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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近两年持续不断的资料收集与精心梳理， {坦克情

缘一一北京理工大学坦克专业与发动机专业发展史话》终于编

撰成书。

在近两年从事坦克专业与发动机专业发展史的研究工作

中，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历史资料匮乏"。如何收集第一

手的资料并寻找有价值的资料信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

题。经过商议，我们确定了工作模式:一方面查阅学校档案馆

中可以查阅到的原始文献;另一方面向坦克系已退休的教职员

工和校友进行广泛的动员和征集，还动员了部分老教授、老实

验员以及老校友撰写自己亲历的历史。此外，我们还对部分因

年迈元法动笔的教授和校友进行了深入的录音访谈。试图借助

于坦克系所有历史见证者的力量，得到可靠的一手资料与可靠

线索，复原坦克专业与发动机专业 60 年发展的历史原貌。

以这种方式收集资料工作量虽然很大，我们却获得了大量

的宝贵资料和有价值的线索。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和成果

的体例问题，这些资料并不能够被全部容纳进一本书中，为了

使宝贵的资料得以使用，所以我们将研究成果分成两册出版。

一册以《铁甲腾飞一一坦克专业与发动机专业发展历程》命句

名;另一册则是本书的内容。

第一部分"历史回忆"汇集了教师和校友们的回忆文章

及访谈录。他们是坦克专业与发动机专业的创建者和学科发展

的推动人，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学科(专业)的发展历程。回

忆文章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专业发展中鲜活的历史故事，字里

行间饱含着早期创业者们对专业建设的深切怀念和对母校的深

厚感情。

在两个专业 60 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才培养始终是专业建

设的目的与核心。截至目前，它们已为国防和军工战线输送了

五十名届毕业生，他们活跃在军工和民用车辆与发动机领域，

为国防与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收集校友资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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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向各级各界校友发出了征集函，得到了部分校友的积极反馈并获得了→

些保贵资料。除此之外，我们从校友通讯录中查阅摘录并编辑了部分校友的资

料，以使本书所选校友更具代表性。为了展示校友的轨迹，我们编撰为本书的第

二部分"校友集萃"。

本书顺利完成，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

教授明确了编写学科(专业)发展史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基本框架，亲自审阅

修改书稿。机械与车辆学院分党委书记张英教授亲自领导和组织了本书的编写工

作，为编写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条件保证。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

学校档案馆、校友会以及退休的老教授和校友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

心的感谢!

编者

2010 年 8 月 31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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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王程学科(专业)实验室

建设与坦克装甲车辆传动

科研王作的历史回顾

郑慕侨

一、车辆工程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回顾

工科院校专业建设的内容主要有 3 个方面，即教师人才队伍、课程和教材、

实验室和器材，统称为三材建设，其中实验室建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实

验室机构建制，实验人员配备，实验设备、仪器购置和建设。长期以来，车辆工

程历届院系领导对实验室建设非常重视，为满足教学和科研需求，实验室建设的

内容和规模也随着学科(专业)建设的开拓和发展不断增加和扩大。

1950 年华北大学工学院属重工业部领导，建立汽车工程系，设发动机和汽

车两个专业。当时筹建了汽车构造和拆装实验室，规模很小，实验设备简陋。

1952 年学校改名为北京工业学院，确定为国防院校。 1953 年汽车工程系改为坦

克工程系，设坦克发动机和坦克两个专业。 1954-1956 年，在苏联专家诺维科

夫的指导下，按苏联高校教学的体制订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坦克专业

实验室的规划，特别强调高等学校实验室的重要性，不仅是为教学，也为科研工

作，专家亲自到西山冷泉勘察了坦克车场的选址和确定建设规模。苏联专家重视

实验室建设的思想观点，在以后系领导和教师中影响很大。重视实验室建设已形

成车辆专业学科建设的传统。 50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车辆工程专业学科一直能

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重点学科，其重要的条件和优势之一就是建有高水平的专业

实验室。

车辆实验室建设项目和规模，随着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和科研的发展不断

增加和扩大，建设进程大体上经历了 3 个阶段，即专业教学实验室建设阶段、学

科科研实验室建设阶段和科研产品开发实验室建设阶段。在第二阶段，有的实验

室已建成运行，有的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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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科专业教学实验室建设情况

