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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内容

省级重点项目：

（12年4月- 14年5月） 

实践检验期：6年

左1：研究生任润国

右1: 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副秘书长闫建来

     



一、 主要内容

1、成立动力赛车创新平台

       2012年，经过车迷协会（2004年成立）的努
力建设，中北大学动力赛车创新平台成立。

     



   一、 主要内容

2、组织混合型研究团队
        依托动力赛车创新平台  组织混合型研究团队：中北大学

行知车队（研究生带，大四的做，大三的学，大二、大一的
看），发挥研究生对本科生创新示范与带动作用,通过中国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过程的锻炼，能够在设计、制造、成本控
制、商业营销、沟通与协调等五方面能力上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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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内容



   一、 主要内容

3、案例教学

       赛车研制、比赛成果为《车辆轻量化设计》课
程提供了案例教学，车辆轻量化设计课程是车辆工
程学科研一的专业课（40学时）。

      本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安排10学时，学生主讲
如何实现中北大学FSC赛车轻量化。



   一、 主要内容

4）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共同申请专利7项
         长期与高科技企业太原艾逖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太原

天瑞迪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合作培养研究生

       中北大学的第一辆节能赛车（2008年“艾逖号”）、中
北大学的第一辆方程式赛车（2012年）都是企业提供场地、
设备、技术支持。





    二、应用与推广

    在2004年成立车迷协会基础上组建的中北大

学动力赛车创新平台为车辆学科研究生教学、科

研、毕业论文、校企合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支撑

、双赢结合点，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

 1）11级、12级、13级、14级、15级、16级车辆学
科研究生课堂教学结合FSC赛车案例，注重理论
联系实际。许多研究生小论文、毕业论文都是
FSC赛车提供数据。





    二、应用与推广

2）依托FSC大赛、节能大赛，组织混合型研究团队
，发挥研究生对本科生的示范与带动作用。



    二、应用与推广

  吕彩琴老师、研究生殷帅（左2）2013年指导中北
大学制作“大运汽车”号电动节能赛车，参加中
国节能竞技大赛，取得全国第八名的好成绩。



    二、应用与推广

     教师韩文艳（左2）研究生靳哲飞（右2）16年指导
制作电动节能赛车，参加中国节能竞技大赛。



    二、应用与推广





    二、应用与推广



    二、应用与推广



    二、应用与推广

3、建立中北大学行知车队网站



     （二）推广应用 （2012年，太科大到中北偷师学艺）



 （二）推广应用（2014年，太理工到中北大学交流学习）



  （二）推广应用

4、14年、举办山西汽
车市场发展沙龙：有
高校代表、行业代表
、企业代表参加。



    二、应用与推广

 5、从2008年参加中国节能竞技大赛起，近十年时间
，媒体报道宣传车队100余次，其中中央电视台报
道2次。使学生有成就感、提升了学校知名度。













   三、创新与特色
  1、校企合作，制作赛车。通过FSC赛车设计、制造、答辩、推   
广、实车竞速等等各个环节的磨练，提升了研究生综合能力。

 2、组织混合型研究团队，发挥研究生对本科生的示范与带动
作用

 3、 FSC赛车制作案例，不但与研究生科研、教学结合、而且
也为车辆工程本科专业课堂教学、实践创新提供素材、载体。

 4、中北大学行知车队已成为中北大学对外宣传的品牌。



中北大学行知车队视频资料



   四、 优秀博士、硕士

  1、优秀博
士李坤（右下
图中，最后1
排左1）在中
北大学读博期
间及留校后指
导学生制作中
北大学第一辆
方程式赛车。
现就职山西省
教育厅。

 



   四、 优秀博士、硕士

  2、优秀硕
士任润国。在
校期间担任行
知车队队长，
带领行知车队
队员制作中北
大学第一辆方
程式赛车。现
就职山西新能
源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SQE。

 



   四、 优秀博士、硕士

  2、优秀硕
士任润国（右
图左1）。在
校期间担任行
知车队队长，
带领行知车队
队员制作中北
大学第一辆方
程式赛车。现
就职山西新能
源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SQE。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

