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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禹：从“心”出发 用科研解决行业痛点
本报记者 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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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蔡晓禹，重庆交通大学教授、博导、正高级工程师，山地城市交通系统
与安全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重庆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重庆市青年五四红旗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交通
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交通数据科学理论与方法”学术
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建筑业协会智能化工程分会专家委员、重庆市城市交
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委员。获国家发明专
利7项，指导科技竞赛获国家级二等奖2次，获省部科技奖励11项。主持
省部级重点科技项目、高校优秀人才计划等4项，主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省部级专项重点项目、公安部重点实验室课题等8项，承担地方政府、企业
技术研发咨询项目60余项。

从工程师到子公司总经理，再到高
校教授，重庆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蔡晓禹的人生经历，
充满了腾挪跌宕。蔡晓禹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直言，人生就是需要不断尝试和挑
战，从“心”出发，从最初单纯做项目，到
如今带学生和做科研，富有创新和挑战
性的工作让人更有干劲，无悔当初选择。

正当盛时却重新开始

至今年5月，蔡晓禹离开林同棪国
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已经整整
7个年头了，2014年5月已是该公司交
通规划事业部总经理、重庆城市交通研
究院总经理的蔡晓禹选择离开自己奋
斗了7年的企业，回到母校重庆交通大
学，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1997年9月，18岁的蔡晓禹考进了
重庆交通学院（重庆交通大学前身）公路
与城市道路专业。“当时农村有‘要致富
先修路’等标语，老师推荐了几个专业，
经过评估，选择了公路与城市道路专
业。”2001年9月，蔡晓禹选择继续在交
院攻读硕士，跟随导师踏上科研之路。

也正是在重庆交院读书的7年，让
蔡晓禹对重庆产生了浓烈的感情，对重
庆的城市交通发展开始研究。

200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蔡晓
禹到同济大学攻读博士，学习方向有所
转变，从公路与城市道路转为智慧交
通。“转变专业方向，博士生导师非常理
解和支持，在他的带领下，我参与了比
较系统化的智能交通项目建设，为自己
未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蔡晓
禹说，如何让重庆的交通更加智慧、可
持续也成为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博
士毕业后，蔡晓禹毫不犹豫选择回到重
庆，进入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
限公司工作。他充分运用自己所积累
的知识，努力工作，7年如一日，丝毫不
敢松懈。

“在企业，经营性、管理类工作要多
一些，综合能力提升比较快，但我更想
自由地搞一点科研，为交通行业做点工
作。”提起这段往事，蔡晓禹表示自己的
兴趣是搞科研，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
中，重庆交通大学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有宁静的环境，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同
时，科研道路绝不是独行的道路，培养
一代又一代的优秀青年学子，让科研的
力量可以源源不绝也是他的目标之一。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一提到科研，蔡晓禹告诉记者：“自
己的兴趣在于做一些和产业结合的科
研工作，成果还能支撑产业发展，这是
我期望的一种状态。”

回想起刚回学校时，在这条科研路
上，蔡晓禹是一个人在“战斗”。科研最
大的困难是组团队，刚回校，需要一届一
届带研究生，很多具体的事情都需要自
己去操作。“2014年7月份的时候来了两
个研究生。我们最开始做的是数据监
测，地磁、微波、雷达测试，晚上12点都还
在道路上埋地磁、高速上测雷达车速。”

2017年，蔡晓禹的科研方向瞄准
了重庆交通管控的痛点，如何让科技赋
能、数据驱动提升效率、保障安全，但缺

数据却成了科研的拦路虎，需要花大量
时间去协调数据。

“学院想了很多办法，投入科研经
费，开发大数据平台，但是数据问题很
难解决，一是没有那么多资金去购买社
会数据，二是没有能力打破数据壁垒。”
面对现状，蔡晓禹就用合作研究、错位
互补的实际行动去推动数据共享。“大
家觉得这个方向还不错、有意义，就一
起投入合作做一些研究，我们也有了一
点数据，随着研究的深入数据就会再多
一点，很不容易。”

就这样，蔡晓禹不懈坚持，终于在
2018年迎来了转机。

拿下学院首个市级重点项目

在如何找准研究方向的问题上，蔡
晓禹凭借在企业的工作经验，找准和行
业更紧密的课题，确定科研方向。

2018年，蔡晓禹带领团队申报了重庆
市创新项目“城市干线影响区车辆出行及
交通管控仿真优化技术研究与应用”。

“这个项目的科研经费高达百万
元，是交通运输学院首个重庆市重点创
新项目。申报项目我压力很大。”蔡晓
禹说，当时的自己太想去拼一次了，毕
竟自己一直在关注重庆交通拥堵问题，
而且也是自己想干出成效的事。

