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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 传统与颠覆如何完美融合？
吉林大学 陈佳丽

华南农业大学 袁洁瑚

“月朦胧， 鸟朦胧， 空气雾霾浓， 隔
三差五在这样的 ‘仙境’ 中走一遭， 也真
是醉了……” 在网友吐槽pm2.5再一次爆表

的时候， 节能减排的 “紧箍咒” 正向汽车
产业提出更高的要求， 新能源汽车替代传
统汽车的呼喊也应运而生。

但是来自第8届本田中国节能竞技大
赛太原科技大学领航车队的阎立却有不同

看法： “不能用极端的方式追求节能， 我
们要时刻警惕新技术彻底改变汽车的同

时， 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与消费者利益的牺
牲。”

“印象最深的是一辆名叫龙珠的赛
车。” 这是关于大赛最具人气赛车的访问
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答案。 “龙珠” 正是阎
立所在车队打造的一款外观近似于 “几颗
蛋状物拼起来 ” 的节能车 。 在受访者看
来， 这款车不仅从外形上赋予了未来汽车
更多的想象空间， 同时也在安全性和舒适
度上实现了突破。 与大多数对手需要躺在
狭小的驾驶舱里行动困难的姿态相比， 领
航的车手却是以 “坐姿” 轻松跑完全程。
同时， 直立式驾驶舱同时带来了更开阔的
视野， 更精准的路况判断和更安全的移动
体验。

从空气动力学角度， “龙珠” 逆流线
形赛车的潮流而上， 就必然面临着风阻变
大、 能耗增加的现实， 而车队对这一切显
得很淡然： “不能为了节能而节能。” 这
句掷地有声的宣言倒是与本田中国去年

提出的FUNTEC卓越技术有所契合 ： 环
保、 安全 、 舒适 ， 缺一不可 。 “新的汽
车技术推向市场 ， 必须做到足够成熟可
靠， 这样的汽车才能销售给顾客。” 阎立
说。

据观察， 很多车队并不把目光囿于节
能的层面 ， 而是更多地探索人与车的关
系。 有车队在方向盘旁边增设风扇， 让车
手在竞技过程中减少痛苦； 还有一些改变
固定车身的设计， 将转向盘换成可灵活使
用的握杆操控， 以更大程度地解放车手的
双腿空间……所有这些零星的设计， 不仅
是单纯的机械改造， 还传达出大学生普遍
的造车理念———乐趣 、 舒适与节能相结
合， 真正实现FUNTEC的目标。

节能，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来自全
国各地的大学车队为此绞尽脑汁， 企图在
造车过程中增加更多新鲜元素。 合肥工业
大学的斛兵骐骥车队今年尝试将化油器改

成电喷器以提高燃油效率， 车身材料上淘
汰了往年的ABS工程塑料， 换上更安全轻
便的碳纤维， 车重立刻由原来的20公斤降
为12公斤； 哈尔滨工程大学远航车队吸取

往年经验， 缩小气缸直径以减小发动机排
量； 华南农业大学则将思考重点落在了燃
烧效益上， 为了使发动机更高效地转化能
量， 车队在发动机上增加了一个火花塞，
双点火以确保油气充分燃烧。

小小的赛车除了动力技术的不断求新

求变外 ， 还有很多人性化与智能化的探
索 。 车手小罗在车内说了句 ： “赛道地
图”， 赛车的单片机上竟真的显现出一幅
竞技场的路线图来。 这是北京信息科技大
学自己编的程序， 在车辆内部安装了一个
“电子大脑” 实现人机互动。 “机械是为

人类服务的， 要求更贴合人的需求。” 小
罗说。

今年首次参赛的东华大学CCAC车队
将队员的 “脸萌” 头像贴满车身， 他们将
用一辆赛车挑战两项大奖， 一是燃油组冠
军， 另一个则是最佳设计奖。 事实上， 这
辆车的惊喜并不止于此， “车架全部采用
碳纤维材料， 成型应用热压罐技术， 而且
这些技术流程都是我们大学生自己完成

的。” 队长朱艳介绍道。 此外， 部分大学
生车队还通过选用小排量的化油器、 切除
变速箱内多余档位的齿轮、 减少车轮与车

壳的摩擦等创新性的小改动， 尽可能实现
节能的目标。

大赛主办方介绍 ， 本田新一代技术
“ Earth Dreams Technology （ 地 球 梦 科
技）” 就是在传统内燃机技术的创新基础
上， 实现了动力性能和燃油经济性的高度
融合。 未来也许需要颠覆， 但未必要抛弃
传统。 正如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滨海
号” 的队员赵士伟所言： “节能是大势所
趋， 但不能颠覆传统， 只有传统技术与新
技术完美碰撞， 才可能迎来汽车产业的新
春天。”

