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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心向党，喜迎二十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在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设
现代化新湖南的新目标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发扬担当和奋进精神，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砥砺前行，彰显建
功新时代的湖湘巾帼力量，勾勒奋斗女性的最美剪影。  
      继巾帼初心耀三湘——初心篇、传承篇、奋斗篇、先锋篇系列专题之后，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 凤网再
次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强国复兴有我”专题报道，聚焦湖湘高层次女性人才，为您讲述“强国复兴有我”的
湖湘巾帼故事，展示她们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精彩人生，激励广大女性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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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校长�������������������������������������������������������������
5 年前，也是在一

个毕业季的夏天，新上
任的中南大学首位女校
长田红旗对 1.3 万余名
毕业学子致辞。她说：

“做人，要‘能扛事儿’。”
如果仔细回望田红

旗——这位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南大学首位女
校长、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等系列荣誉获得者
的过往经历，你会发现，
这句毕业赠言高度凝聚
了她的人生经验。

从长沙铁道学院出
发，到在世界轨道交通
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再
到湖南顶尖高校学府的
掌舵人，田红旗的命运
与共和国筚路蓝缕的铁
路现代化路程一道，靠
着“扛事儿”走到了今
天。她开创性地解决了
高速铁路的“驭风”难
题，又让青藏铁路得以
在高原上“逆风前行”，
成为“坐上火车去拉萨”
时不得不想起的“铁娘
子”。作为一个女科技
工作者，她的女性身份
和成绩也如她的名字一
样，成为下一代女科技
工作者们心中的一面红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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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铁老大”共同成长的光辉岁月
1978 年 3 月，19 岁的河南女

孩田红旗来到湖南长沙，在南郊

一个被称之为 “烂泥冲”的地

方——长沙铁道学院，开始了她

未来 40 多年的奋斗。

日后，长沙铁道学院将成为

湖南顶尖学府中南大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铁道学院铁道���铁道���

业，田红旗开始了��的��。，田红旗开始了��的��。

与她一�共同学习的，还有

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才俊。

这些年轻人还不知道，他们的使

命，已经在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

的步伐之下逐渐清晰。

在中国，铁路如此特殊。国

民经济的大动脉——这是当时人

们对铁路最通常的描述。在综合

交通体系中，铁路始终发挥着骨

干作用，煤炭、木材、矿石、粮食、

化肥长期依赖铁路运输。除此之

外，铁路还是大众化的运输工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铁路运输能

力不足，赶春运、凌晨在火�站

打地铺，排队买火�票的画面还

在不少人的记忆深处。据资料显

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货运

满足率只能够达到 30% 左右，而

大众出行更是一票难求。

1978 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

的新时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

伐，中国铁路实施了一大批重�

工程建设，致力于扩大路网规模。

与此同时，它也瞄准了另一个目

标�����。这���要规模�����。这���要规模����。这���要规模

庞大而广泛深入的基础理论和建

造技术�究。

田 红 旗 凭 借 优 秀 的 � � 成

绩，逐渐成为这支庞大的技术队

伍中的一员。1982 年田红旗留

校任教，1988 年获得长沙铁道

学院机���系机����业硕

士�究生学位�1994 年下�年，�1994 年下�年，1994 年下�年，

考入西南交通大学机����业

攻读博士，师从孙翔老校长�后�后后

转学到中国空气动力�究与发展

中心，�究解决轨道交通的空气

动力学问题。

截 至 2007 年， 中国 铁 路 共

有 6 次大 � �。在 持 续推 进 铁

路现代化，推进铁路装备现代化

的过程中，发展列���每小时

200 千米以上的“��铁路”系统，

一直是几代铁路人的梦想。但�

�铁路系统是多种现代技术的集

中表达，它涉及的�究领域并非

近代铁路可比。从上世纪 90 年

代开始，中国开始集中��力量，

展开包括勘�设�、�木建�、�设�、�木建�、设�、�木建�、

机���、运营管理等多平台的

一体化�究。

田红旗的任务，与一个我们

日常最 熟 悉， 却 容易�� 的��� 的�的�

西——“空气”有关，尽管普通

人可以对“空气”�而不见，但

它却对��列�的安全运行至关

重要。

既是逆风而行，也是与风共舞
空气，在��列�面前不再

温柔。列�运行��的��，使

得空气的动力作用对列�和列�

运行 性能产生 影响，列���

运行引�的气动现象也会对周围

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如何让�

�列�更好地面对��的空气�地面对��的空气�面对��的空气���的空气�的空气��

况，是我国建设��铁路系统的，是我国建设��铁路系统的

重要课题。

比如，我国幅员辽阔，崇山

峻岭横亘在各类交通干线上。而

��铁路隧道的设��须有一个

特别的考虑。当��列�进入隧

道，前方的空气会受到挤压，这

种挤压状态能够以声�传播到隧

道出口，�后骤�膨胀，释放出

较强的气压波，产生瞬间的冲击

压力，这种气压爆炸，对隧道周

围的设施、建���会有影响，、建���会有影响，建���会有影响，

同时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爆破声。

“改善列�通过隧道时的瞬

态冲击压力这项�究进行了 20

多年。”田红旗说，她和团队设

置了一个隧道口缓冲结构，这种

结构会使压力逐步发生变化。尽

管�究人员发现，隧道洞口断面

越大，越能削减��运行状态下

所产生的气压波，但是从工程上

“顶流”高校的首位女掌舵者

现在，培养下一代�技人才，

成了“田红旗”们的重任。2017

年，田红旗被任命为中南大学校

长，这是该校首位女掌舵者。

中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

重�大学、国家“211 工程”首

批重�建设�校、国家“985 工程”

