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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随机向 460 位大学生调查，

29.31%的受访者聚会频率达到每周两次以上，其中

本科低年级占 63.52%。所有受访者中，38.08%的大

学生在聚会社交方面的开销占生活费的比例超过

30%。（5月9日《大河报》）
大学聚餐似乎已成为许多大学生生活的一部

分。那么，聚餐多了到底是福还是祸呢？既然聚餐

社交的风气坏处多多，何以大学生们还是趋之若鹜，

唯恐落于人后呢？从参加聚餐者的角度来看，从饭

局中得到收益远大于参加聚餐带来的损失是重要原

因。聚餐需要成本，包括时间与金钱的成本，当这个

成本远小于其“结交朋友，联络感情”得到收益时，欣

然前往便是人之常情。何况大学生都是成人，心里

都有一本账，当其花费的成本远大于其所得的收益

时，自然就会想尽办法予以拒绝，对此，我们大可不

必担心。

客观来说，大学是从学校向社会的过渡阶段，既

要学习一定的文化知识，也要有相应的社会实践。

大学校园虽有象牙塔的美名，但其绝非是“跳出三界

外，不在五行中”，绝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进行

一定的社会教育也是应有之义，因此大学生除了要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必要的社会知识也必不可少，进

行人际关系实践是其认识社会进而融入社会的刚性

需要。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社会生活本来就

是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本来就是复杂的，既然如

此，大学生走向社会和迈向成长就必然经历人际关

系交往这一课。

而“结交朋友，联络感情”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所

谓的饭局只是人情交际的手段。想想社会种种饭

局，我们就会多少有点释然，毕竟大学生们饭间交流

是轻松的，虽说仍然可能会有劝酒等环节，但席间的

倾诉与感情交流依然是主流，甚至大学生还能学到

一些交往礼仪与技巧，而这些是书本上所没有的，从

实质来说这也是一种学习与体验。

不能否认，过多过滥的聚会将影响大学生的

学习与生活，也可能会带来一些经济压力，但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大学生们既然已经是成

人，就需要成长，就需要一些经历。而大学的经

历不能只有青涩与美好，还应有人情交往与世俗

气息。

以此而言，大学生们疯狂的饭局不过只是成长

的烦恼，其所带来的影响或许并非不可控，即将踏入

社会的大学生们不能只有文化知识的学习，毕竟丰

富的经历也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大学生疯狂的饭局只是成长的烦恼

5月 9日，桂林医学院一堂普通的人体解剖课，医
学教育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心理承受能力。比如面对人
体解剖学的遗体标本（大体老师），再温柔女生都会变
成女汉子。要把人体的肌肉、骨骼、器官、血管、神经的
形态学通学透，才能为后期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医
学教育在人们心中是神圣的，主要原因是这门学科“人
命关天”。医生的全日制培养大致分为五年本科教育、
七年本硕连读、八年本硕博连读。 佩雷摄

医生是怎样“炼”成的

“实验室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高铁发

展史。我们马上要对设计时速 500公里的动车组转

向架进行动力学性能试验，模拟动车的真实运行条

件，对它的悬挂参数进行优化。”近日，在位于西南交

通大学交九里校区的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里，

实验室副主任梁树林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而这组数据——从最初时速几十公里，到创造