二十四小时“惊魂记”

北华大学 周丽文

炎热的夏日里， 一阵风掀起了一股尘
埃。 当其他车队都在捧着盒饭坐在车间狼
吞虎咽时， 这个车队的5份盒饭孤零零地
摆在桌子上， 旁边来自泰国的车手与队员
们满头大汗， 正在焦急地交谈着。

距离大赛开始还有24小时， 作为唯一
一支国际车队， 泰国车队抵达广州。 然而
就在前往第8届本田中国节能竞技大赛赛
场的路上， 组委会的技术通知却让这群刚
踏上中国土地， 仍然满眼新鲜的客人紧张
起来。 由于国内外的燃油泵规格不同， 组
委会规定必须使用单体泵， 而泰国队所使
用燃油泵的加压装置不能够达到大赛的要

求， 因此就连正常参
赛都成为问题。

连续数个小时的

商讨， 组委会给出了
最终的答案： 在正式
比赛前， 如果不能够
将燃油泵的加压装置

换成符合规格的装

置， 即便参赛也不给
予名次。 这意味着在
不到20个小时的时间
里， 如果泰国队不能
够解决燃油加压装置

问题， 这次远赴中国
的比赛将化为泡影。

距离比赛开始19
小时。抵达酒店后，其

他车队都已休息， 泰国队的队员放下行李
后， 马不停蹄的在驻地周边寻找符合大赛
要求的燃油泵加压装置，4名队员与领队穿
过大街小巷找遍了大大小小的汽车维修店

及配件店， 然而5个人寻找了一晚依旧未
果。那一夜， 他们辗转反侧未曾入眠。

距离比赛开始6小时。 时间一分一秒
的过去， 早上8点零3分， 其他车队已经调
试完毕准备前往车检处准备试跑， 泰国队
依旧苦陷于找不到符合规格的燃油泵加压

装置， 领队脸上的焦急化作大颗大颗的汗
水不断滴落， 队员们懊恼的抓着自己头发
蹲在地上默不作声， 在这个因语言障碍而
难以交流求助的赛场上， 他们祈祷着希望
能够出现转机。

还有4小时。 10点12分， 压抑的车库
终于传来了欢呼， 组委会送来了急需的燃
油加压装置， 这对于泰国队来说无疑是雪
中送炭。 但是， 仅仅只是一个加压装置并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更换燃油泵就意味着
之前所使用的油管及固定的螺丝和锚钉都

需要重新更换， 材料短缺马上成为了新的
难题。

只有2小时了。 此刻祈祷再一次等来
了好消息， 同在一个车库的上海工程科技
大学正好手边有备用的全部材料， 并主动
提出了帮忙的意思， 面对着这份意想不到
的 “礼物”， 泰国队的老师只有握住 “竞
争对手” 的双手， 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被
烈日炙烤的黝黑皮肤上 ， 划落了一滴金
黄， 来不及感谢， 争分夺秒的调试赛车是
当务之急。

“他们一夜未睡， 在泰国的节能大赛
有几百支车队参加， 对于他们而言， 作为
这项比赛唯一派出的代表国家的车队 ，
他们的肩膀上背负了太多东西 ， 但同时
泰国队也非常感谢这次比赛 ， 在需要帮
助的时候， 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异国的
温暖。” 随行翻译一直以最近的角度帮助
泰国队。

比赛开始。 车检处传来好消息， 这辆
原本不符合大赛规则的车经过紧急改装，
终于合格能够正常参加比赛。 此时此刻，
距他们抵达赛场， 已经过去了整整24个小
时 。 领队安心地回到了车库 ， 坐在了桌
前， 打开盒饭， 吃了一口， 紧绷的脸上第
一次露出了放松的微笑。

吹响青春的
“龙门号”

东北师范大学 黄亦青

“1乘以0.745乘以10， 括号， 除
以括号29.3乘以10的-3次方， 约等于
254.27千米每升 ！” 削瘦的脸涨得通
红， 额头上布满了汗水， 年轻的龙门
队队长王小荣， 拿着计算器紧张地计
算着之前的比赛数据。

钢制车身、 特制的 logo、 裸露的
外置前轮 ， 之前还略显紧张的王小
荣， 在谈起节能车的原理时， 滔滔不
绝， 显得从容而自信。 这已经是上海
中学第5次参加本田中国节能竞技大
赛， 在熟悉节能车的人眼中， 很难相
信这群忙碌而专业的队员仅仅是一群

