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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首套车云场一体化自动驾驶虚实融合测试系统发布
本报讯 8月26日，由国际车联网与智能

汽车测试技术创新联盟、陕西省科学技术协

会和长安大学共同主办，陕西省西咸新区开

发建设管理委员会、陕西省汽车工程学会、陕

西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和我校联合协办

的 2024 年“国际车联网与智能汽车测试技

术”创新联盟年会在西安召开。

本次开幕式上，我校校长赵祥模教授团

队主持研发的国际首套“Pioneer车云场一体

化自动驾驶虚实融合测试系统”（以下简称

“Pioneer测试系统”）正式发布。该系统通过

在云端构建真实试验场的孪生平台，基于多

模异构车—云—场通信网络实现云平台与测

试车辆的双向低时延可靠交互，通过路侧与

车载数据采集设备将车辆运动状态实时映射

到云平台的虚拟仿真环境中，同时将云平台

动态生成的虚拟测试场景实时注入待测自动

驾驶汽车，实现车—云—场的一体化同步运

行，从而虚实结合地完成自动驾驶汽车加速

测试。

Pioneer 测试系统主要由具备高精感知

和可靠通信能力的封闭试验场、支持状态

数据上传与虚拟场景注入的测试车辆、具

备实时孪生与动态仿真能力的云端平台三

大部分构成，各部分间依赖多模式互联通

信进行信息交互和协同工作，主要面向自

动驾驶整车级平台，融合真实测试场地环

境与云端孪生仿真系统，可进行加速测试、

大规模测试和强化测试，是弥补国际“三支

柱”测试方法（软件仿真测试、公共道路测

试、封闭场地测试）存在的测试准确度、测

试效率及测试安全等问题的有效解决方

案。该系统还可通过为被测车辆提供高真

实度、多样化和边缘测试场景，进行整车、

模块、算法的多层级高可信高效率测试，突

破现有自动驾驶技术演进对真实道路测试

的依赖，为后续自动驾驶领域的软硬件测

评与迭代研发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 Pioneer 测试系统技术的进一步迭

代和更广泛的推广应用，将为高等级自动驾

驶上路许可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从而推

动以自动驾驶、智能网联、车路协同为代表的

道路交通运输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在本次年会上还正式发布了全新自动

驾驶大型仿真软件系统 TADSim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专项版 V1.0.0（简称 TADSim 国重

专项版）。

TADSim国重专项版V1.0.0是基于原腾

讯TADSim自动驾驶仿真软件，在我校校长

赵祥模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自动驾驶

仿真及数字孪生测试评价工具链”项目支持

下，由同济大学、长安大学、腾讯云计算（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的面向高等级自

动驾驶测试的大型仿真软件系统。该仿真

软 件 系 统 新 版 本 TADSim 国 重 专 项 版

V1.0.0，实现了高拟合精度的极限工况车辆

动力学建模、配备 4D 毫米波雷达自动驾驶

车辆的仿真测试、高保真的感知系统建模和

仿真环境渲染、基于 ECER157 法规的极限

状态测试，有效提升了原有仿真软件中车辆

动力学、环境感知、环境渲染、交通参与者交

互的真实性。该新版本自动驾驶仿真软件

系统正式发布后，将面向全球自动驾驶研发

机构和生产制造企业全面开源，对于促进中

国自动驾驶仿真测试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从而有效提升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

影响力。

近年来，赵祥模教授团队还先后承担了

国内自动驾驶车云场测试领域的首个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课题“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封闭测

试环境构建与场地测试技术研究”，陕西省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智能汽车测试理论与核心

