的。

高年级的孩子对海事人员并不陌生。十多分钟的
航行路程中，海事人员会教授乘船安全、水上求生救
助常识，演示穿戴救生衣、救生圈的方法。从驾驶室
的构造到救生筏的使用，海岛孩子从小耳濡目染。

上岸后，接驳的公交车已在码头等候多时。通往
学校的路段，经过拥挤的菜市场、小巷口，南埔镇为
此组织联防队员骑摩托在前开路，每周风雨无阻。上
学路在多方力量的护航下更加畅通。

8时左右，惠屿岛的学生们安全抵达泉港区第三实
验小学，安顿好后开始上课。

“并校后，每年都有五六十个惠屿岛学生就读，除
专门的宿舍外，学校还聘请语文和数学两位科任老师
进行课后作业辅导。”泉港区第三实验小学校长林悦庆
介绍说。这是惠屿岛孩子走向外面世界的第一步。

（新华社记者邓倩倩、周义）

海岛学生
“上岸”开学记

新学期，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义务教育阶段 57 所
学校（含教学点）课后服务工作全面启动，实现 100%全
覆盖。

图为瑶海区少儿艺术学校孩子们课后活动的场景。
（人民图片）

中小学课后服务全面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