高二的中学生。
龙门车队往届最好的成绩是第12

名 ， 作为仅有的两支高中生参赛车
队 ， 领队郭绍海身上的压力很大 ：
“是校长的慧眼让我们能够参加这样
的比赛， 我们不能让学校失望！”

郭绍海脸上略带苦涩的笑容 ，
“因为紧张和兴奋， 车队在启程的前
一晚， 几乎所有人都失眠了， 即使来
了之后的晚上， 队长王小荣等学生也
是每晚 12点以后才睡 ， 5点多就醒
了。” 他解释道， 而在这两天的时间
里， 他自己也几乎都要半夜3点才睡
得着。

和其他的大学与企业的车队相

比， 这支平均年龄只有17岁的年轻车
队虽然活力四射， 但是在硬件条件上
却有着无法突破的桎梏。 “很多大学
车队的发动机都是自己组装的， 我们
没有这样的专业知识， 只能用原装发
动机， 这就造成我们很难超越这些专
业选手。” 前一任车队队长谷达京作
为技术顾问也来到了赛场， 他略显无
奈的解释， 所以车队将所能夺取的荣
誉瞄准了最佳设计奖 、 FUNTEC奖
等奖项， 而不仅仅只是成绩。

“不止硬件要命， 软件我们也有
很多不足。” 郭绍海口中的软件是指
龙门车队队员的时间和精力， 因为都
是一群高二的学生， 他们的主要任务
还是备战高考， “车队只能是学生们
的课余爱好， 平时仅在节假日和周末
的时候制作和练习， 车队的短板还是
非常明显。” 郭绍海说。

这还远不是最大的问题。 训练最
糟心的事莫过于队员们闹矛盾， 就在
之前王小荣和队员张弛还因为单子的

问题而相互指责， 车手黄之全也因为
转弯不及和信号员争执过。 每到这个
时候， 郭绍海都会马上做思想工作，
“孩子们年纪还小 ， 有时候很冲动 ，
但大家都是好样的 。” 郭绍海表示 ，
这群高二的队员， 为了参赛大家几乎
利用了每一分钟的空闲时间， 他们对
荣誉的渴望不输给赛场上的任何一个

对手。 不论是在参赛的路上还是在比
赛的间隙， 随处可见这群队员们为了
赶作业而快速按动计算器的专注表

情。
因为彼此协作凝结成的感情非常

深厚， 这支团队极富活力与创造力。
郭绍海介绍， 王小荣为了完成赛车的
设计， 经常会借着与同济大学互动的
学校 “苗圃计划” 与冠军队的高手们
激辩交流， 每次同济大学的大学生来
这边教授CAD、 CATIA这些软件的
时候， 他们非常专注的去研究， 将所
学迅速用于赛车的每一个细节。

“这部节能车是我们每一个人力
量汇聚的产物， 我们可以骄傲的说，
它的诞生没有依靠任何人。” 谷达京
坚定地回应了关于车队依靠同济大学

技术的质疑。 最终这辆由中学生一手
打造的赛车在本次大赛上成功赢得了

“最佳设计奖”。
在阳光下， 所有龙门车队的成员

在 “龙门号” 以及队旗下合影， 两米
多高的队旗安静的伫立在风中， 当天
下午他们来不及领取奖杯就要踏上返

程赶上第二天的课程， 但是这个秋天
的广州不会忘记他们， 这群怀揣着别
样梦想的年轻人曾在这里挥洒过汗

水。

6冠王的难题：磨，还是不磨
同济大学 耿舒悦

“车手， 你刚刚说前轮是偶尔会碰到
还是经常会碰到？” 急促的声音来自同济
大学志远二队的领队岳阳楼， 经过了18日
下午的预赛， 志远车队的队员们正在综合
意见， 为19日决赛做最后的调整。

一共三次转向， 有两次都会蹭到下面
的边沿， 这是志远遇到的问题。 “可是轮
胎已经不能再向内移了， 只有磨车壳了”，
“但已经磨到弧面了”， 队员们正在讨论的
是关于要不要继续扩大车壳底部的一个窟

窿， 因为车身是相对完整、 封闭的一个整
体 ， 底部要掏空一个区域让车轮接触地
面， 并留有足够的宽度允许车轮左右摆动
以实现转向。

这个问题其实从去年就已遇到， 大赛
在弯道处加设了路障， 因此赛车在转向时
候的角度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也就是说，
车轮左右摆动的幅度一定要足够完成指定