装备开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基金项

目“车路协同多要素耦合整车在环测试与评

价体系研究”等多个重点科研项目。

本报讯（记者 马长蕊）“身处和平与发

展时代，新时代大学生还需要发扬斗争精神

吗 ？”“ 如 何 看 待 理 想 与 现 实 之 间 的 矛

盾？”……这些涉及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切

身问题通过线上、线下与老师交流等方式得

到了解答。由学校凝练总结的立德树人“千

问千答”计划正在持续推进，“学生出题、老师

答卷”的问题导向式思政育人模式为学生成

长拓展了平台和载体。

作为学校“文化铸魂”工程的重要内容之

一，立德树人“千问千答”计划旨在以问题为

导向，探索立德树人新模式、新路径，形成具

有时代特征的育人特色。该计划自 2021 年

实施以来，以学生心中的真实困惑为切入点，

通过立足课堂听取学生“思想之惑”、依托网

络征集学生“青春之问”、面向社会关注学生

“实践之难”等多种途径广泛征集学生理想信

念、学习学业、人生矛盾、人际交往、规划成才

等方面的问题1632条，从中筛选出具有代表

性、针对性的问题1247条。

在此基础上，学校组织广大教师、学工

干部、校友、专家学者和朋辈导师等“大思

政”师资资源，通过教师“面对面”答疑解惑、

名家“零距离”交流辅导、朋

辈导师“手拉手”示范带动

以及开展《千问千答》读本

圆桌品读会等多种形式与

学生开展“面对面”对话，把

问题点透、把道理讲清，以

答导教、师生互动、教学相

长，提升思政育人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老师不仅解答了我提

出的问题，还为我以后的学

业规划指明了方向。”土木学

院学生黄思聪近日在为“很

忙又很迷茫”的学习状态“发愁”，通过“千问

千答”微信平台提交问题后，很快便得到了老

师的解答。

“‘大思政课’归根结底就是用更广的路

子解决大学生更多的思想困惑。”马克思主

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孙坤明表示，思政课要善

讲道理，思政课教师首先要直面学生的“青

春之问”。

三年来，学校把“千问千答”融入学校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落实到办学育人全过程，以

“大思政”引领“大协同”，以“大协同”实现“大

思政”，把“大思政课”与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

充分结合，融入学校“智能+”“绿色+”“健

康+”“国际+”的“四+”人才培养路径，深化了

“三全育人”理念。截至目前，学校已编写完

成《千问千答》读本及问题导向式《思政育人

教育教学参考手册》各1本，获准立项陕西省

首批大思政课“一校一品”建设项目，开通“西

建大千问千答”微信公众号及“师生面对面”

视频号并推送百余期内容。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入推进立德树

人‘千问千答’计划，形成体系化项目成果，

实现与教学、科研之间的有效转化，从思政

课视角增强理论载体的思想价值，在更加精

准聚焦大学生思想热点与认识难点的基础

上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守正创新推进

‘大思政课’内涵式发展。”校党委副书记梅

争利说。

学生以问启学 教师以答促教

我校以“千问千答”推动“大思政课”建设

学校举办《千问千答》读本圆桌品读会

我校辅导员获

2024年陕西高校“表现突出辅导员”称号
本报讯 近日，2024年陕西高校辅导员先进典型推选展

示活动结果正式公布，经个人申请、学校推荐、通讯评审、现场

答辩、实地考察、问题排查、电话随访学生等环节，我校辅导员

綦玥以总排名第五的成绩荣获2024年陕西高校“表现突出辅

导员”称号（全省仅10人）。

学校一直以来高度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在辅导员配备

选聘、培养培训、职业发展、考核评价与激励保障等多方面予

以制度规范、政策支持、平台搭建和团队赋能，不断增强辅导

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内驱力、执行力、影响力。近年来，学

校辅导员荣获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全国高校辅导员

素质能力提升骨干训练营“特别表现”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陕西辅导员素质能

力大赛一等奖等荣誉、项目百余项，学校入选首批陕西高校辅

导员队伍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名单。

不断提升教书育人能力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决定》提出：“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

教师要不断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就要大力弘扬教

育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想信念、道德情

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

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教

师提升教书育人能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新征程上，广大教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不断提

升教书育人能力，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坚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对教

