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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明白竞赛最是磨练品性，成长也总是不期而遇，可从没想

过能用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撞成长个满怀。作为一个考研人，于我而

言，升入大三意味着学业愈加繁忙。我很清楚拥有这样完整一大段时

间的机会不会太多了，无数日夜高强度的训练，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短学期实践，我和伙伴选择向湖北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发起挑战，

而此次“中铁十一局杯”也让我和三重木塔模型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初战告捷

赛题出来的当天， 便宣告着我和伙伴们长达一个月早八晚十集训

生活的开始。为满足木塔模型既能准确通过检测，又能连续承受三级

荷载的结构要求，在第一个笨重模型加载失败后，我们便及时调整思路，

放弃了单靠增重来增强模型强度的想法，反复研究模型破坏截面。老师

重新指导我们检测强度，更改尺寸，测试理论数据。新的方向让我们开

始另辟蹊径，决定用竹条代替竹片来制作模型的主杆，新的尝试 碰壁

在所难免，每一次极限加载，紧绷着弦，小心地呼吸，都在希冀 着一个

契机，一个成功的契机。“十、九……三、二、一”，“加载成 功！”

欢呼声瞬间溢满整个模型室，那种欣喜，时至今日都还难以忘怀。

二、乘风踏浪

对轻质高强的追求无疑将模型重量摆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上，

模型结构达到稳定的同时也意味着模型减重之旅新的开始。然而欣喜

来的快，去得更快，当天晚上我们便傻了眼，模型减重对于制作工艺指

数般提高的要求使我们有点措手不及，我们连续尝试减小模型杆件的截

面尺寸。但新的问题也总是随之而来，试件截面尺寸小到一定程度后，

加载甚至撑不到压力极限杆件就先失稳弯断了。但模型减重势在必行，

我们不得不改变方法， 却不曾想迎来了整个集训历程中最大的“噩梦”

——刮条！



刮条，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刀片挂掉竹条表面的纤维来达到本身减重

的一种工艺。但对于纯手工制作的我们来说，硬生生的将一个完整的竹

条刨掉一半的重量，还得保证竹条薄厚均匀，这无疑是最大的考 验。手

上大大小小的伤已经数不清，从最开始刮条需要的三个小时，到后来的

两个半小时， 再到最后仅需一个半小时，拇指上磨的已经不再平整的指

甲和食指上越来越明显的老茧似乎在无声地阐释着一切。为了能够检验

一次竹条薄厚，我们不得不把整个模型全部做出来加载，只为一根杆的

检验，不知道多少次的尝试，找到厚度临界值的那一刻，九牛二虎之力

已经不能形容我当时的状态了， 是九十牛二十虎之力！

三、凤凰涅槃

工艺没有问题后便正式开始了对工况的研究，为了充分发挥竹材抗拉

不抗压的性能，我们选用了不常规的对角摆放柱位，在三级受力方向仅

靠一根主柱受压，来大大缓解其他三根轻柱的荷载。多方位的细节改善

终使我们的模型在赛场上一骑绝尘，以第一名的成绩拿下了湖北省结构

设计竞赛的一等奖，献礼母校七十周年华诞！

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瞬间，无数的感动涌上心头，深知荣誉的背后

是无数人看不见的艰辛和付出。感谢我们学校湖北工业大学对我们的竞

赛一如既往的支持，感谢我们的指导老师对我们训练期间事无巨细的指

导。忘不了湖工大模型室的每一个人， 忘不了日复一日训练过程中相互

的陪伴和磨合，忘不了无数次的受伤和坚持，忘不了每一次失误背后，

团队互相打气，共进共退的点点滴滴。

没有比“战友”两个字更适合形容我们团队彼此间真挚的情谊，一

起吃的苦，彼此鼓励的话，相互扶持走过的路，湖工大模型室满地废弃

的木塔，它是我们的“战场”！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谁的青春不需要

一段想起来就热泪盈眶的奋斗史，竞赛的执着和热情会是我们最难忘的

一次经历！并肩的战场，竞赛促研助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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