转弯角度的动作， 这对造车技术和车手的
操作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之所以纠结于到底要不要用锉刀把这

个窟窿磨得更大，源于如果将这个掏空区域
的边沿继续打磨至车底和车侧过渡处的弧

面，对于车身的坚固性和行车过程中受到气
流带来的阻力大小都会产生影响，从而直接
关系到最后的成绩，相比车轮与车身摩擦带
来的负面效果，有可能会得不偿失。

磨，还是不磨？成了曾经6年获得本田

中国节能竞技大赛冠军的志远车队头顶上

的大问题。一路随队采访发现，类似“磨与
不磨” 这类问题， 早已成为了志远车队的
“问题簿常驻客”。 看似细节的点点滴滴，
在队员们的眼里， 总是天大的事。

车胎气压充到多少才可以使内胎更加

均匀？ 为了完美， 试了一遍， 又一遍； 制
动系统的松紧调到什么程度才能让女车手

拉得动手刹又能保证安全？ 为了效率调了
一次， 又一次； 新换的车胎上软刺太多？
为了安全剪掉一根， 又一根。 队员们甚至
在码盘一侧装一盏小灯， 以防阳光刺眼车
手看不清码盘上的数据。 要是给各大高校
的车队排一排星座， 同济大学的志远队，
一定是处女座。

冰心曾说过： “成功的花， 人们惊慕
她现实的明艳。 但当初她的芽， 浸透着奋
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赛道内
外的粉丝， 一句 “技术豪门” 的概括和几
声啧啧的赞叹， 就结束了对于这样一支车
队的评价， 或许他们不曾看到志远的每一
个人早晨5点就要起床， 抓紧早课之前的
空隙造车时的场景， 但至少我们看得到队
员脸上专注的神情， 还有一双双 “黑手”
上显眼的创可贴。

“磨， 还是不磨” 不仅仅是一种类似
处女座的苛刻， 更是一种不忘初心的认真
本质。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本质， 伴随着志
远车队在节能竞技的殿堂越攀越高， 并且
宠辱不惊， 健步向前。

仰望0.45平方米的天空
华南农业大学 袁洁瑚

当我们仰头看天， 可以把视线范围内
的一切景观囊括眼中， 然而你能想象身处
一个极其窄狭的环境， 目之所及只有半块
大理石地板砖大小的天空吗？ 这是车手黄
祺皓在赛车场上最深的体会： “我在车里
只能看见挡风玻璃那一小块蓝天。”

黄祺皓是中国青年报未来号的车手，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本田中国节能竞技大

赛。 赛车慢慢启动 ， 开始在赛道上跑起
来。 此时的黄祺皓置身于荧绿色PC板架
构的车厢内， 双腿笔直往前， 身体略微往
后倾， 跑完四圈基本要保持同一姿势。

“我来不及想这样的姿势累不累， 我
眼里只有一条笔直的跑道。” 黄祺皓在整
个驾车过程里精神高度集中， 以至于汗水
流进眼里让他疑心是不是外面下雨了。 10
月的广州太阳依旧毒辣， 车身空间又非常
有限， 车盖子放下来就是一个封闭的 “蒸
笼”， 然而按照比赛要求， 车手又必须身
着长衣长裤， 并穿戴好手套和头盔。

黄祺皓介绍， 开车时一个小决策就能
影响车子耗油量的多少， 比如在上坡前需
要提前踩油门， 上坡过程中则半踩油门以
控制油耗， 在弯道处不能加油或点火， 以
免速度太快导致翻车， 快到终点时则要稍
加一点油， 然后让车进入自由滑行阶段，
保证最大程度的省油。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赛车道外
的观众看着全副武装的

车手一个个潇洒驶过 ，
面上无不流露出羡慕车

手之情， 却不知道里面
的车手忍受了多少压

力 。 黄祺皓苦笑着 ：
“我以前看电视也觉得
车手很酷， 但真正坐进
赛车里时才有了最真实

的体会。”
由于赛车发动机直

接装在座驾背后， 所以
跑起来时耳边免不了轰

隆隆的噪音侵扰， 为了
减少车身重量， 车子并
没像一般轿车那样设计

悬架减少震动， 因此车

手即使在平道上驾驶亦感觉颠簸异常。 除
此之外， 赛车道上常有小沙粒飞进车厢，
虽然车手戴着头盔， 但扔可以听到乒乒乓
乓的撞击声偶尔也会心里掠过一丝恐惧。

四圈共10.499km的长度， 平常我们坐
在舒适的轿车里也就需要10分钟， 但对节
能车的车手来讲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刚
开始两圈还好， 但是到后面我就会想， 怎
么还没到终点。” 黄祺皓在车内无法动弹，
高温的室内环境和强烈震感亦是极大挑

