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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手周冠宇的第一场 F1 大奖赛也是如此，之前周边一些国家的

新车手格外不及格的表现让所有人都不敢有太高的期待，但是

首秀就得分后，周冠宇回击了海内外所有对他的质疑。”那一晚，

中国车迷的庆祝是真正的情绪释放。首创已是万里挑一，首创

的基础上还要做到平稳且优秀则是难上加难。“我相信 2004 年

上海承办首届 F1 大奖赛的时候，也有这么一批人，经历过这样

跌宕起伏的心情。”

F1 上海站从 2004 年到现在 20 周年，很多模式已经做得比

较成熟，不过蒋晓航认为，未来仍然有许多值得发展的空间。“我

作为一个上海人，看到现在这个情况是非常欢欣鼓舞的，但是

我们肯定不满足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站在一个航空航天领域

专业人士的角度，蒋晓航敏锐地将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未来。

蒋晓航指出，结构、气动、热管理等单学科的问题，已经

慢慢在科研领域中被逐步攻克，但是更复杂的问题其实是多学

科耦合的问题。比如赛车在行驶过程中受气动弹性影响导致结

构变形，损失操纵性和稳定性，甚至破坏结构或造成事故等。

这样的一些问题哪怕在科研领域都是正待攻克的难题， F1 目前

也没能够真正解决。

“这些其实是我们的专业能够帮助去改善的。”蒋晓航表

示，他的博士论文里也正在研究能够应用到赛车领域的技术成

果。“我们在研究现在很火的一个概念——数字孪生。”蒋晓

航团队所研究的“数字孪生”具体主要指向航空、航天、高铁、

赛车乃至民用交通工具的结构上设计传感器

和开发高性能芯片，用尽可能精巧的设计，

映射出当下结构内外的状态，并且预测未来

结构的演变规律和剩余寿命。

目前这个领域，对标全球的前沿进展

还有非常多的理论和工程技术挑战等待攻

克。遍及 F1 赛车车身的传感器在车辆性能

和驾驶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负

责了数据采集、性能监控等任务，在赛车

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据统计，

这些传感器每小时可以产生近 3GB 的数据。

在展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服役结

构逐渐破坏的过程，或是在上千度加工制

造变形过程中，蒋晓航团队目前的研究成

果，仍然能保证结构孪生具备优秀的精度、

即时性和稳定性。

除此之外，蒋晓航还聊了很多，包括国外汽车工业技术的

研发环境，中国新能源汽车尖端技术可能的应用，以及中国其

他城市的赛道建设和申请情况等。用人的成长来做比喻，20 年

对于赛道办赛这一项来说，已经是从幼小成长为了青年，但中

国 F1 赛事乃至汽车运动更长远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协

作，“这些事情光靠车迷去推动可能就不够了，还是需要政府、

需要投资、需要市场上的基金一起去配合”。对于中国 F1 赛事

的未来，蒋晓航饱含期待地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愿景，“看到英

国银石赛道驻扎着接近 90% 的 F1 车队，被称之为赛车谷，由

此拉动了其航空航天、赛车等高端制造水平持续保持在全球顶

尖。希望我们也能乘中国智造之风，围绕上海乃至更多的高标

准赛场去打造中国的赛车谷，拉动中国高端制造的全球竞争力

去到更高的一个高度。”

上海站 F1 中国大奖赛近在眼前，这座城市的风貌也将随

着电视转播的信号持续传向全球。蒋晓航作为一个 20 年的资深

车迷，跟我们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翘首以盼的同时，也真诚地

表示，希望大家能够以平常心观赛。“回到主场，冠宇一定信

心和压力倍增，尽管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好成绩的期望，但在

此时我们更需要格外放平心态（包括很多人未来几天可能都会

有和冠宇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这对于周冠宇来说也是释放压力。

我们相信，凭借他的实力只要做一个平稳的发挥，在广大车迷

群体的默默支持下，他自然能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这张是蒋晓航保持了10年不变的微信头像，这也是他在北航这所航空航天院校投入赛车运动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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