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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过5年激情路，成为河科大乃至河南省高校的一张名片

河洛风赛车队

近日，河南科技大学河洛风赛车队的队员们聚
在一起，总结10月中旬参加第五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
汽车大赛的情况，并筹备新一届的纳新活动。纳新、
培训、设计、制造、参赛……新一轮的历练又将开始。
5年来，一拨又一拨队员一路拼搏、挥洒汗水，不仅摘
得多项比赛大奖，综合素质也得到提高，这个车队也
成为学研结合的样本。

本报见习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黄培文

“甭管是啥车，只要和车在一起就幸福。”近日，在河南
科技大学河洛风赛车队车间，大三男生刘作霖正在修理一
辆破旧的电动车，脸都抹花了也顾不上擦一下。10月中
旬，他参与设计的第四代河洛风赛车在湖北襄阳完美亮相。

“我是为了参加河洛风赛车队，才来上河科大的。”刘
作霖，这个自小对车情有独钟的黑龙江小伙在上高中时
就听说了河洛风赛车队，考大学时便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河科大——造车是他的梦想。

河洛风赛车队的建立源自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
赛（简称“中国FSC”）。2009年10月，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提出把这项在国外风靡的大赛引进，由国内高等院校汽车
工程或汽车相关专业在校学生组队，于每年10月中旬进
行比赛。时任河科大车辆与交通系副主任的牛毅随即组
建了这支赛车队。

“我记得，当时报名参加的学生有近千人。”牛毅说，
最后留下了50多名学生，分成11个小组，每个小组各司
其职，由小组长带领完成赛车某一部分的设计，再把它们
组合在一起，经过5版修改和一个多月的加工，第一代河
洛风赛车“精彩亮相”。

2010年10月中旬，在第一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
车大赛上，第一代河洛风赛车在全国20所参赛高校中一
鸣惊人，不仅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项“中国一汽·FSAE
年度综合奖”，同时还获得“最佳安全性大奖”“最佳外观
设计奖”等7个奖项，成为当届比赛的最大赢家。

“我们是河南省唯一的代表队，只有‘河洛风’这个名
字，才能代表洛阳、代表河南。”牛毅说。

一项比赛，一支车队，引得众多学生为之疯狂，河科
大也因此走向全国。这支车队到底给大家带来了什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加入赛车队的学生都对赛车有
着浓厚的兴趣，而兴趣往往能够激发他们自学、钻研、创
新的动力。

“因为喜欢，我们会主动学很多知识。”刘作霖说，
2014 年年初接到设计制造第四代赛车的任务后，他一
边看书上网自学，一边请教老师学长，有时甚至跑到摩
托车改装店请教“师傅”，“学了很多很多课本上没有的
知识”。

如今在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工作的余西方曾经参
与制造第二代河洛风赛车。对他来说，参赛经历成了他
入职的“敲门砖”。在参加工作的两年中，对于车辆故障
的判断与检修，他比其他新人更得心应手。

中国FSC是学生较量的赛场、人才培养的摇篮，不
少赛车、汽车厂商通过比赛招徕人才。“这项比赛有一个
专门的论坛，很多汽车企业在论坛里公开招聘，也算是为
我们的就业拓宽了渠道。”车队成员李明峰说。

“对于学校而言，参加比赛不仅提高了学校的知名
度，也加强了与其他高校的交流与联系。”牛毅说，通过参
加这项大赛，河科大已经迈开双脚走向全国，并逐渐得到
大家的认可。

随着中国FSC知名度、影响力的不
断提升，参赛学校越来越多，从第一届的
20支车队发展到第五届的80支车队，与
此同时，赛事的专业水平也在逐年提
高。“每一支车队新造的车相比上一年，
都有创新和进步，在这个过程中，进步得
慢了就会被赶超。”牛毅说，因为在参加
耐久赛时发动机漏水，今年河洛风赛车
队只取得了第40名的成绩。

相比之下，一些“后起车队”虽然起
步晚但势头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
规范化运作，确保了资金和技术支持，解
决了车队的后顾之忧。

一方面，外地一些车队与企业建立
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保证赞助资金不断
档。制造赛车离不开钱，对于普通的大
学生来说，没有资金的支持根本无法完
成比赛。