出 时 速 486.1 公 里 世 界 铁 路 运 营 列 车 纪 录 的

CRH380A 动车组，这些车辆正式投入运营前，都得

在这个实验室里“跑一跑”，也为梁树林的表述做了

最好的注脚。

走进实验室，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车车辆滚动振

动试验台，一条正在组装的 140米真空管道实验线、

高速轮轨摩擦磨损试验台等实验装置让人目不暇

给。大的重几百吨，小的仅几克，有的实验装置比一

层楼还要高。

筹建于 1989年的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承

载着中国高铁发展的梦想。1993 年初步落成时，就

产生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由沈志云院

士牵头研发的机车车辆滚动振动试验台建成。这是

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机车车辆（四轴/六轴）整车滚

动振动试验台。2008 年，随着轨道交通国家实验室

的建设，这一试验台的运行模拟速度提升到每小时

600 公里，创造了铁路机车车辆台架运行模拟试验

的世界最高速度。

“实验室的建成对我国机车车辆的研发提供了

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什么样的设计参数才能保证列

车安全？速度提升后，悬挂参数如何设置才能既保

证行车安全又保证乘坐舒适？这些都要依靠实验室

研究数据来说话。”对于实验室的作用，梁树林通俗

地解释道。

“国内动车组新产品研发周期一般只有不到一

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平台提供的实验数据，对下一步

真实线路上的运行测试提供了科技支撑。比如说，

动车组优化设计时有 10套方案，通过我们平台上实

验遴选后，可能只剩下两套方案，这就为实际线路上

的运行测试节省了大量时间。”梁树林告诉记者。

除了缩短研发周期，故障工况实验也是实验室

的一大特色。“动车组在行驶过程中万一出现转向架

弹簧折断，那么列车还能不能继续行驶？以什么样

的速度行驶是安全的……这类决策性的预案必须在

实验阶段就明确下来。”梁树林说。

建成 20多年来，实验室几乎完成了我国所有机

车车辆的动力学研究，开展动力学参数的设计与优

化；几乎完成我国所有机车车辆动力学性能的台架

试验，验证动力学性能，优化悬挂参数，进行故障状

态的安全性评估。在 2004 年开始的高速动车组创

新研究中，实验室更是在高速列车系统动力学、轮轨

关系、弓网关系和流固耦合关系研究中，从理论分

析、试验验证到跟踪试验，在我国高速动车组的创新

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即将投入实验的设计时速 500公里动车组

转向架，梁树林严谨地表示：“这是一项科技支撑计

划的科研项目。尽管公众对速度很敏感。但是对于

我们来说无论是测试设计时速 300 公里还是 500 公

里的动车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必须负责任地

告诉大家，这仅仅是一个科研项目，和实际载客运营

的最高时速是两码事。这个科研项目将来能不能走

到生产那一步，还有诸如线路匹配能力等许多不确

定因素。”

除了对国内生产的动车型号进行测试，牵引动力

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一个面向国际的开放型平台。

“韩国的新车型也在我们这里做过实验。未来出口到

俄罗斯的新车型也会在这里开展动力学实验，因为俄

罗斯高铁线路的轨距不同于国际上通用的 1435 毫

米，而是 1520毫米。我们试验台的轨距范围可以从

1000毫米覆盖到1676毫米。”梁树林告诉记者。

对于实验室的未来发展，梁树林说他们：“打算

在实验功能方面进一步提升轮轨力测试能力，在实

验速度方面希望把平台的模拟实验速度提升至每小

时 700公里。为我国高铁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科技

支撑。”

设计时速500公里动车组转向架将在实验室开跑
——走近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

文·本报记者 林莉君 盛 利 通讯员 颉 芳

北京学校
民族团结教育成果展出

科技日报讯 （记者段佳）5 月 7 日，在国家民委教

育科技司、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民委等单位支持下，由

北京市民族教育学会主办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北京市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成果展示主

题活动在北京市中华民族园举办。来自北京市各区上

百所学校数千名大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参加了这场民

族团结盛会。

北京市民族教育学会副会长白林介绍，北京市评

选出的 35 所“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在活动

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全市学校基本上都做到了“寓民族

团结教育于德育养成、于课堂教学、于校本课程、于社

会实践、于艺体科技、于校园（环境）文化建设”，并逐步

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此次主题活动的另一

特色，是突出了“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内容”的各种实践

项目的展示。

本次活动举行了“民族团结教育丛书”赠书仪式和

“民族团结教育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民族团结教育丛

书》，至今已出版十六册，已发到全市 1600多所学校。

优秀大学生微创业项目
将获百万资助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月菊）记者从日前举行的

“2016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暨 KAB 大学生微创业大

讲堂上获悉，2016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将面向全国在

校大学生及毕业５年内的大学生个人或团队，征集微

创业项目计划书、已实施的微创业项目和互联网金融

服务项目计划书，评选出的优胜者将分享 100 万创业

扶持资金，同时还将对接 10多家知名风投机构。

“大学生微创业行动”由 KAB（大学生创业教育项

目）全国推广办公室与广东省广发证券社会公益基金

会联合举办。活动旨在通过活动寻找好的微创业项

目，给予大学生创业者以扶持和指导，鼓励大学生积极

投身创业行动。据悉，广发证券社会公益基金会将捐

赠 350万元用于今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的实施。

专家为高校成果
“百农207”产业化献计

科技日报讯 （记者滕继濮）为加快小麦新品种的

研究和推广工作，促进国家粮食核心区建设，6 日，河

南省重大科技专项支持小麦新品种“百农 207”产业化

研究与推广研讨会在河南科技学院召开。

“百农 207”育种人河南科技学院欧行奇教授介

绍，“百农 207”自 2013年通过国家审定以来，在河南省

各地示范推广中表现突出，2015/2016年度被列为河南

主导小麦品种，并获该省农业领域重大科技专项支持。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党委书记霍晓妮表示，“百农

