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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华凤：

推动技术落地 让城市交通服务大众
本报记者 李彦霏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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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华凤，博士，正高级工程师。现任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道路交通）、山水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工程技术中心执行主任、博士
后工作站主任、交通规划事业部总工程师等职务，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
会理事。龚华凤博士拥有交通工程博士、应用统计硕士学位，具有多学科的专
业背景。

龚华凤博士长期潜心于可持续交通与绿色道路的研究设计，在该领域有
系统丰富的国际前沿经验。近10年来致力于推动国际绿色交通技术本地化，
引领行业提高交通效率、增强交通安全、降低能源消耗、改善交通环境。主持
和参与了国内海绵城市等多项前沿交叉研究，构建了实现可持续交通的系统
核心技术，出版了国家出版基金专著2部，海绵城市专著1部，发表论文20多
篇，编制标准规范图集7本，获得国家、省市等各级奖励7项。

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座城市，人来
人往、车来车往都离不开道路和交通。
城市道路和交通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事业。

日前，记者就城市道路交通领域中
群众普遍关心的话题，采访了林同棪国
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道路交通
专业总工程师龚华凤。

记者：在求学生涯中，对你触动最
深的是什么？想要深耕这个领域的根
本原因是什么？

龚华凤：我当时是工作几年之后去美
国读的博士。在美国求学期间，印象最深
的就是感受到了我们和美国在城市交通
和道路规划设计上的理念差距，以及工程
实践中的科技含量。我们以前都是凭借
经验去做道路规划设计。但是在美国的
学习让我了解到，城市道路交通的规划设
计技术，不仅包含过往项目经验的提炼，
还有大量基础性研究在支撑，而且更需要
融入人文关怀，同步社会发展。

博士毕业之后，我在美国林同棪国
际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2010年的时
候，机缘巧合，有个机会回国做事，再加
上我本身也是重庆人，所以就决定和家
人一起回来了。当然回来的时候也把
工作多年积累的理念和技术带了回来，
后来也把它们应用到了实际项目中
去。比如说“海绵城市”，2012年我们
做悦来生态城项目时就将“海绵城市”
的理念进行了应用实践，并且成功地让
国际技术本地化。这比国内提出“海绵
城市”这个概念的时间要早2年多。

之所以从事这个行业20多年，主
要原因一还是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行
业。第二是因为这个领域涵盖的内容
非常丰富，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交通工
程也叫 5E 工程，即包含工程（Engi-
neering）、环境（Environment）、能源
（Energy）、教 育（Education）、法 制
（Enforcement）。需要学习的东西非常
广。第三是因为这个行业的本质是为
大众服务，让大众受益。城市道路和交
通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记者：请你简单地为大家介绍一下
道路设计理念的演变历程。现在重庆运
用得最多的道路设计理念是什么？目前
最新的道路设计理念方法又是怎样的？

龚华凤：简单来说，城市道路设计
理念的发展历程是随着关注点的变化
而发生转变的。从传统的道路线性设
计，到自适应道路设计、宽容性设计、完
整街道，再到现在的绿色道路设计，道
路设计理念经历了非常大的变革。最
早的时候，道路设计是为了方便马车行
驶的。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开始出现汽
车，于是就有了针对汽车设计的道路，
主要关注点在于会不会造成翻车或者
其他交通事故，这就是传统的道路线性
设计，也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转弯半
径、坡度等要素设计。随着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道路上车速、车密度、车流量不
断增大，这个阶段，道路设计的关注点
开始转移到驾驶人员的行为和体验
上。其实在实际驾驶过程中，作为驾驶

员有时候是会感觉到焦虑的。为什么
呢？比方说，开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驾驶人员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焦虑。因
为陌生的道路由于标志标线、红绿灯等
交通设施设计上的复杂和不统一，极易
让人产生对不熟悉环境的紧张感和焦
虑感。所以当驾驶人员在这个适应过
程中需要做出大量判断的时候，就很容
易引发交通事故，尤其是在高速公路
上。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从设
计的角度来说，可以采用自适应道路设
计。自适应设计本质上来说，就是根据
所在道路的特定功能，为驾驶人员建立
与其期望值相匹配的驾驶环境。那么
当驾驶人员来到这个地方，他（她）自己
就会本能地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在道路
上获取的信息，从而进行主动决策而不
是利用强制管理进行被动约束。这个
设计理念能够有效缓解驾驶人员的焦
虑，提升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后期道路设计的关注点就变为减
少能耗和排放，保护环境。人们开始更
加关注道路交通对社会和环境带来的
负面影响，比如二氧化碳排放和噪声污
染。如何利用道路设计来减少交通对
环境的冲击？这时也就有了我们所说
的绿色道路理念，换句话说也就是可持
续交通。举个例子，降低油耗和排放的
方式是让汽车尽可能匀速地在道路上
行驶。因为有些道路会让汽车不断加
速和减速，这不仅会增加油耗，而且也
会增加尾气排放，所以我们要减少这样
的情况出现；另外，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轮胎跟路面摩擦会产生噪声，那么设计
时考虑使用降噪路面材料，对环境也是
一种保护。还有更加人性化的宽容性设
计，在保护驾驶人员生命的同时也保护
了道路财产安全，节约了社会成本。又
比如一些“多用途道路”的设计理念，可
以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平时是交通
要道，周末或者夜晚就把道路变成路边
摊位，设计的时候会考虑到摊户用电、
用水的需求，从而促进社会公平。