1. 1 艰苦创业建立 3 个实验室

1954 年坦克专业在苏联专家诺维科夫指导下，制定了实验室建设的规划，

计划建 3 个实验室，即坦克陈列室、坦克理论实验室、西山坦克试验场(车场) , 

主要为坦克构造课、坦克理论课开实验。 1955 年任命丁到为实验室主任，刘修

骥、彭振邦为副主任。到 1956 年实验室基建房屋建成坦克陈列室 1 634 m2 ，坦

克理论实验室 1 536 m2 ，坦克试验场占地 55 亩①，建有 3 个车库和试验场地，并

规划试车跑道 9600 米。当时系主任为蒋潮教授，书记为薛寿漳。指导实验室建

设的刘修骥老师结合实验室建设，以坦克动力性能试验台、重心重量试验台、轮

式负荷拖车为毕业设计题目，指导毕业生进行初步设计，同时参考苏联曲达可夫

的《汽车理论~ ，亲自设计了汽车带式转鼓试验台，并开始施工。

1956 年 9 月系里留下坦克专业第一届毕业生( 10511 班) 12 名，补充到教

研室和实验室，其中分配到实验室的有 5 人，张洪图任坦克构造助教，负责陈列

室;郑慕侨、陈民鉴、翠君超、刘玉琪任坦克理论助教，负责实验室建设和辅导

教学实验。同时配备技工和试验员 O 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子王佩芝、宋竹援转业

到陈列室和理论实验室，高级技工有范永华、李印芳、康福，以后补充的专业军

人有李天祥、尚万修等人。试验员有杨其庆、宛英维、于桂仙、任兢学、王忠周

等。试验场配备一个班的专业坦克兵，他们在陈列室和试验场工作。车场主任吴

跃华是很有经验的老坦克兵，书记是彭永信，还有陈兆同、高德恩等人，不论是

教师、试验员还是工人，在当时物资缺乏、生活条件困难的情况下，任劳任怨、

勤俭节约、艰苦工作，他们热爱专业，为实验室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在

实验室工作了→辈子，现在都已退休，有的已离开人世，但他们为建设实验室所

作的贡献将记载在专业建设的历史中 O

当时院系领导对实验室建设非常重视，除了抓紧试验室的房屋建设、师资和

教辅人员的配备外，还大力申购调拨器材、仪器。院设备科每年报一次国外仪器

订货，向瑞士订购了 5 吨、 20 吨牵引力仪 4 台，以及德国弹簧拉力计 2 台，这些

设备在当时均为国内仅有。向二机部六局(坦克局)申请调拨器材，当时局长

刘雪初(后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批准从当时正在兴建的发动机厂 (616

厂)调拨 500 马力苏联月E453A 型水测功机两台，解决了坦克动力性能试验台的

关键。订购从苏联进口的大型 50 号工宇钢，作为重心重量台的主梁，还从工厂

调拨 UC -2 变速箱。在 618 厂加工主动轮连接用的大型万向轴。魏思文院长

① 1 亩 =666.67 平方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56 年向国防部申请调来各型坦克，有苏式坦克 T - 34 , UC - 2 ，苏式自行火

