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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师们收到这份“反馈”后，却并没有生气，反而趁机做起

了研究。电院教授王景川测算过自己车子后备箱的理想装盒量：

1012 份。“考虑车厢四周的不规则约束、前倾至驾驶舱的风险

等不确定因素干扰，应该是理论最大值的 80%，810 份。”但

在实际验证中，王景川发现每次送餐最大值只能达到 680 份，

他不禁反思道“布局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究竟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送饭效率最高？这成了交大校园

内送餐问题的核心问题。继私家车后，电院的老师们又尝试了

三轮车，发现还算不错。于是从电院开始，三轮车被推广到多

个学院。但很快送餐老师们发觉，遇到没有箱子的物品三轮车

堆不高，运输力还是有限，而且不是每个老师都会开三轮车。

这时候电院教授杨明突然想到：“我的实验室就叫智能车

实验室，团队里还有不少实验车辆能派上用场。”杨明是上海

交通大学智能车实验室的负责人，这个想法一提出，“无人驾

驶小巴”被迅速投入使用，每趟承载数量能达到 1500 余份。根

据杨明的计算，经过层层优化后，从餐厅出餐到学生拿到饭菜，

时间从 3 小时压缩到了半小时。

“以前送餐，我们是一车一车装的，现在送餐我们是一车

装的。为了快点把饭送到孩子们手上，昨天订了一个小货车，

今天一个货车后面跟个小汽车，货车送饭，小车装人，一次能

送约千份。”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在朋友圈分享自己送餐的经历。

另一位送餐结束的老师则在研究如何开发一个算法来提升送餐

效率，“提出一个科学问题，设计一个协同软件，明天试用一下，

后面再优化，形成一套快递优化理论”。并直言优化算法后大

概可以写出一篇学术论文，生动展现了学者躬行实践的风范。

音乐和诗歌，接近灵魂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当这段熟悉的旋

律在阳台灯光点亮的一方小小舞台，从琴弦间流淌到安静的校

园，足以在一刹那间让人热泪盈眶。这一幕，发生在上海大学

静谧的夜晚。

在宿舍阳台上演奏的分别是中提琴专业的许舒萌和小提琴

专业的朱歆怡。谈起为何会选择《我的祖国》这首曲子，许舒

萌表示这是有感而发。虽然疫情较为严峻，校园内老师和同学

们都积极配合、彼此照顾。“我在这种氛围下，感受到了众人

的信心与力量。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朱歆怡则坚信音乐

算法优化下，每餐无忧

3 月 9 日，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因疫情封闭管理，学生

无法再去学校餐厅就餐。为了能赶在每餐饭点把热乎的饭菜送

到 3 万余名学生手中，上千名老师加入校内送餐队伍。他们在

食堂打包好饭以后，开私家车将饭菜送到每一栋学生宿舍楼下。

平常在讲台、实验室、办公室的老师们，传道授业、鬓已斑白

的专家教授们纷纷穿上防护服，化身“大白”配送员。

送餐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送餐第一天，不少老师到达餐

厅后，发现盒饭还没有打包好，就只能参与打包后再去配送。

在配送时，老师们又发现，有些运输车辆负责的宿舍只有 100

多人，有的运输车辆需要负责的宿舍有 600 多人。有些宿舍楼

下还没法停车，老师们不得不来回提着餐盒一趟又一趟送到学

生宿舍门口。这不仅耽误学生们吃饭，送餐老师们在春日里也

忙得汗流浃背。

私家车每次载运数量有限，老师们人手也有限，学生们偶

尔也会抱怨送到手的饭已经凉透了。每日忙碌在送餐路上的交

交大的专家教授们纷纷穿上防护服，化身“大白”配送员为学生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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