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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高速铁路、城市地铁等现代轨道交通都

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轨道交通的发展带动了现代交通建造技术的发

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现代轨道交通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

因此，非常有必要进行新技术新方法等的学习。通过几天的学习，简

述以下几点感悟： 

（1）轨道交通的发展对现有的技术人员和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

从业人员都提出了更高、更综合全面的素质要求。杜老师在讲座中详

细介绍了目前我国高速铁路发展的主要成果及特点，高屋建瓴地概括

了高速铁路给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及国际地位的提高等带来的诸多优

势，并且强调：高速铁路快速发展是必然趋势，随着服役期和运营里

程的增长，建设技术体系不断改进，技术标准逐渐完善。而局部病害

问题的逐渐显现也对运营维护等提出了新要求，从而对相关从业人员

提出了挑战。 

学校工程训练中心的参观使我们初步了解了学校机械学院进行

金工实习的目的和流程。在参观学校的和风洞实验室过程中，了解了

风洞实验室建设的过程，认识到风洞试验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且对如

何进行大模型的缩尺风洞试验有了一个宏观的了解和印象。以后遇到

类似情况，可以使我们迅速联想到此，有助于我们及时快速地解决新

问题。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是要不得的，一方

面，要积极走出去，多渠道，多手段地不断学习新的技术和方法，积

极沟通与交流，充实完善理论知识，积极地吸纳新知识，并尽早应用

到生产实践中；另一方面，结合实践，及时归纳总结，并逐渐使其系

统化、理论化，为推荐相关技术体系的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 

（2）密切结合工程实践，因地制宜，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和创

新。新技术的运用，新的结构形式的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促

使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拘泥于规范等的规定要求，而应该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提出质疑，并且积极与相关专家、部门等沟通协调，以更高

效得完成建设工作。 

朱永全教授工程经验极为丰富，参与过许多大型隧道工程的设计

及建设，对各种地质各种复杂情况下的隧道工程都有比较透彻的了解

和见解，目前仍在第一线为解决各种技术与理论难题进行深入地研究，

保持着旺盛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他在讲座中提到的诸多实例让人很开

眼界。朱教授结合亲身体验提出，要多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充实自身

能力，力争达到“岩变我变”。同时，他提到与隧道方面的老前辈在

争论中互相妥协，互相进步，勇于向权威挑战，不随便妥协的态度非

常让人敬佩。或许具有充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妥协，

勇于探索也是朱教授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3）从小处着手，多学科融合，解决工程实践问题。工程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很多，尽管相关的技术标准和体系等可能已经比较详细，

但实践中总是有新的问题出现，并且，同样的问题可能有更经济可靠



的解决方案。 

杜老师在讲座中反复强调，如今的高铁发展需要多学科多领域专

业人才的通力合作。杨绍普教授也提出，轨道交通振动与噪声的控制

需要在车辆工程、路基工程、非线性动力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协

同合作才能解决。杨广庆教授以砂质边坡防护表层固化技术为例，讲

述工程和材料领域相结合带来的科技进步，在解决工程问题的同时实

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因此，对于轨道交通建设的从业人员来讲，既需要专业知识的精

通，也需要有广博的见识和头脑，同时重视相邻学科的交流和合作，

以共同解决遇到的难题。 

（4）在聆听专业知识的同时，从更高角度上思考现有工程存在

的问题。 

杨绍普教授结合国内外在土木工程方面的实例提出思考，为什么

国内工程质量较差，不能达到预期的设计寿命，是国内的技术不够完

善，国外的技术先进吗？杨教授以赵州桥为例说明，不是技术的问题，

是施工质量的问题。是从业人员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是不是我们

的招标机制和管理机制出了问题？朱永全教授针对此问题也举了通

俗的例子，一个人是坏蛋，大家可以说他是坏蛋，大家都如此呢，那

就要反思了，是什么促使情况成为这样的？ 

当然，除此之外，每位教授的精彩报告都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

并且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因为有弱水三千，单取一瓢饮都觉极为解渴。

各专家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经验，令人高山仰止，感觉未来任



重道远。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对工作的热爱和执着，对新知识的坚韧探

索，对同行的毫无保留都使我感到敬佩。传统的东西需要继续传承和

深化，新的知识也要快速掌握和学会应用，这或许也是高水平的培训

的魅力所在，能够在短时间内使得每个人都有启发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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