这次，蔡晓禹团队与其他知名企业
和高校同台竞技，蔡晓禹带着6名研究
生花了两个月时间准备材料，“白+黑、
5+2”，争取把材料做到最好。

经过层层筛选和评估，蔡晓禹团队
最终取得成功，项目的申报成功意味着
他的研究方向得到了同行和专家的认
可，对行业有着促进作用。“当时很受鼓
舞，为自己的科研明确了方向，更坚定
地把科研做下去、做到更好。”

这个项目的成功申报，也成为重庆
交通大学主持的首个城市智能交通领
域重庆市技术创新民生重点科研经费
百万元级项目。

用科研解决行业难题

“科研一定要解决行业问题，科研
成果要落地才更能体现价值”，这是蔡
晓禹经常对自己学生说的一句话，也是
他所追求的方向。

青岛胶州湾隧道智慧交通预警与
管控系统、江北热点区域交通监测预警
管控系统，是蔡晓禹用科研提升交通管

理水平、缓解拥堵难题、保障出行安全
的2个典型案例。

青岛胶州湾隧道作为国内最长的
海底公路隧道，双向6车道，2021年日
高峰流量超过11万辆，隧道交通流的实
时监测调控显得尤为重要。2018年至
今，历时3年，蔡晓禹团队对隧道交通
一体化管控的技术架构、流程、模型、参
数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基于三维可视
化、深度学习、数字孪生技术开发了实
战指挥平台，形成了完整的隧道干线交
通预警管控关键技术和系统。

“这个项目是实际应用的科技研发
项目，就是要为企业解决难题。”蔡晓禹
说，“胶州湾隧道里不能发生严重拥堵，
对交通运行实施一体化的监测、预测、预
警、管控是最有效的手段。”为了实现隧
道内的智慧交通预警和管控，在2018年
3月至2019年7月期间，蔡晓禹团队靠人
力进行数据监测，测出了几十万组数
据。当时，为了节省科研经费，他总是坐
最早的航班到青岛，测量完成后又坐最
晚的航班回重庆研究。2020年下半年，
系统研发的攻坚阶段，更是长期和项目
团队驻守现场，经常深夜还在开会讨论

寻找技术解决方案，直至次日凌晨才踏
雪而归。“很累，但是很有意义，因为是解
决实际问题，技术上更具有实战性。”

现在，该系统已经成功运行半年，
直接创造经济价值数百万元。并顺利
通过了验收，进入运维提升阶段，将为
国内其他隧道和干线智慧交通预警和
管控提供可能。

江北热点区域交通监测预警管控
关键技术与系统，针对城市热点区域高
峰节假日拥堵严重、“一刀切”方式管控
过度、管控措施下发滞后、多方式管控
协同困难等痛点问题，以观音桥商圈为
典型，挖掘、整合现有资源，集成数据评
估优化、实时状态监测、拥堵预测预警、
管控预案协同功能，实现了针对一个区
域、依托一个系统的实时预警预案，支
持了多种管控系统的有效协同。

其实，除了青岛胶州湾隧道智慧交通
预警与管控系统、江北热点区域交通监测
预警管控系统项目，还有福建综合交通服
务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分区发展模式研究、
昆明市东川区城市综合交通整治规划、云
南省瑞丽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等，蔡晓禹
正用自己的研究解决行业的难题。

贴近企业需求培养学生

从最初的 3 个人到如今的近 30
人，蔡晓禹一直借鉴企业团队管理经验
管理团队，在培养研究生时，更加注重
行业和企业的需求。

“导师是研究生接触最多的人，我培
养的研究生，都希望他们具有一定的专
业化、职业化素养，毕业后走上工作岗
位，能够马上进入状态，承担起具体的工
作，而不再需要企业从头来培养。”蔡晓
禹介绍，在团队中，他把技术要求作为对
研究生的首要要求，鼓励他们多参加课
题研究，以培养较好的学习和工作态度。

蔡晓禹总结出三种方式来管理研究
团队、培养青年人才。第一种方式是依
托项目，管理和培养两个方面自始至终
贯穿在项目启动、运行和结束全过程，启
动时制订探讨此次项目的方向目标、分
工安排，运行过程中重点解决遇到的各
种问题，结束时讨论经验和不足、总结完
善。第二种是团队例会，让研究生们相
互了解各自的研究状况，有助于拓展学
习面、利于互相学习，在例会上说明一周
重点，提前有计划安排，培养良好习惯。
第三种则是一对一讨论，聆听学生的想
法，正确引导学生，指明不足和方向。

蔡晓禹说：“现在的青年科研人员
压力大，教学工作、科研任务，青年科研
人员如果希望在科研道路上越走越远，
科研就需要与行业相结合，紧扣行业所
需、扎根行业深处，才能为民生做好服
务，为国家做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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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晓禹（前排左四）2021年在
交博会上展示科研成果。

②蔡晓禹（右一）在青岛胶州湾
隧道指挥中心现场监测分析数据。

③蔡晓禹（右）在青岛胶州湾隧
道现场采集车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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