炮， CY -76 , UCY -122; 有美式坦克 M5A1 ， LV 水陆两用坦克;还有缴获的日

式 97 坦克 ， 其中有一部分是解剖的模型车辆;另一部分是列装的可做试验用的

车辆。 为了使用和维修坦克，配备了一个班的转业坦克兵。 建成的陈列室和试验

场具有相当规模，具备了开设教学大纲规定的试验项目和内容的条件， 可满足教

学需要 。

1. 2 开设教学实验为教学服务

坦克专业实验室自 1955 年开始建设到 1965 年"文化大革命"前已建成。 坦

克陈列室是建得最完善的，有宽广的实验大厅，有排列整齐的各种型号坦克十多

辆，威武雄壮，显示了钢铁和科技的力量。 陈列的全套部件挂图和零部件实物，

使现场构造课教学生动活泼， 看得见， 摸得着 ， 理解快，印象深，教学效果十分

良好。 开设拆装实习课 ， 让学生亲 自动手拆装部件，既了解了原理结构，又培养

了动手实验能力，为学习坦克理论和坦克设计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 坦克陈列室

在苏联专家回国后，坦克理论实验室建设面向坦克理论和坦克设计两门课，

建成坦克动力性能试验台、 重心重量转动惯量试验台、液力传动试验台、悬挂减

振器试验台、液压操纵系统试验台，开设了教学大纲规定的实验 ， 其中动力性能

试验台和重心重量试验台为国内首创，装甲兵学院和行业研究所都来学习取经。

国产 59 坦克、 美式 M -46 坦克都在台上进行了实验。 西山车场在"大跃进"时

期进行了 800 m 土路和混凝土坦克跑道修建 ， 为坦克加速性能、 制动性能的实验

创造了条件。 实验室建成后，为坦克理论课开设的教学实验有 : 滚动阻力系数测

量、 转向阻力系数测量、附着系数测量、 坦克重心重量测量、坦克动力性能试

验、 加速性和制动性试验、汽车转鼓实验等;为坦克设计开设的实验有:坦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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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器和油气悬挂实验、被力变矩器和榈合器实验、坦克操纵实验、液压系统实

验、电传动演示实验等。

从 1955 年开始建设，经过 10 年，坦克专业已有一支老、中、青教师结合的

专业教师队伍，有以苏联教材为主的专业教材，有较完备的专业实验室，包括陈

列室、坦克实验室和试验场。特别是有一批老教师和美国留学归国的中年教师，

如吴大昌、陈肖南、谢焕章、孙确基、胡兢、丁坷、彭兆元、吴兆汉等，他们翻

译了《汽车构造} ~汽车理论} <<内燃机》等苏联教材，自编专业讲义，站在教

学第一线，使教学水平处于国内前列，为重点学科打下良好基础。

1.3 实验室为科研服务

专业实验室的建设不仅为开设教学实验，同时还为开展科学研究创造了条

件。 1957 年二机部六局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在兰系实验室基础上成立"特种

车辆研究室"代号为 30 研究室，利用实验室仪器设备，开展坦克在水稻田的通

过性、T34 坦克操纵机构的改进等项目研究，由李清泉(后任驻阿尔巴尼亚大

使)、严机(留美高级工程师)领导，这是坦克专业最早的科研机构。

在 1958-1960 年"大跃进"时期，师生结合，大搞科研，大量的设计、加

工、实验都在实验室进行，实验室成为当时的科研基地。对坦克"三液"新技

术(液力传动、液压操纵、液气悬挂)的研究就是这时开始的。在曹永义主任

支持下，参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终于在苏式 CY -76 底盘上首次研制集

成了"三液"技术，做出三液坦克样车，成为我系坦克型号研制的开端，培养

锻炼了教师科研能力，取得了经验。此外，在实验室还进行了气塾式轻坦克的研

究加工和实验。

1958 年，苏联专家普罗柯菲也夫来系讲授液力传动课。 1959 年由魏庭官、

吴克晋翻译其讲稿，并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轮式履带车辆液力传动} ，为

液力传动专业培养了一批教师。随后，实验室建立了液力搞合器试验台和液力变

矩器试验台，为以后我系液力传动技术在国内的领先地位打下了基础。在把抗美

援朝中缴获的美式 M -46 坦克调拨我院后，坦克教研室和实验室组织学生参加

测绘了 AllisonCD850 型液力传动装置，并对液力变矩器进行了实验，获得了特性

曲线，随后进行了仿制，在制作叶片模型、造型、铸铝、机械加工、特性试验等

各个环节上，都取得了数据和经验，并在 1965 年机械工程学会汽车年会论文集

发表了。A 型变矩器的实验研究》论文。 1959-1960 年实验室与四方机车厂合

作研制了内燃机车液力传动的起动变矩器。在研制过程中，参考了普罗柯菲也夫

的讲义资料，将 AEG 变矩器作原型，用相似原理为 NY11000 马力液力传动机车

设计研制了起动变矩器( D = O. 585 m) ，经装车实验，性能良好，起动力矩增

大，解决了原有变矩器起动力矩小的缺点，得到工厂的好评，并建立了良好的科

研协作关系。



1.4 承担检测任务，为国家作贡献

车辆实验室基本建成后，在完成教学实验，开展科研服务的基础上，实验室

的全体教师、实验员和技工还承担了车辆检测任务，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1975 年承担了冶金部从日本进口的大型装载机的动力性测试。实验室应用

