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启明： 中国赛道设计第一人
本报记者 付鑫鑫

今年的 “五一 ” 劳动节 ， 对同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 ） 有限公司汽
车运动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姚启明来说，
有点特别 。 她同时获得了两项国家级荣
誉 ：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

早在 2007 年， 29 岁的她就被授予
全国建设系统先进工作者； 4 个月前， 她
领衔的团队被评为 “全国示范性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在姚启明的办公室 ， 透明书柜里摆
满了各式奖章奖杯 ： 中国设计贡献奖 ，
中国汽车运动特别贡献奖 ， 中国汽车运
动 “匠人精神奖”， 上海首届青年英才科
创奖 ，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 上海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 上海市劳模创新
工作室领衔人 ， 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

年， 上海市市政公路行业领军人才……
姚启明是我国唯一获得国际汽车联

合会 （以下简称国际汽联 ） 认可的中国
赛道设计师 ， 也是唯一获得中国汽车摩
托车运动联合会认可的中国赛道设计师。
她独立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赛车轨
迹模拟系统 、 赛道安全仿真系统 、 赛道
危险区域识别系统 ， 填补国内空白 ； 完
成国内第一个国际卡丁车场 ， 填补中国
国际卡丁车场的空白 ； 完成国内第一个
国际场地拉力赛赛道 ， 完成首个 “零车
损” 城市 SUV 体验赛道， 丰富了汽车运
动的形式与内容； 起草了中国首部 《卡
丁车场技术标准 》， 编写 《汽车运动文
化 》 系列专著和科普读物 ， 为快速发展
的行业保驾护航。

“对标世界 ， 中国的汽车运动尚在
起步阶段 ， 如何普及汽车运动 ， 保障生
命安全 、 培育中国特色的汽车文化 ， 让
汽车文化走进百姓生活， 融入精神世界，
变得可知 、 可触 、 可感 ， 是我未来努力
的方向。” 不惑之年的姚启明斩钉截铁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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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设计与生命息息相关，
4米直尺丈量误差不能超3毫米

4 月中旬， 红牛车手里卡多在上

海 获 得 2018 F1 世 界 一 级 方 程 式 锦

标赛 （Formula 1TM） 中国大奖赛分

站冠军。 今年是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

赛正式进入中国 15 周年。
从 2004 年到 2018 年， 同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 有限公司汽

车运动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姚启明做

过一项调查。 她发现， 这些年自掏腰

包购票观看 F1 的观众越来越多， 喜

欢这项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 如今的

F1 中国站早已座无虚席、 一票难求。
“国人对汽车运动的兴趣与日 俱 增 ，
汽车文化萌芽的基础已具备。” 姚启

明说。
从 26 岁设计第一条赛道开始，十

几年间，姚启明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
她义务提供安全技术咨询千余次，为

国内外上百家机构提供赛车场、 汽车

公园、特色小镇的规划、设计和科研服

务，取得创新成果 50 余项，创造了 20
多次“中国第一”，为中国汽车运动发

展史创下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创建了

享誉国际的 “JENNYAO”赛 道 设 计 品

牌和具有公益价值的 “SURREAL”汽

车文化品牌。
在姚启明的办公室里， 书桌对面

墙上 ,一幅由赛道场地和获奖照片拼

接而成的 “JENNYAO” 标 识 图 十 分

醒目。 书桌背后是三只大书柜， 里面

除了奖杯奖章， 还有专业书籍和各种

车模。 在书柜东头的角落， 有一幅名

为 《冷眼看世间》 的油画肖像。 画中

老人眯起双眼， 紧抿双唇， 神态淡泊

而坚毅。
“这是我弟弟姚元森 2007 年送给

我的画作。他希望不管别人如何评价，
我都能像这位老先生一样，不忘初心，
坚持自我。”姚启明用登山来比喻自己

的职业道路。“也许，有人觉得，在成为

国际汽联认可 的 中 国 赛 道 设 计 师 之

时，我就已经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接下

来只能走下坡路。 但我会去找寻跟珠

峰差不多高度的山峰， 那就是帮助解

决汽车行业里大众的实际需求，比如，
安全驾驶和汽车文化。 ”