结 题 报 告

项 目名 称 基于 FSC 大赛平台的研究生

综合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项 目类 型 重 点

项目负责人 尉庆国

所 在学 校 中 北大 学

起 止年 月 2012 年 4 月 — 2014 年 6 月

山西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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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改革项目结题简表

项目名称 基于 FSC 大赛平台的研究生综合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项目负责人 尉庆国
专业技

术职务
副教授 所在单位 中北大学

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专业 承担的任务

1 尉庆国 副教授 车辆工程 平台负责人

2 韩文艳 副教授 车辆工程 平台指导教师

3 杨世文 教授 车辆工程 平台指导教师

4 董小瑞 教授 能源与动力工程 平台指导教师

5 吕彩琴 教授 车辆工程 平台指导教师

研究时间

立项年月 2012 年 4 月

完成年月 2014 年 6 月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与
实
践
成
果

如教学大纲、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评价体系、教材（含音像教材）和教

学软件课件、研究报告、论文著作等（可在以下栏目中分别详细列举）。

1 山西省第一辆大学生方程式赛车

2 《车辆轻量化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3 工信部“十二五”规划教材《汽车发动机构造及原理》

4 挑战杯作品：Formula SAE 赛车获校级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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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改革项目工作总结

（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措施

1．研究内容：成立动力赛车创新平台

2．研究方法及研究措施：组织混合型研究团队。

采取研究生带，大四的做，大三的学，大二、大一的看。发挥研究生对本科生创

新示范与带动作用,通过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过程的锻炼，能够在设计、制造、成

本控制、商业营销、沟通与协调等五方面能力上得到全面提升。

中北大学 FSC 车队分为技术部门和管理部门：

技术部门：车架组；车身组；转向悬架组；制动组；传动组；电气组

管理部门：财务组；策划组；宣传组

各组各行其职，按照时间节点制作赛车。

（二）研究成果：山西省第一辆大学生方程式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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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和应用情况

1．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1）通过设计、制造、答辩、推广、实车竞速等等各个环节的磨练，研究生下面五方面能力

得到提升：

（1）提升研究生设计能力。设计方案确认后进入制作阶段。通过大赛的锤炼，会极大的促

进研究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入工作岗位后无疑会缩短见习时间。

（2）制造能力，特别是工艺能力的提升。赛车设计方案通过后，需要研究生自主完成赛车

的制造，这将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于院校毕业生当中的设计与工艺相脱节的问题。

（3）培养研究生的成本控制能力。院校毕业生在工作初期所完成的设计课题，常常会出现

设计方案与工艺脱节、不顾成本等现象。大赛将给出一个严格的目标制造成本（成本要求是 10

万元人民币左右），低于或高于目标成本都将直接影响比赛成绩。这一环节的目的就是：在学习

期间就要建立极强的成本意识！

（4）商业能力。研究生在整个竞赛过程中，在赛车零部件采购、制造和组装各环节无一不

考验着选手们的商业运作能力。

（5）沟通、协调与团队协作能力。每个车队 20 名左右的队员，在限定的时间里，团队之间

必须通过沟通来保持正常运转，按时完成。

2）组织混合型研究团队，发挥研究生对本科生的示范与带动作用

学生进入实验室、进入教师的科研团队，教师、本科生与研究生一起组成混合型研究团队或

科技兴趣小组，本科生与导师及研究生融为一个整体：一起开会讨论、一起设计方案、一起实验

分析、一起撰写论文、一起体味挫折、一起分享成功；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学到了知识，在实践中

增长了才干，把枯燥的书本知识转换为鲜活的创新源泉，使研究性学习成为现实。不仅如此，学

生在该过程中还丰富了大学生活，增强了交流沟通与协作能力，激发了专业兴趣，由科研活动或

教研活动的旁观者变为亲历者和参与者，其中部分优秀本科生的研究成果达到了研究生的水平，

研究生在对本科生示范带动下，自身各种能力得到提高。

3）FSC 赛车制作案例，不但与研究生教学结合、而且也为车辆工程本科专业课堂教学、实践

创新提供素材、载体。

2．应用情况

在 2004 年成立车迷协会基础上组建的中北大学动力赛车创新平台为车辆学科研究生教学、

科研、毕业论文、校企合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支撑、双赢结合点，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