20 吨牵引力仪，深入海南铁矿现场，采用科学合理的测试方法，测得这种由日

本川崎重工生产的装载机的牵引力达不到指标。日方不服我方测量结果，派人员

到北京复测，结果仍是不合格。经过谈判，我方据理力争，日方不得不承认为了

在竞争中取胜，商家都把自己产品的性能夸大了，最后同意 2 台装载机共赔付我

方 16 万元人民币外汇。

1980 年实验室又承担了冶金部从波兰进口的坑道装载机牵引力和排放污染

测试任务。据工人反映，坑道内柴油机排放污染严重，呼吸困难。波兰则认为已

选用欧洲最好的铀催化净化器，可以满足要求。经实地取样检测结果表明，排气

污染指标超标，净化器早期失效，不起净化作用。我方提出了准确可靠的数据和

理论分析计算，在兄弟单位配合和部领导主持下，取得谈判胜利，波方同意对这

批进口装载机赔偿 270 万瑞士法郎(当时合 130 万元人民币)。因实验检测的成

功和谈判的胜利，我们得到冶金部领导的表扬和校党委的通报表扬。 1980 年 11

月 20 日校刊对此事进行了报导。《五机部兵工简报》于 1980 年 11 月 27 日也刊

登了我们的事迹。 1980 年 11 月 29 日《北京晚报》还在头条刊登了"郑慕侨、

宛英维等同志测试索赔，为国争光"的消息。

2 科研学科实验室建设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学科(专业)进行了

调整，原来的装甲车辆工程专业改为军用车辆专业，以后又调整为车辆工程。随

着 1988 年学校改名为北京理工大学，系升格为车辆工程学院，涵盖坦克履带车

辆、军用轮式车辆、汽车、交通工程等专业，相应的研究生教育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 1981 年我院获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大量招收研究生并广泛开展科研

工作，为适应科研和学科点建设需要，相应实验室的建设规模也需要扩大。

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从 1983 年开始，实验室建设以科研学科为中心，特别

是传动、振动这两个实验室，特别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科技，以提高科研实验水平

和能力。系主任章一鸣、书记马春法，改院后的院长秦有方、书记马春法，他们

对实验室建设十分重视。章一呜亲自组织引进美籍华人下学镇教授来系讲学，并

主持了有限元推广和现代设计方法实验室建设，建立了以 PDP -11 小型计算机

为中心的 CAD 实验室，同时积极争取兵器部领导支持，为我系引进了振动台。

在秦有方主持下，车辆工程重点学科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贷款建设"汽车动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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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排放"专业实验室项目，特别是在校领导支持下，主动积极争取到"坦克传