入行 15 年， 姚启明设计汽车赛

道， 了解商业模式， 但拒绝做一个商

人。 “科学研究是一份纯粹的技术工

作， 不能夹杂过多的金钱和利益。 一

旦成为商人， 在商业利益和职业认知

发生博弈时， 我只能妥协。 商场如战

场， 有太多身不由己， 不以个人意志

为转移。” 她相信， 自己所坚守的是

职业信仰， 更是社会责任。
“赛道设计， 与生命息息相关，

要不得半点浮夸。” 作为赛道设计师，
姚启明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 一条赛

道最关键的就 是 安 全 性 和 竞 技 性 兼

备， 而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却

很不容易。 “一条赛道的寿命少说也

有几十年。 在这几十年内， 只要出了

任何安全事故， 对赛道运营方与伤亡者

的家庭来说， 都是难以承受的灾难。 别

人看到的都是我光鲜的表 面 ， 但 事 实

上， 我背负着沉重的责任！”
这份责任让她付出常人无法理解的

代价： 生孩子的前一小时还在看图； 刚

从医院回家， 某地体育中心的领导就登

门拜访、 催要方案； 坐月子期间， 因为

用眼过度， 眼睑长了很多囊肿， 手术后

在眼镜片上贴白纸继续工作； 手指切

断了， 第二天还按原计划去欧洲考察新

的运动项目， 全程自己换药； 腰椎脱位

治疗期间， 站着工作了半个月； 针灸治

疗的那些日子， 每天下午胳膊和虎口上

扎着 100 根钢针还在改图纸……姚启明

的 “使命感” 感动和影响着她身边的每

一个人。
在她的朋友圈， 有一个段子叫 “姚

启明和两个保安的组合”。 因为姚启明

经常从正月初二研究院还贴着封条时，
就到单位工作。 对她而言， 没有周末和

节假日 ， 每天工作十四五 个 小 时 。 有

时， 抬起头来， 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凌

晨一两点， 她会索性在办公室的沙发凑

合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工作。 直

到后来， 医生发出了不能熬夜的警告，
姚启明不得不调整作息， 于是， 她改成

每天早上 5 点上班 ， 晚上 10 点 下 班 。
偌大的研究院经常只有她和两个保安。

工作已 深 深 融 入 姚 启 明 每 天 的 生

活。 哪怕没有甲方的电话， 她也会主动

花上几天时间去勘查比赛场地， 观察分

析赛道施工中的问题。 这种缜密入微的

精神， 也许就是她设计赛道至今， 国际

汽联对她设计的赛道线形从未提出任何

修改意见的原因。
目前 ， 全 世 界 有 两 套 赛 道 模 拟 系

统， 一套属于国际汽联， 另一套是姚启

明自己研发的 。 姚启明并 非 赛 车 手 出

身， 凭借的不是主观经验， 而是严谨的

科学计算。 利用自主研发的模拟仿真系

统， 什么性能的赛车在赛道任何一点的

速度、 刹车距离、 碰撞力， 她都能算出

来， 计算数据和实践结果相差无几。 内

蒙古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 在经过安全

模拟后的一年建成， 并迎来了第一场比

赛。 在 GT 世界杯大奖赛上， 法国车手

创造了最快的单圈时间 1 分 29 秒 112，
和姚启明模拟的时间 1 分 26 秒 697 只

差了两秒。
除了速度， 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还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问 题 出 现 。 比