207”综合性征优势明显，是一个“群众愿意种、推广部

门愿意推、销售公司愿意卖”的优秀品种。该省辖市种

子管理站代表、省直管县种子管理站代表、小麦专家、

主推企业代表分别介绍了百农 207在全省各地及其他

省份的表现和推广情况。

据了解，河南科技学院的优势和特色体现在农科

上，尤其在作物育种研究领域。该校先后培育推广了

小麦、棉花、玉米、蔬菜型甘薯等作物新品种 73 个，增

产效益累计达 268亿元，并先后荣获了 7项国家科技进

步奖和 2项国家发明奖。

5月7日—8日，由北京市教委主办，北京工业大学承
办的首都高校第八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举行。本届大赛
共吸引了25所高校的147项作品参加。相较于在教室里
学习理论知识，参赛队员更享受在车间自己动手铣、刨、磨
的过程，有的团队更是用到了3D打印和激光切割等先进技
术。组委会将择优推荐13项作品参加7月在济南举办的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潘婧摄

首都高校机械创新设计开赛

4 日，四川师范大学杀人案受害者芦海清的哥

哥芦海强在微博上公布了嫌疑人滕某的精神病学鉴

定结果。鉴定意见显示，滕某患有抑郁症，“对其

2016 年 3 月 27 日的违法行为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

能力”。

芦海强连发了三个“为什么？”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鉴定结果。芦海强在自己

的置顶微博写道，他永远无法忘记接到校方电话

得知弟弟死讯的那一天。那天，他才知道，上大一

的弟弟在自习室内被室友滕某杀害。“身中 50 余

刀，头颈断裂”。

悲剧发生的确切原因或许难以说清。可能是此

前两人矛盾累积，可能是盛怒之下又被刺激，也可能

如滕某父母所说，是滕某高中阶段所患的抑郁症影

响了其言行。

但悲剧发生，需要各方反思。其实，四川师范大

学于 2015 年 10 月举办过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

预培训会，从 2003年起该校就成立了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服务中心；新生入校时，学校还为每一位学生