动国防重点实验室与 201 所合建项目在北理工设立分部，经费和项目占

60% ，为传动学科发展打下了良好物质基础。

2.1 车辆传动实验室建设

坦克装甲车辆传动系统是决定机动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传动实验室建设

是车辆工程学科和科研发展的基础，从 1958 年开始，先后建设了 160 kW 液力变

矩器试验台、 400 kW 传动试验台和 50 kW 液压试验台。

早在 1955 年苏联专家就曾提出建立大功率 (400 kW) 传动试验台，但当时

国内没有生产能力，国外也订不到 400 kW 电力测功机。 1958 年利用从德国进口

的 160 kW 直流电测功机，配上发动机和光学扭杆测扭矩仪，建立了国内第一个

液力变矩器试验台。 1964 年成立了坦克研究室，传动是重点科研项目 O 同年 12

月院里批准了大型传动试验台方案。"文化大革命"后期，利用国家给的 800 kW 

电动机指标，向哈尔滨电动机厂订购了两套 zc x x x kW 电力测功机，通过实验

室自力更生，利用"大跃进"时期购买的以后处理的 500 kW 交直流发电机组配

套，进行大型传动试验台工程设计，经研究室讨论后实施。此外，还订购了高低

压控制柜、操作台，自行设计了直流调速控制柜及配套负荷电阻箱，完成了大型

地基及铸铁平台安装。参加试验台建设的有教师、试验员和技工，他们是郑慕

侨、朱经昌、孙传文、宛英维、李印芳、范永华、李天祥、杨汉黠等。他们用 3

年时间建成了 x x x kW 大型传动试验台，为传动学科(专业)的教学、科研提

供了先进的测试手段，同时也为传动学科特别是液力传动带出了一支优秀的教学

科研队伍。 1982 年朱经昌、魏震官、郑慕侨等编著了《车辆液力传动》专著，

全书 120 万字，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涵盖了理论、设计、结构、叶型、设计

制造工艺和试验技术，内容广泛，专业系统，成为以后科研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传动试验台先后为教学科研服务 30 多年，以后同清东、冯永存、陈东升在 211

建设中增加了电动机和液茹测功机，使试验台得到不断更新、改造。

静液传动也是车辆传动及操纵发展方向之一。为开展科研，在 31 研究室支

持下，液压科研组筹建了 x x x kW 液压传动试验台。项目由陈民鉴主持，参加

的人员有徐志昌、吴克晋、凌葵、剧引芳、于桂仙、范永华、孙宪林等O 实验室

订购了 200 kW 硅整流器、直流电动机，自力更生建设了大型地基和铸铁平台，

开展了液压控制系统和高压钢球泵研究，为本科生开设了泵、电动机、阀系统的

教学实验，承担北京市电大教学"液压传动"的教学和实验任务，受到了好评。

"九五"期间订购了德国生产的液压泵电动机，在马彪主持下建成以发动机为动

力的综合传动试验台，为传动型号产品试验服务。

液力传动和液压传动试验台是当时车辆专业的两个基本试验平台和科研试验

的基地，几十年来进行了传动元件、部件、总成和系统的大量实验，为完成液力



传动型号、综合传动产品的各种类型实验，发挥了良好作用。

1992 年，在我院争取下，与 201 所合作开展了"坦克国防科研重点实验室"

的立项建设，在我院设立了分部，充分发挥了学院车辆专业的"三液"新技术

(液力传动、静液传动和自动操纵)优势。 1995 年项目建成，新建实验室面积

x x x x 时，占我院经费的 60% 0 针对当时传动科研所需，订购国外先进设备

与仪器的投资达 x x x 万元。 该实验室设立动态设计、多流传动、液力传动、新

型传动、自动操作 5 个室;设有学术委员会，负责课题立项验收、研究方向、研

讨和发布;设专职实验室主任，每年立课题 10 多个。课题对全国开放，引进先

进技术和优秀人才，为传动技术服务。 10 多年来研究成果显著，很多技术都应

用于型号并装备部队。

传动试验室和国防科技传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结合了科研教学实际需要，

立足国内，引进了先进实验设备和实验技术，设备精良，可以进行科研部件和型

号产品的性能试验和可靠性试验，使传动技术研究水平处于行业前列，是我院军

用车辆工程重点学科的重点研究基地。

2.2 振动悬挂实验室建设

随着对坦克机动性要求的提高，对悬挂系统的性能和寿命提出了更高要求。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坦克实验室就自力更生，和教研室老师一道，将报废的蒸

汽机大飞轮作为储能器，建设了机械式减振试验台，制定了实验规范，对减振

器、油气悬挂部件进行示功图试验。由于设备落后，功能和精度差，因此向部里

申请引进电液振动台。由于我系教师对减振器、油气悬挂己做了很多理论研究工

作，基础较好，当时五机部唐仲文副部长大力支持，决定由北工先引进单头振动

台，为行业取得经验。在我校、院领导下，经反复论证，决定购买日本莺宫制作

的单头振动台，技术指标为:静载 5 t ，动载 8 t ，行程:t 150 mm , 0 - 80 Hz ，最

大加速度 20 g，配小型计算机 (NOVA -4) ，具有模拟道路谱功能 (RFC) ;油

源容量 440 L 、 210 个大气压。为开展振动模态研究工作，还想办法订购了美国

HP5423 模态分析仪(当时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 0 1981 年 12 月 4 日签订