如， 赛车时速 300 公里， 它对赛道的平

整度要求有多高呢？ 就是拿一个 4 米直

尺在赛道上的任何一点去丈量， 最大误

差不能超过正负 0.3 厘米。 “当时， 为

了解决鄂尔多斯赛道的沥青勾缝问题，
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翻阅了上百份资

料， 最后找到了从土基到路面处理在内

的一整套方法。 最关键的是没有增加任

何投资 。 截至目前 ， 赛道 没 有 一 条 裂

缝。” 姚启明自豪地说。

输在起跑线不可怕，
重要的是赢在终点线

时至今日， 姚启明是中国第一位国

际赛道设计师，也是唯一的一位。连国际

汽联的人都会很诧异地问： 一个女生为

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职业？
时针拨回到 15 年前 ，F1 首次登陆

中国，那时，姚启明硕士毕业，刚刚工作，
正盘算着换个专业， 申请去美国攻读博

士学位。 接触到 F1 之后，她非常好奇，
当时国内仅有的 4 条赛道都是外国设计

师设计的。“那我去美国读博士为了什么

呢？ ”本科学习道路工程、硕士研究汽车

碰撞的姚启明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在

中国设计一条赛道呢？ ”
初生牛犊不怕虎， 姚启明当时有个

大胆的梦想， 就是中国的赛道要让中国

人自己来设计。 2004 年，终于有了这么

一个机会，姚启明成为 DTM 国际汽车街

道赛的总设计师，并“偷偷”改变了国际

汽联沿用几十年的防撞墙方案， 用上了

自己的多功能防撞墙技术。 国际汽联官

员感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怎么也

不敢相信 DTM 街道赛的总设计师竟然

是这么年轻的中国女孩。 ”
转眼，2005 年， 吉林长春市要建赛

车场，中汽联决定让姚启明尝试一下，但
是街道赛的积累远远不够， 国际标准赛

道的设计没有太多标准可循。 被委任为

总设计师的姚启明写了一封邮件给国际

上著名的赛道设计公司， 收到的回复却

是：“使用什么样的规范也是我们知识产

权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设计，但是费用很

贵。”回函深深触痛了姚启明的民族自尊

心，她坚信：“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同

样能做到。 ”
受到强烈刺激的姚启明潜能开始爆

发， 她的倔劲儿犯了，“我把自己关在不

到 10 平方米的小屋里”。 3 个月后，姚启

明的赛道方案成功通过国际汽联的安全

模拟测试。在巴黎的会议上，各国专家对

方案一致肯定的同时， 也对中国人在这

一领域取得的突破表示震惊， 并特地派

国 际 汽 联 F1 主 管 查 理·怀 特 （Charlie
White）来上海调研这个中国女孩的研究

成果。 这一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这一领

域的空白， 而且被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

联合会誉为 “中国汽车运动发展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 至此，中国正式具备设计

国际赛车场的资格。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当姚启明设

计出第一条国际赛道时， 她甚至连机动

车驾照都没有。不过，这种“奇迹”发生在

姚启明身上，并不奇怪。 俗话说，三岁看

大，七岁看老。 已为人母的姚启明，常常

把儿子平平的成长和自己的经历联系在

一起。 无论做任何事，只要认定了方向，
他们一定会做到极致。

1978 年 ， 姚启明出生在辽宁营口

市。 她的童年无忧无虑，夏天抓蜻蜓、冬
天玩放炮。从两三岁开始，姚启明就特喜

欢“操心”，家里大事小事都要管；也特别