目前重庆更多的还是相对传统的道
路设计理念，整个城市的道路交通还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而作为规划设计者，
我们可以通过多开展基础性研究，从整
体上把握整个城市的交通发展脉络，提
升道路交通对人文、社会、环境的关怀。

其实重庆也有新理念落地的项目，
比如悦来生态城，将交通稳静化、海绵
城市、促进小区经济繁荣这三点巧妙地
结合起来。通过采用稳静化技术，缩小
行人过街距离，提升居住区的步行环
境，促进出行方式转变；通过采用海绵
城市技术，降低城市开发对水环境水生

态的冲击；通过增加路边的路面停车
位，方便小区居民，同时促进底层商户
的经济发展。另外，在悦来生态城，还
采用了TOD的规划设计理念。这个理
念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
式，集工作、商业、文化、教育、居住等为
一体的生活服务圈，可以实现工作、休
闲、娱乐、居家出行的无缝衔接。

记者：在“十四五”规划中，国家首
次将“韧性城市”的概念纳入国家战略
规划之中，那么重庆在韧性城市建设方
面面临哪些主要挑战？重庆在应对这
些冲击和扰动时所采取的具有

“韧性”的措施有哪些呢？
龚华凤：“韧性城市”被

认为是当今风险社会背
景下城市安全发展的战
略导向和崭新范式，是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途径。在2020
年 10 月份的时候，我
们重庆就已经举办了
一场关于韧性城市的
国际论坛。我们选择
将“韧性城市”作为论
坛主题，是因为 2020 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
后，我们的城市建设面临新
的挑战。如何阻止病毒传播？
如何安置病人？如何保障市民的基
本生活？如何保障救援物资的运输？
这些既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更
是城市建设者需要深刻反思和探讨的
问题。

从韧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城市
建设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急
性事件，比如突发性的疫情或者其他传
染病、洪水、滑坡等。第二个方面就是
慢性挑战，比如失业、人才结构不均衡、
贫富差距和老龄化等。

在论坛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关
于建设“韧性城市”的长远计划。针对
重庆而言，我建议要实现韧性、包容、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应具有
全球视野与长远目标，在遵循城市特
质和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
开展韧性城市的研究和实践。韧性城
市建设不仅包括城市为应对自然灾害
所采取的防灾减灾举措，还应包含基
础设施高效安全、社会经济稳定公平、
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广泛而系统的完整
建设体系。

记者：请你谈一谈对重庆市青年科
技领军人才协会的看法。你想对年轻

科技工作者说些什么？
龚华凤：我认为协会的成立是非

常有意义的。第一，不仅可以激励青
年才俊们投身科技，也给更多的科技
工作者创造交流的平台。通过搭建
这样的平台，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氛
围，吸引外省的人才来到重庆学习居
住，促进地区的整体发展。第二，各
地人才加入协会之后，可以增加交流
学习的机会，特别是跨行业跨专业的
交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一些机会

去贡献自己的学识。第三是通过协
会的平台，可以共享海内外科技资
源，进而带动整个领域乃至社会去营
造重视科技的良好氛围，我认为这都
是非常好的。

从事这个行业多年，我非常了解
其中的不易，尤其是担任公司博士后
工作站主任一职多年，带领的团队成
员本身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一直
鼓励他们要坚持把科研做下去。做
科研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
持实事求是，做项目不能华而不实，
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再一个，
我会积极地鼓励他们去创新，鼓励他
们敢于去提出新的想法并且大胆实
践。我们团队营造的环境是开放包
容、兼收并蓄，让他们敢于去表达和
发声，敢于将自己的研究和成果展现
给社会大众。最后，做科研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需要长期静下心来，要守得住寂寞，
抵得住诱惑。

▲龚华凤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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