战， 透过厚重的头盔护镜只有那永远 “冷
着脸” 的灰色赛道。

摘下头盔， 黄祺皓头发上的汗珠晶莹
发亮， 但当他谈及节能车的未来发展时，
脸上的倦容一扫而光。 “社会对节能车的
支持力度还有所不足， 这和一些难以改变
的现实有关， 但只要有一群拥护节能的人
一直在坚守，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
满眼的绿色和一个更加高效的汽车社会。”
黄祺皓说自己之所以参加两届， 就是为了
这个看似遥远的 “节能梦”。

大学生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是最有
热血和激情的人， 他们也必将在未来中国
汽车的节能普及路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可
以想见， 小小的挡风玻璃里映出无数张致
力于节能造车的坚忍脸庞。 节能大赛， 整
个赛道只有10.499公里， 但大学生车队的
造车路岂止如此， 车手在节能车里只能看
到0.45平方米的天空， 但他们节能梦的终
点又何止于这里？

翱翔派的节能奇幻之旅
河北大学 罗丹暇

大家好， 我叫翱翔派。 万万没想到，
我能出现在第8届本田中国节能竞技大赛
的赛道上 ， 接受着数百支伙伴车队的挑
战， 和数千粉丝的注视。 羊城的十月仍然
日光倾城， 望着赛道上与我一同比赛的节
能车伙伴， 脑海里思绪开始翻飞， 时间倒
退到了4个月前 ， 也是这般的酷热难耐 ，
我诞生于宁波大学翱翔车队的车间里。

车队的队员们挥汗如雨地将零部件逐

个安装在我的身上， 我缓缓睁开眼睛， 好
奇地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 7张青春洋
溢的面容给了我关于 “家人” 最珍贵的第
一印象。 5个男生正卯着劲搬运大大小小
的组装工具上来， 他们脸涨得通红， 队长
更是让汗水浸透了衣衫， 他叫林子悦。 一
旁的两个女生细致地擦拭着我身上的灰尘

和污垢， 狭小的空间里， 我看见每个人的
脸上都挂满了呵护与汗水。

不知道是不是临近大赛， 最近， 我明
显地感觉到队员们在小车间里陪伴我的时

间越来越长， 我常常看到队长和车手从天
亮就在小车间里开始辛勤地组装， 经常一
忙就到深夜。 试车时， 车队队员们小心翼
翼地将我慢慢由四楼的实验室抬到试车

场， 我看到我的周围围绕着一些陌生的面

孔， 不时发出喝彩声和欢呼声， 站在我身
边的这些 “家人们” 笑得一脸腼腆， 我的
心里也暖洋洋的。

一周后，“家人” 带我共同搭上了南下
的火车 ， 到达了我将要纵情驰骋的地
方———广东国际赛车场， 鲜艳的旗帜排满
整个赛道， 紧张与激动塞满了我全部的思
绪。

比赛还未开始， 车队就遇到了严峻的
考验。 为了找出我体内电路的问题， 7个
队员举着手电筒认真细致地检查我的每一

处经络， 因为专业的限制， 连续几轮大家
都排查不出问题， 只好一遍接着一遍的重
来。 历经艰难终于跑完了预赛， “跑起来
时链条比较松， 发动机和轮盘不在同一个
平面”， 队员在向领队汇报。 我为自己的
力不从心感到难过， 害怕还未踏上决赛就
已划下了句号 ， 车手黄俊辉走到我的旁
边， 冷静的手开始熟练地进行最后一轮调
试， 他对每一个零件都很熟悉， 沉稳而准
确地将我的状态调到完美， 我在 “家人”
的怀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决赛场上， 我与黄俊辉配合默契， 耳
畔是呼啸的风声 ， 眼前是即将到手的成
绩， 承载着翱翔车队的希望， 我们不停地
向前迈进。 结束了这段节能的奇幻之旅，
4个月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将融化在身体里，

成为我生命里的点点星光， 我所经历的一
切将为 “翱翔一族” 追逐节能之路照亮方
向。

本版摄影 李庚伟

本田前沿技术吸引大学生记者围观。中青未来号发车。

大学生记者采访参赛队员。

中国青年报组织25名大学生记者直击赛场，采访报道第8届本田中国节能竞技大赛。中青未来号作为唯一媒体参赛队，连续两
届出征大赛，取得了普通组预赛第一、决赛第二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