喜欢“创新”，每天都能玩出新花样。不论

寒暑假， 她总在第一天把所有的假期作

业全部写完，从第二天开始“纯玩”。
暑假，中午趁大人午睡，她悄悄溜出

去，到处抓蜻蜓。 为了捉到漂亮的蜻蜓、
又不伤及翅膀，她从最初用手捉，后来发

明了很多工具， 到了傍晚再把蜻蜓全部

放走。次日，又重新去抓……父亲经常说

她无聊：“你不嫌累啊？天天抓了放，放了

抓？ ”姚启明自己却乐此不疲。
寒假，姚启明像男孩一样玩放炮。虽

是最普通的小鞭炮， 但总能被她玩出各

种新花样。比如，她把许多小鞭炮扎成一

捆，引线连成长串，末尾扣上家中偷拿的

大碗。“轰”地一声，大碗被掀到十几米高

再掉下来，好不热闹……
而在父母眼中， 姚启明是个收放自

如的好孩子，喜欢什么都容易上瘾，但自

制能力很强。
平平跟姚启明一样容易投入。 为了

拼好一个十几岁孩子才能拼完的乐高积

木，3 岁的平平可以不吃饭、 不喝水，认

真完成作品后，才发现他的腿也麻了、口
也干了。

用姚启明的话说， 入戏太深的人，
“进得去， 出不来”， 任何事都不轻言放

弃。 高考前，她生了一场大病，从高三春

节到 5 月份一直在医院治疗。
高考前一天下午， 她煮方便面不小

心烫伤了右手拇指和食指， 当场起了血

泡。 医生告诉她，就算用最好的烫伤药，
手指也要 3 天才能不疼。

“当时， 我就想， 为什么跟我开这

么大的玩笑 ？” 姚启明记忆犹新地说 ，
高考语文， 她只能用右手的三根指头写

完作文。 第二天考数学， 交卷时， 她的

试卷被同考场的考生不小心 扯 成 了 两

半， 只剩一个手掌的位置还连着……想

着数学单科成绩有可能作废， 她还是坚

持考完了全部的科目。 发榜后， 姚启明

没有名落孙山， 但却与理想的大学失之

交臂。
“我常说，输在起跑线不可怕，重要

的是赢在终点线。 ”姚启明强调说。 本科

四年、 硕士三年， 她每天早上 6 点起床

跑步、投篮，7 点开始学习，学到 21 点再

去运动、22 点睡觉，一个月休息半天。
刚参加工作那阵， 姚启明只会最基

本的计算机语言。 为了评估内环线高架

桥， 她买书自学编程， 并开发出一套程

序，在现场给桥梁打分，节约了大量人力

和时间成本。
“同样的道理， 赛道设计之前没人

做，为什么我能做？ ”姚启明说，“在任何

一个环境内，把我推到更高的舞台，我可

以走得更精彩。 ”
源源不 断 的 热 情 和 精 益 求 精 的 执

着， 让她在创新的道路上像一位勇士，
披荆斩棘，步履不停。 攻读博士期间，她
生了两场大病 、生了一个孩子 ，依然完

成了博士论文，并同时完成了多个赛车

场设计。
“她是个用心专一的拼命三郎”———

毕业后，姚启明的导师这样评价她。

每条赛道都是我的孩子，
为汽车文化积淀更多安全研究

在家里， 平平和姚启明有个共同的

毛病，喜欢“操心”。比如说，平平 1 岁多，
就会收快递， 按照不同的功能分派给每

个家庭成员。橄榄油推给外公，礼盒送给

外婆，巧克力送给自己，蛋糕券放在书桌

上给爸妈。姚启明笑着解释说：“喜欢‘操
心’的人有极大的‘附加值’，就是热情、
责任心强、有使命感。 ”

赛道设计中遇到任何问题， 姚启明

都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
“这个世界不是非此即彼， 很多现

实的问题可以有个性化的答案。 我把每

一条赛道都看成自己的孩子 ， 像 一 个

妈妈尽己所能去照顾和养育 ， 这 是 母

爱的天性 。 在我设计的赛道上 ， 我 想

让赛车手能从车身的每一个部 件 去 挑

战汽车工业的极限 ， 完美展示 车 手 的

竞技水平 ， 而这一切又都是以 安 全 为

前提的。” 她说。
2009 年 ，为了当初的梦想 ，为了汽

车运动， 姚启明放弃事业单位安稳的工

作，放下了建设系统所有的光环，来到同

济大学潜心钻研， 创办了姚启明赛车场

设计与安全研究工作室。
辞呈交了半年， 事业单位上级领导

一直让她考虑考虑。临行前夕，领导仍以

“光明的仕途”挽留，但姚启明决定了的

事就不会改变。 她说：“我清楚地知道自

己未来想走的路，不是改变自己的人生，
而是改变一个行业。 ”

