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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进：科研的世界里没有“差不多”
本报记者 张涵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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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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进，1977年生，工学博士，博士后，现为重庆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理事，重庆市
学术技术带头人（交通运输学科）,巴渝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市创新领军人才，山
区复杂环境“人-车-路”协同与安全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全国公路优秀科
技工作者，交通运输部青年科技英才。近年来他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交通运输部主干学科项目、公安部重点实验基金、重庆市
科技计划项目等10余项，主研“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等
20余项；发表研究论文140余篇，被SCI、EI检索70余篇，其中《中国公路学
报》论文12篇，Safety Science、IEEE T-ITS等顶尖期刊论文数十篇，取得
软件著作权和专利20项，获得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重庆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等5项省部级奖励。

在进入重庆交通学院之前，徐进曾
以为学习交通专业就能成为穿上帅气
制服的管理者，直到进入学校后才发
现，交通学院开设的相关专业学的大多
都是技术活。大学毕业后的徐进进入
了路桥公司施工队，由于不适应修路的
工作氛围，他决定转修汽车专业继续读
硕，但又由于对汽车专业前期知识的欠
缺，他再次回到了熟悉的交通专业读
博。虽一波三折，但无巧不成书，这并
不“帅气”的专业却成就了他“帅气”的
人生。

科研热情不熄
传道授业解惑

徐进在2006年读博时了解到山区
道路并不像城市道路，城市道路出现的
交通事故多数为追尾、堵车和擦挂；而
山区道路事故却是极易翻车，如果掉进
山沟或者悬崖，一车十几二十人都会出
现伤亡，甚至一个家庭遭受灭顶之灾。
自此，他便关注起山区道路交通安全的
问题，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10年博士毕业后的徐进来到了
设计院工作，就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他也会抽时间做相关的研究，这样的状
态一直持续到2013年。在此期间，设
计院相对机械化且技术含量不高的工
作让他感到枯燥、烦闷，此时的他终于
意识到自己拥有一颗渴望创造与挑战
的心。于是他毅然决然回到母校，成为
了重庆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的一名
大学教师，在言传身教的同时，也沉浸
于科研。

“老师教导学生就如同家长教育孩
子，只要做好表率以身作则，学生自然
会认可你。如果是学生不愿意听课，那
就一定是上课的方式有问题。”

徐进时常自省，虽然科研工作重
要，但教学也一定要兼顾，若是课堂上
出现了什么问题，一定要先想是不是方
式出了错，就要及时更改，找到如何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

“如果是教学上碰到了阻碍，遇到
了困境，一定要多思考，及时优化和调
整教学内容和知识点的安排，提高表达
能力并选择更好的表达方法，把学生的
注意力吸引过来，提高抬头率。绝不能
因为学生不爱听，就‘破罐子破摔’，自
己讲自己的。”

徐进常说“做科研一定要‘较真’，
不能说‘差不多’”，当一个人在做科研
时丢失了耐心，那一定是一件很致命的
事情。周围的人评价他时也总说他

“给人的印象是随和而亲切的，可一旦
涉及到做项目搞科研，就十分认真,追
求完美”。

在工作期间，徐进多数时候都要为
学生们找课题、申请项目、做项目、指导
论文，再加上个人的项目申请……办公
室的熄灯时间从晚上10点挪到了凌晨
1点，最后还会在徐进的家中再次亮起。

“现在的工作强度虽然比在设计院
时更大，但却很自由，人格也相对独
立。虽然科研工作本身就是枯燥乏味
的，但这种枯燥并不会让人产生厌倦，
反而会给人带来一股冲劲。”徐进说，

“作为一名教师，没有什么比看见自己

的学生做出耀眼成绩更自豪的事了；而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也没有什么比做
出拥有实际价值的成果更让人热血沸
腾了。”

潜心山区道路
只为交通安全

2013年，徐进组建了自己的科研
团队，重点关注山区道路交通安全。

2017年，他牵头组建并获批了山
区复杂道路环境“人-车-路”协同与安
全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在此期间，徐进的团队每年都会在
山区道路上进行两次实车实验，上下半
年各一次。当记者问到“面对实车试验
潜在的危险性会如何克服”时，徐进缓
缓说道：“虽然实车试验存在一定风险，
但还是得做，因为这是不可替代的。至
于怎么克服，我们几乎都是持侥幸心
理，除了买好保险、系好安全带以外，也
没什么其他办法。虽然小事故时有发
生，但好在从未发生过严重意外。”