进行了心理状况评估……

尽管有层层防护网，校园内的这起恶性杀人事

件还是发生了。

校园内恶性杀人事件引发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高校学生那颗心该如何得到更好呵护

滕某母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滕某中学时代

曾两次割腕自杀，其间一度休学。但“为了孩子名

誉”，在入学时并未告知校方。

然而，滕某在参与入学之初的四川师大全校新生

心理问卷普查时，并未进入“心理异常预警名单”，校方

组织的日常心理健康汇报中也未出现过滕某的名字。

不过，据专家表示，心理测评量表只能代表填写

人当下或短时间内的心理状况，也不排除填写人故

意隐瞒自己真实心理状态的情况。

患有心理疾病，在滕某父母看来，是一件“影响

孩子名誉”的事情。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疾病更易

获得同情和接纳；但对于心理疾病，中国人习惯将其

和个人道德品质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种“异常”，或

者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安全隐患”。所以，个人如

果被贴上患有心理疾病的标签，他的自我认知和社

会交往都会受到影响；而外界，或许也会戴着有色眼

镜，来评估一个饱受心理疾病折磨的病人。

这是一种对心理疾病的“污名化”。因为对这种

“受损身份”避之不及，一些存在心理困扰的高校学

生，会在填写问卷时隐瞒自己的真实感受，让自己的

测试看起来“正常”，躲开学校可能的“危机干预”；也

有些明明受到负面情绪困扰的学生，不愿意前往高

校的心理咨询中心，“羞耻感”削弱了他们寻求专业

心理援助的勇气。

但是，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确实已经成为问题。

一项 2002 年针对合肥地区高校大学生的调查

表明，高校大学生中存在中等以上心理障碍者占比

为 23.7%，2003 年在邯郸市的一次调研发现，被调查

的大学生中，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分别为 19.9%和

21.8%；2011 年，研究者对北京 6 所高校的大学生做

了问卷调查，发现有自杀意念者占到了 25.89%……

从辅导员到班主任，从学院到学校心理健康咨

询中心，这分级分层的心理健康监视系统，在掩饰性

较强的心理疾病面前，可能也会失去作用。

高校学生的那颗心，该如何得到更好呵护？

被隐瞒的抑郁症

毕业于北京某 985 高校的林若（化名），曾陪着

自己的好友对抗过抑郁症。

她的挺身而出，也是出于同病相怜和无可奈何

——好友在一所知名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咨询过

后，情况并未好转，反而感到承受了更大压力；而林

若作为一名前抑郁症患者，勇敢承担起了陪好友度

过抑郁岁月的重责。

因为抑郁曾困扰了自己四年，林若得以敏锐地

发现好友的不对劲。“那段时间，我和她吃住都在

一起。我发现她的失眠越来越严重，对周遭一切

事情都有一种‘失控’的感觉。”林若说，她接触的

一部分抑郁症患者，其抑郁的源头，就是父母的期

待和自己期待的不一致——想照顾父母的情绪，

又不愿放弃自己的想法，他们不知该如何解决这

一对矛盾，渐渐就开始埋怨自己，进而否定自己，

产生负面情绪。

好友一开始也很抗拒进行心理咨询，但是林若

还是把她劝去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但效果并不

好。“有抑郁症的人，其实很难顺畅表达自己，可能要

想很久才能说出一两句话。但学校老师是不会等你

的，时间到了一次咨询也就结束了，时限给抑郁症患

者带来了更大压力。“

林若分析说，在高校从事心理咨询的老师，实践

经验未必充分；做事还是或多或少带有“行政做派”，

“对学生没有那种‘爱’的情感”。他们能够帮助解决

生活上的一些小烦恼，但未必能 hold 住抑郁症这样

真正的心理疾病。

林若开启了“全程陪护”模式，用她曾对抗抑郁

症的经验，让好友从这场心灵的感冒中走出来。“大

学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校外接受心理咨询，如

未必专业的心理咨询中心

果本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也不给力的话，他们其实没

什么更好的办法。”

她的感受和西安科技大学法学院教师刘蓉洁的

调查结果也相吻合。刘蓉洁曾对北京地区高校心理

咨询机构做了调查，发现其提供的服务项目、内容还

不能完全满足大学生的需求；专项资金投入与实际

需要存在明显差异；心理咨询专业队伍急需壮大，专

业素质也待强化。

甘肃农业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魏霖静

之所以开始接触心理学，也是因为她发现懂点心理

学能更好地与学生打交道。

魏霖静至今还记得，自己班上曾有一名学生出

现过严重心理问题，校方及时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后，

其短期内依然无法康复。“不得已，只能将他劝退

了。”为学生办理退学手续时，魏霖静内心五味杂

陈。她深知，一个农村的孩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却因为心理问题而不得不离开，对他个人乃至整个

家庭，都是一种打击。

之后，魏霖静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并成

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一名兼职咨询师。

甘肃农大有近 18000 名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专职人员 2 人，兼职 6 人，取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资

格证者 6名。

和此前诸多研究结果显示的一样，学生咨询魏

霖静最多的问题，大多与学业或者人际交往相关。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市高教学会心理咨询研究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蔺桂瑞等曾表示，近年来大学生

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是人际困扰、就业压力、大学

适应困难、专业认可偏低、恋爱忧愁难解、忧郁情绪

增多和心理危机不断。

愿意来到心理咨询中心的，至少面对自己的心

灵困境，给出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很多学生因为不喜欢自己的专业而感到烦

恼。我会建议他们静下心来，先别只顾着焦虑。

毕竟，还没了解自己的专业，怎么就知道不喜欢

呢？”魏霖静说，一些学生只是听说自己所选专业

前途不妙，就会陷入焦虑。她会建议学生扩大视

野，自己做出对专业的独立评判；如果学业成为了

学生的心头刺，她提出，不如暂且将学业放一放，

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多参加集体活动，了解周遭

环境，进行主动调适。“当你的焦虑已经影响到了

自己的学习生活，此时就该去寻求专业的心理援

助了。”魏霖静说。

而蔺桂瑞也撰文表示，要真正重视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需要解决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各

种实际问题，确保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能够落到实处；

同时，也可以针对学生群体中多发心理问题，对大学

生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培训；并构建一套全员参与的

完善的心理教育与危机预防干预体系，让每一颗受

损的心灵，能及时得到阳光的照耀。

高校学生在烦恼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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