2011 年，“女将”姚启明生了一场大

病，疑似肺癌住进医院，高强度的检查抽

干了她的身体，但是她却很乐观，每天在

病床上看与疾病有关的 SCI 文章。 出院

时， 主治医生跟姚启明开玩笑道：“你可

以发表几篇医学文章了。 ”
后续半年 的 治 疗 非 常 痛 苦 ， 药 物

的副作用让她张口说话都像牙 齿 脱 落

般疼痛 ， 每天吃的全是流食 。 即 便 如

此 ， 直到今天 ， 华山医院的医 生 还 以

姚启明的乐观和坚强为例 ， 鼓 励 其 他

患者战胜病魔。
治疗期间， 姚启明不断反思自己的

工作。 “2004-2011 年，中国所有的赛车

场都是我设计的。 2012 年，病好后，有的

赛车场我不一定会设计， 因为我们不能

随便开山、填河。我会尽量说服投资人更

换场地。”姚启明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不是一句空话，赛道建设不能破坏

生态。 自 2013 年开始，所有进研究中心

的测绘图都必须标注明确，有没有耕地、
森林、河流或者公共墓地。

在江西新余市仙女湖景区附近，姚

启明团队设计了一个三级赛道。她坦言，
依照土地的面积， 她完全可以设计二级

赛道。 但提高一个等级势必破坏山体绿

化和植被。
“于是，我努力说服投资方，赛道等

级重要， 生态环境更重要。 等级提升一

级， 意味着一个弯道的缓冲区域可能要

多推出去几十米，削平一个山头了……”
姚启明最终说服了投资方，“能建四星级

酒店的地方为什么要建三星级？ 但我看

中的，是如何平衡功能和生态，最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 ”
这几年， 姚启明的工作重心不再局

限于赛道设计规划， 还要把赛车场设计

领域的科研成果应用于更广泛的交通安

全领域。“赛车引领了汽车技术创新的极

限。 赛车场不仅属于职业车手、 汽车厂

商，也可以属于每位普通车主。”目前，她
正着眼于如何降低普通驾驶人员危险路

况下的恶性事故伤亡概率。
最新数据显示，2016 年， 我国交通

事故造成死亡人数约 6.3 万。 “恶性事故

发生在别人身上， 也许只是茶余饭后的

谈资。但是发生在自己和自己亲人身上，
那是一辈子抹不去的伤痛。”姚启明眼睛

红红地说，在母亲怀她 4 个月时，父亲出

了车祸，险些变成植物人。 光阴如梭，父
亲救回来了， 却再也无法从事他热爱的

光学研究。
早在 2008 年，姚启明就开始研究普

通驾驶员的安全驾驶课题。 2014 年，在

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的支持下，研究中心

与中汽联、 同济大学共同发起了安全驾

驶教育体验平台， 并逐步应用于新建汽

车公园的规划中。
欧美国家拥有上百年的汽车文化，

但在中国， 作为汽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赛道安全和安全驾驶等相关研究甚

少。 最近两年， 姚启明牺牲了很多休息

时间 ， 去研究赛道安全 ， 推广 汽 车 文

化， 出版汽车运动的科普读物， 为自驾

营地、 特色小镇、 雕塑公园的建设提供

指导。 她希望， 将赛道上的安全驾驶技

术 支 持 ， 逐 步 运 用 到 普 通 家 庭 中 去 。
“过去 20 年， 对我而言， 汽车就是交通

工具； 在我设计赛道以后， 汽车对车手

而言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未来 20
年， 如何将汽车从身体的组成部分上升

为精神层面， 这是我在汽车运动领域从

业的价值。” 姚启明说。
浙江金华市的汽车雕塑公园是姚元

森带领团队完成的，姚启明用了 12 年将

中国美院毕业的弟弟拉上 “汽车运动与

安全研究”的轨道。 打造 “SURREAL”汽
车文化品牌， 无偿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创

新创业平台———姚启明希望通过创作有

生命的汽车主题系列雕塑作品和公共艺

术空间文化作品， 让汽车文化变得触手

可及。
F1 赛场上，今年 4 岁的平平和舅舅

在看台上看得很兴奋。在家里，平平有近

50 套汽车主题的乐高玩具，他会按照自

己心里的“说明书”，自由组装出几十辆

个性的赛车。
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学校会

组 织 小 学 生 集 体 去 参 观 F1 之 类 的 赛

事 。 姚启明说 ： “汽车文化需 从 小 培

养， 平平尚不识字， 就知道赛车上的每

一个零部件。 相信， 未来还有很多个像

平平一样的孩子， 他们会是被汽车文化

滋养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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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启明 （中） 赛车场设计与安全研究中心团队部分创作人员。 2015 年，姚启明在中国大学生汽车教育体验基地现场指导。2017 年，姚启明（左一）受邀观看法国勒芒 24 小时耐力赛，与亚军中国赛车合影。

姚启明在玻璃板上创作赛道。 （均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