1）11 级、12 级、13 级、14 级车辆学科研究生课堂教学结合 FSC 赛车案例，注重理论联系

实际。许多研究生小论文、毕业论文都是 FSC 赛车提供数据。

2）依托 FSC 大赛、节能大赛，组织混合型研究团队，发挥研究生对本科生的示范与带动作

用。

3）从 2008 年参加中国节能竞技大赛起，近十年时间，媒体报道宣传车队数十余次。使学生

有成就感、提升了学校知名度。

4）FSC 赛车制作为车辆工程专业本科建设服务，2012 年《汽车发动机构造及原理》课件（网

络版）获教育部优秀奖、2013 年《汽车发动机构造及原理》立项为工信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2012 年《车辆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的研究与实践》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5）北京工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太原科技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太原学院等许多高校多

次到中北大学赛车创新平台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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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研究费用支出情况

经费总额（万元）

省教育厅 2

主管部门（有关厅局）

合作单位经费 2

学校配套经费 16

支 出 科 目 金 额（万元） 支出根据及理由

JH600 发动机 2*2=4 制作 2台赛车

轮胎 2 制作 2台赛车

铝材 3 制作 2台赛车

减震器、转向机 4 制作 2台赛车

加工费 5 制作 2台赛车

赛车服 2

合 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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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题审核意见

学校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重点项目）：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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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件（项目研究与实践成果相关材料复印件）

1．2013 年，研究生李越辉论文《基于 ANSYS 的 FSC 赛车车架有限

元分析》

2．2013 年 5 月，研究生任润国获“刘鼎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一等奖证明

3．2012 年 12 月 12 日，中北大学学校新闻：动力赛车实验室 2012

年工作总结交流会成功举办

4．2013 年 5 月《中国新闻网》报道：大学生自制赛车参展，展示青

春“工业梦想”。

5．2014 年 5月《山西日报》报道：我省首辆大学生方程式赛车亮相

6．《车辆轻量化设计》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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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生李越辉论文《基于 ANSYS 的 FSC 赛车车架有限元分析》

2．研究生任润国获“刘鼎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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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2 年 12 月 12 日，中北大学学校新闻：动力赛车实验室 2012 年工作总结交流会

成功举办（参加研究生有殷帅、栾文哲、李越辉、任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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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3 年 5 月《中国新闻网》报道：大学生自制赛车参展，展示青春“工业梦想”

5．2014 年 5 月《山西日报》报道：我省首辆大学生方程式赛车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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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车辆轻量化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车辆轻量化设计》

开课院系：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教学大纲撰写人：尉庆国

课程学分数：2 课内学时数：20

课程性质：选修 授课方式：讲辅

考试方式：考察（论文）

教学目标：

车辆轻量化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汽车轻量化技术已经成为汽车工业发

展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汽车轻量化是国家节能减排战略的紧迫需要，更成为车企和

全行业提高核心能力的现实需求。轻量化技术无论对传统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

是一项基础的共性技术。本课程理论联系实际，通过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轻量化设

计、制作、测试，提高学生们的设计、制造、成本控制、商业营销、沟通与协调等五

方面的综合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课程主要内容：

第一章 汽车轻量化意义及概念（讲授 2 学时）

第二章 国内外汽车轻量化发展概况（讲授 4学时）

2.1 国际汽车轻量化发展现状

2.2 国内汽车轻量化发展现状

第三章 汽车轻量化的主要途径（讲授 4 学时）

3.1 新材料在汽车上的应用

3.2 CAD/CAE 在汽车结构设计上的应用

3.3 结构小型化

3.4 承载式车身在汽车上的应用

第四章 汽车轻量化设计技术应用案例（自辅）

专题研讨：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轻量化设计（讲授 10 学时）

参 考 书：轻量化——原理、材料选择与制造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规则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设计（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