部省重�共建�水平大学和国家

“2011 �划”首批牵头�校。

田红旗算是学校自己培养的

“子弟兵”，已在学校待了40 多年，

但要当好一名校长并不容易。在

接任仪式上，她说 �“我深感责

任重大，压力巨大。这份新的工

作安排，我唯有鞠躬尽瘁，不敢

有丝毫懈怠。”

如今，这位女掌门已掌舵 5

年。她很少接受��，作为校长，受��，作为校长，��，作为校长，

她留给外界的声音，大多与“�

心��”有关。

她在毕业典礼上告诫师生，

中南大学迄今为止一切�究成

果�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用实干的心血和汗水“泡”出来的。

“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

作为中南学子，我们不能腐朽，

我们要燃烧�来 !”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她

呼吁，要为��人营造静心治学

的条件，减少用在项目申报上的

时间�要多给青年教师发展机会，

让他们在�技创新中挑大梁、当

主角。

她更关注女性人才的就业、

发展问题。一次，她有些痛心地

说 �“女大学生、女�究生的就

业难，特别是现在女大学生的

就业形势严峻表现得日益突出，

这种现象�须得到改变。” 基于

这种观�，她多次在全国“两会”

上�出，要关注女大学生的平等

就业问题。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 6 月，她给予

毕业生的忠告充满了时代浪漫，

她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

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展开，你会发现，只有从容，才

能临危不乱�只有从容，才能理

性选择�只有从容，才能笃行致

远。

中南大学校长田红旗寄语毕业生坚韧从容向未来。

田红旗，1959 年出生，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

校长。她是中国轨道交通

空气动力学、列车撞击动

力学两个领域开拓者，取

得系列原创成果，创造多

个第一。

来说，它有�方量、工程造价等

等一系列问题，所以隧道断面，

它只能是一个合适的值。“比如，

我们国家京沪�铁，它的隧道断它的隧道断的隧道断

面是 100 平方米，这个断面，对

我们改善列�通过隧道的瞬态

冲击压力是比较合适的。”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

�人，田红旗构建了我国铁路空

气动力学基础与工程技术体系，

并建立列�气动外形结构�制、

列� / 隧道耦合气动结构优化等

方法，在空气动力学方面保障了

我国既有铁路 250km/h、又有�

�客运�线 350km/h 安全运营。

正是有像田红旗这样的��

人一代又一代不懈奋斗，我国铁

路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运力严重

不足，到如今，��铁路总里程

超 4 万公里，遍及冷温带、热带，

从零下 40 摄氏�到零上 40 摄氏�到零上 40 摄氏到零上 40 摄氏零上 40 摄氏40 摄氏摄氏

�，稳居世界第一。

除了��铁路世界第一，我

国在轨道交通上还有一个世界

瞩目的壮举，那就是“青藏铁路”。

青藏铁路沿线地区是�原大

风主要集中地，年均大风 150 天

左右。这种可怕的大风瞬时风�

有时能达到每秒 17 米以上，破

坏力非常大。在铁路沿线，大风

可能对铁路桥梁、��、电信设

备、线路造成不同程�的危害，

甚至出现过风力过大导致火�

被掀翻的事故。 

2002 年，� 究青藏铁 路沿

线大风的特征以及�出相应的

解决措施的任务落在田红旗肩

上，当时，整个国际上�没有可

借鉴应用的相关技术。

“青藏铁路格尔木到拉萨，

大部分海拔�在 4600 米以上，

它是无人区，风非常大，过去

也没有人 �究这里风的 �况、

风的大小等这些问题。”田红旗

说，但她没有退缩，反而把�

原�究工作回忆得很浪漫。“我得很浪漫。“我很浪漫。“我

们是去‘追风’，找风是一种探

险。”

在那里，团队做了6 年的实

验。有一天，气温 30 多摄氏�，摄氏�，，

大家穿着短袖，谁知 1 个多小时

后，气温突�降到零下 20 多摄摄

氏�，一下子就降了50 多摄氏�，，一下子就降了50 多摄氏�，就降了50 多摄氏�，降了50 多摄氏�，摄氏�，，

而且风夹�着暴雨、暴雪席卷过

来，田红旗和同事们顶着寒风和

雪花冰粒，在野外一站就是几个

小时。风大得能把人吹走，田红

旗就在雪地里打着钢钎，用钢绳

绑住腰，坚持工作。还有一次，

她因在�原上运动过多，产生�

原反应，连续吐了十几个小时。

最终，他们�究出了世界唯

一的“�原铁路大风监测预警与

行�指挥系统”。该项�利作为

“青藏铁路工程”的核心技术之

一，获得国家�技进步特等奖，

并经过持续�究与改进，广泛

运用在新疆铁路、京沪�铁、沪

昆�铁等铁路工程中。这一系统

运行至今，从未发生大风导致的

行�事故。

人物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