2013年暑假，河洛风赛车队队员留
在学校准备造第三代赛车，由于赞助商
的资金一直没到位，队员们只好先凑钱，

从 500 元到 3000 元，大家有多少凑多
少。“最后都穷到每天吃馒头咸菜，连电
话费都交不起了。”车队成员校金龙说，
9 月份拿到钱后，离比赛只剩下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大家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
最终在赛前5天终于把车组装好，但只
能大大缩短车手与车辆的磨合期以及对
车辆性能的检测时间。

“我们的几台车床都是 20 世纪 50
年代出产的，太落后了，如果能拥有更好
的车床，哪怕是二手的，相信我们能制造
出更好的赛车。”校金龙说。

“今年大连某高校的参赛经费是
100万元，而河科大今年所有的花费不
足50万元。”牛毅说。

另一方面，外地一些学校把造车纳
入正常教学实践的一部分，给予更多的
师资、经费支持；更有一些学校把赛车理
论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把车辆专业的
教师分组，根据其所长分别对学生进行
更为细致、有针对性的辅导。

“河洛风赛车队已经成为大学生的
一个训练场、比赛场，也成为河科大的
一个品牌。”曾多年负责学生社团工作
的洛阳师范学院办公室主任曾涛说，一
路走来，尽管坎坷，但河洛风赛车队确
实提高了学生综合素质。河洛风赛车
队堪称高校学生学习、科研相结合的一
个样本。其他高校可以借鉴。

★借鉴一：技术创新

学生要设计制造出赛车并取得好成
绩，除了要掌握课堂上所学的基本知识，
更多的还得靠自学，要主动搜集资料、发
散思维、探索研究，在设计中敢于尝试、
大胆创新，在制造组装过程中增强了动
手能力。

河科大车辆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徐
斌表示，制造赛车不同于做实验，是“真
刀真枪”的探索，要具备创新精神。

在第四代河洛风赛车的车尾，学生
设计了一个U形的副车架，让赛车的整
体看起来更简洁，这在所有参赛车队中
是首创的。另外，他们还设计了一个空
气动力学套件和前后尾翼，这些部件可
以让赛车在行驶过程中车身更稳、速度
更快。“这都是学生们自己琢磨、自己设
计的。”牛毅说。

★借鉴二：科技研发

“大学的专业课程是相对分散的，每
门学科各有重点，也有一定的关联，但目
前还没有任何一门课程能够将本专业的
所有知识融会贯通——车队恰好填补了
这个空白。”徐斌表示，在整个设计制造
赛车的过程中，学生们把课本上分散的
知识点串联起来，对汽车的整体设计、生
产流程有了清晰的概念，并能从局部到
整体，直到制造出一辆完整的赛车。

学习、生产、研究……河洛风赛车队
已成为大学生的实践基地，一方面是教
学体制的改革和尝试，便于把课堂上的
理论知识立即运用于课后的实践；另一
方面把产、学、研结合在一起，更有利于
培养综合性能力强的大学生。

★借鉴三：团队意识

经历风雨方知团队的重要。完成一
辆赛车的设计制造是集体努力的结晶，任
何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无法胜任，设计制
作阶段也是培养学生团队意识的过程。

“车队是一个集体，更是一个家庭。”
刘作霖说，在学习和生活中，队友们像家
人一样相互信任和协作，很多毕业的老
队员还经常回来看望、指导学弟学妹。

一支车队，一群学生的梦想

一项比赛，学生学校双丰收

中国FSC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承办，是一项由高等院
校汽车工程或汽车相关专业在校学生组队参加的汽车设计与制
造比赛。各参赛车队按照赛事规则和赛车制造标准，在一年时
间内自行设计和制造出一辆在加速、制动、操控性等方面具有优
异表现的小型单人座休闲赛车，能够成功完成全部或部分赛事
环节的比赛。

中国FSC是一项非营利的社会公益性事业，项目的运营和
发展结合优秀高等院校资源、整车和零部件制造商资源，获得了
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以及品牌企业的资助。（艳艳）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中国F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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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结合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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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洗赛车，做个保洁 朱艳艳 摄

2013年，河洛风赛车队携新车亮相中国FSC赛场 刘冰 摄（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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