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

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

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教师自

己首先必须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心里始终装着

国家和民族，时刻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不断坚定

信仰、信念、信心。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培塑学生

的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

继有人。

陶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在我

国，人们把教师尊称为先生，希望教师在为学、为

事、为人上能够为人师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教师

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

“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

“人师”的统一者。教师要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就

要崇德修身、严以律己，上好每一堂课、关心每一

个学生，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涵养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当代

青少年思想活跃、充满自信，同时又兴趣广泛、个

性鲜明。教师要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心理

状况和认知特点，涵养育人智慧，更新教育理念，

丰富教育实践，不断提升教书育人能力。要善用

启发式教育，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

问题，努力做学生成长的引导者。要尊重个体差

异，发现学生长处，激发学生潜能，拓宽学生成长

成才的道路，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当

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

进步日新月异，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知识更新空前加快，这对教师学习能力和创

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要增强紧迫感、

责任感、使命感，始终处于学习状态，站在知识

发展前沿，刻苦钻研、严谨治学，不断充实、拓展

和提高自己，以渊博的专业知识、深厚的理论功

底、过硬的教学能力赢得学生的尊重、得到学生

的认可。

勤修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教育

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没有爱心的人、不愿意奉献的人不可能成为好老

师。尽管教育的环境、条件、手段等不断迭代升

级，但不论教育如何发展，教师都要有乐教爱生、

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教师要通过真情、真心、

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在严爱相济的前提下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用

大爱书写教育人生。

树立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教师

既要在“授业”“解惑”上精益求精，更要以“传道”

“弘道”为责任和使命。教师要聚焦“国之大者”、

党之大计，坚定文化自信，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

高度认识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挖掘好、运用好其中蕴含的

丰富精神资源，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增强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在文化浸润、感染、熏陶中有效吸引学生、塑

造学生。

（原载《人民日报》2024年8月12日第9版）

◇朱晓渭

我校师生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研究成果
本报讯 暑期，我校师生扎实做好科研工作，在国际高水

平期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土木学院宋战平教授团队在隧道爆破工程领域取得新进

展，在国际顶级期刊《隧道与地下空间技术》（影响因子7.4，中

科院一区Top期刊）发表题为《基于LFPP-FAHP的隧道穿越

既有建筑物爆破方案评价模型》的研究论文。文章依托格鲁

吉亚E60公路3号隧道提出了一种穿越隧道爆破方案评价模

型和爆破参数优化方法。

化工学院青年教师唐作彬课题组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先进功能材料》（中科院一区Top期刊，影响因子18.5）上发

表了题为《解锁氯氧化物超宽带近红外荧光粉并通过晶格工

程提高光谱性能》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通过高温固相法

成功制备出稀土二价铕激活的新型氯氧化物荧光粉。

交叉创新研究院王彤彤博士在无机化学领域国际权威

期刊《配位化学评论》（中科院一区TOP期刊，影响因子20.3）

上发表了题为《利用配位聚合物修复抗生素污染》的综述论

文。综述重点诠释了配位聚合物对抗生素的去除机制，系统

总结了配位聚合物用于吸附剂或光催化剂去除抗生素的最

新进展等。

理学院新材料研究中心在二氧化碳还原电催化材料的设

计与性能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五-八环类石

墨烯电催化CO2还原为甲烷的新机理研究》发表在能源领域

国际权威期刊《能源化学》上（SCI一区TOP期刊，最新影响因

子14.0）。

我校信控学院硕士研究生靳杨在国际顶级会议 ECCV

（欧洲计算机视觉国际会议，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三大顶会”之

一）发表题为《基于视觉基础模型的像素级监督增强的凝视物

体预测》的学术研究论文。

泰国东方大学校长一行来我校访问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 赵静竹） 9月4日，泰国东方大学校长瓦

塔林·加萨卢克一行来我校访问交流。校长赵祥模在行政楼

六楼贵宾室会见瓦塔林·加萨卢克一行。

会上，赵祥模与瓦塔林·加萨卢克代表两校签署了校际合

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秉承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