( EVH80 - 250/80 Hz/5 t) 金额为 35 万美元的合同。 1982 年 12 月郑慕侨、陈民

鉴、王信义到日本莺宫验收。 1983 年 10 月振动台到货。合同签订后，经五机部

计字第四号文批准，新建实验室房屋 240 m2 0 基建项目从 1982 年 11 月开工至

1983 年 10 月完工，实验室的全体教师、实验员和技工，自力更生筹备国内相关

配套设备，施工完成振动台钢筋水泥基础，该基础质量约 200 t，底部打有直径

。.5 m、深 12m 的管柱水泥桩 24 根，使巨大的振动力传到地下深处，保证了实

验室和周围居民不受影响，同时安装了大型铸铁平台和 3 t 起重机，节约了资金，

缩短了施工时间。 1983 年 12 月 15 日开始安装调试振动台， 1984 年 3 月 10 日完

成， 5 月 1 日验收合格，并顺利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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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台建成后立即为南京 307 厂导弹车油气悬挂、 618 厂 531 车减振器，以

及 541 厂北京减振器厂、天津减振器厂的各型减振器做了性能和寿命实验。在消

化引进振动台基础上，自主开发了"车辆悬挂部件试验系统"获 1986 年兵器部

科技进步二等奖。这项成果已推广应用到坦克专业厂、汽车减振器厂和摩托车减

振器厂。随后还为 256 厂油气悬挂叶片式坦克减振器和可调叶片式半主动悬挂减

振器进行了大量实验。至今已 25 年，引进的振动台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完成科研任务外，实验室还积极开展对外服务，承担测试研究任务，其中

依发卡车大梁断裂故障测试分析项目是最突出的一项成果。 1986 年 7 月振动实验

室接受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和国家物资局委托，对从东德进口的依发 W501 型 5

吨载重卡车大梁断裂故障进行分析和测试研究。实验室组织教师、研究生和工

人，先后到山西煤矿区进行道路行驶应力实测，然后在振动台上进行模拟，利用

共振原理在卡车大梁共振频率 4. 7 Hz 状态下，由振动台激振，只用 207 h (相当

车辆行驶 6.6 万千米)使大梁断裂，证明该车大梁设计强度不足，与实际行车中

大梁早期断裂相符。郑慕侨、丁法乾、杨景义参加了与德方谈判，提出理论计算

和实验数据，据理力争，使德方承认不是使用不当造成的，而是该车按欧洲道路

设计的，不适应中国道路情况，最终于 1987 年 5 月 5 日双方达成协议，德方向

中方提供一万辆进口卡车的大梁加固费用，共计 130 万瑞士法郎(当时合人民币

310 万元) ，并保证以后加强向中国出口车辆的大粱。对于试验分析和谈判胜利，

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向学校发出中机 (87 )字第 271810846 号文表扬信，向北京

工业学院和系表示感谢，并表扬振动室的教师。利用先进设备为国家挽回经济损

失的事迹在《机电部简报》报道后，邹家华部长亲自批准颁发奖金一万元表扬

振动室。

卡车大梁断裂分析实验工作，不仅完成了国家委托任务，发挥了引进振动台

的作用，同时对教学科研以及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很大促进作用，尤其在共

振试验方法上有创造性的发展，总结了利用共振法进行疲劳实验的方法，具有设

备投资少、简单易行、能耗少、效率高的显著优点。 1989 年"汽车单轮激励共

振加载疲劳试验系统"通过技术鉴定，并获机电部科技进步→等奖。

从振动台建设开始，就有计划地组织振动悬挂专业的相关教师逐步参加科研

工作，特别是以引进振动台和 HP5423 模态分析仪为技术手段，吸引教师开展科

研，招收研究生，充分发挥实验设备的作用。从振动台建成后的 1984 年开始，

实现了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的目标。由车辆悬挂拓宽为振动学科进一步包括

模态和噪声分析测试。在教学上，建立振动学科(专业)的课程群，鼓励教师

开新课，如杨景义开出模态分析课，陈炎开出信号数据处理课。编写了多部教

材，有《振动理论模态分析} {车辆悬挂和设计} {车辆实验技术} {信号数据处

理~ ~噪声控制》等，同时还拓展了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的内容和选题。统一组
织开设有关振动学科的实验十多个，以满足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要求，从体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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