经过了长年的调查、测试与反复
的实验，徐进团队终于守得云开见月
明，他们成功研制出复杂路形汽车轨
迹拟人化决策模型、复杂山区道路快
速生成程序、山区道路重载货车运行
状态预测模型，并构建出“人-车-路”
虚拟行驶系统（RDVES），该系统可以
实现针对既有道路、公路设计方案、新
建道路的多车型多模式行驶仿真试
验，为道路设计质量分析、事故再现与
机理分析、车辆安全运行管理提供了
分析手段和技术支撑。

徐进进一步解释道：“打一个比方，
我们使用的手机，它在出厂前必然经过
反复试验，当我们拿到手时就已经是相

对安全的了。但道路不同，我们没有办
法在修好后再将道路和桥梁拆掉重修，
于是我们就开始想办法在电脑中编程
序，根据设计方案把处于设计阶段的道
路建成数字模型，在把车辆模型放进
去，让它们在电脑中模拟出实际的行驶
效果。比如在哪里容易翻车、在哪里容
易相撞、在哪里下坡控制不住……我们
将这些模拟出的结果整理出来交给设
计道路的工程师，并告诉他们如何修
改，这就能为交通安全提供一些保障，
在源头上减少事故多发路段。”

无人驾驶引热议
短期内不会到来

目前，徐进的科研热点已从山区道
路交通安全逐渐转向复杂结构互通立
交设计，并同时拓展到了智能交通系
统。而如今社会热度最大的话题就是
无人驾驶和智慧交通。

在无人驾驶铺天盖地的宣传与经
久不灭的热度下，从事驾驶行业的人们
甚至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工作和饭碗有
一天是否会丢掉。

面对这样的疑问，徐进回答到：“无
人驾驶其实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短时间内无人驾驶的时代应该不会
到来。”他表示，可能以后会在一些特殊
的场景，比如码头，或者相对比较大的
物流园区内可以实现无人驾驶。因为
园区里面没有行人，只需要让货车按照
既定线路跑就可以了。

“众所周知，重庆交通道路错综复
杂，要想实现无人驾驶，应该还需很长
一段时间。并且，即使以后无人驾驶技
术成熟，也不会淘汰手动驾驶。因此，
做道路设计也好，交通管理也好，都需
要将自动驾驶的方向与手动的传统方
式兼顾。那种以后设计道路和交通设
施秩序只考虑车辆特性，不用考虑人行
为习惯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徐进说。

而智慧交通则是通过高新技术汇
集交通信息，提供实时交通数据下的交
通信息服务，但目前效果尚不理想，在
解决交通传统难题的问题上仍有限制。

关于时下越来越严重的道路拥堵，
徐进认为，这与人们的使用习惯有着密
切联系。目前很多人都觉得，不论路上
堵不堵车，只要买了车就一定要开，但
也许再过几十年，大家的思想变成“我
坐什么交通工具上班更快就坐哪个”
时，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双重责任在肩
永远不泯初心

2020年 11月21日，重庆市青年科
技领军人才协会成立，作为协会的一
员，徐进主动提出：“重庆因为地形条件
复杂、道路技术标准偏低，事故高发路
段较多，以后如果有事故多发路段需要
整治，我可去现场为他们免费诊断，找
出事故致因，并提供一些治理意见。”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的
成立是正面的，对重庆科技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意义。每当看见协会里发布的
信息通报，就感觉是一种激励。一种良
性的互相竞争关系，能够促进科研项目
的进展，并且协会将许多科研人才汇集
到一起，让我们能够互相沟通，分享自
己的心得，吸取他人的精华，为重庆的
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了扩展视野的平
台，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面对来自于高校的年轻科技工作
者们，徐进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如果
你也拥有教师与科技工作者的双重身
份，就代表你需要承担两份责任。第
一，教书育人是很神圣的事情，是第一
位的，不能厚此薄彼；第二，科研是社会
需求什么就做什么，不要盲目追求名气
而丢失初心。”

徐进对科技人提出的建议，同时也
是对自己的鞭策，更是他一直以来坚持
的初心。

“过去的成功不会成为未来的牵
绊，反而会成为推动我前行的力量。因
社会的需求而做科研，并做出能回馈社
会的成果，亲眼见证自己的努力能让社
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这对于所有科
学工作者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欣慰。”

▶徐进在2018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上发言。
▼徐进（左四）参加 2018 世界交通运输
大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