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子豪原本学的是智能制造专业，因
为对汽车无法割舍的热爱，在大二那年，
他决定转入汽车学院并加入同济电车
队。同济电车队成立于2013年，主要由本
科生组成，每年都会自主设计并制造一辆
赛车，并以DRe加上当年的年份命名。“车
队创下过很多的‘第一’——国内第一支
双电机车队、第一支四电机车队、第一支
自制电池箱以及电池管理系统的车队、第
一支拥有完整动态控制算法的四驱车队、
第一支自制整车控制器的车队等。”黄子
豪自豪地介绍道。

“第一次坐进座舱里，握着亲手铺的碳
纤维方向盘，背靠3D扫描建模铺出的碳座
椅，极低的坐姿是全新而难忘的体验……”
黄子豪至今回忆起来依旧心潮澎湃，“我们
的电动方程式赛车在性能上远超几乎所有
市售车辆，也比二冲程卡丁车更强。”从此，
他就瞄准了自己的下一个奋斗目标：成为
一名赛车手，在全国乃至国际的大学生方
程式汽车大赛中跑出“嘉”速度。

众所周知，方程式赛车是没有助力
的，尤其是耐久赛，非常考验赛车手的专
注力和体能。为了适应赛车对颈部、手臂
及腿部力量的极高要求，黄子豪作为车手
组组长，定期带领队员们进行有氧与无氧
体能训练。“由于方程式赛车仅重200千
克，且车本身的减重需要花费大量设计与
制造成本，所以往往也要求车手减重来获
得更大推重比。”黄子豪补充道，“有一个
队员曾和我开玩笑说，要我赛前减重到
70公斤，否则削发减重。”

周末的时间，黄子豪几乎都泡在由集
装箱改造而来的车队工作室里苦练模拟
器，虽然有时候练到浑身湿透，甚至有些虚
脱，但那种刷出更快圈速的满足感，在他看
来，是其他任何活动都无法替代的。

虽然同济电车队曾取得辉煌的成
绩，但在造车的过程中，意外才是常态。
与技术创新相对应的，是数不清的方案
改进甚至推倒重来。为了赶工期、打比
赛，车队的日程被排得满满当当，队员在
寒暑假里都很少回家——寒假开始设
计，暑假用来试车。黄子豪“吐槽”，自己
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兴致勃勃地穿上车
手服准备上车，但因为各种意外停滞，甚
至因为电机试转失败而没有落地上车。
但正是种种的不确定，培养了他和小伙伴
们解决问题的心态和能力，更加坚定地向
前奔跑。在去年10月进行的中国大学生
电动方程式大赛上，同济电车队获得了设
计报告第三名，而他个人则获得了“老司
机奖”，以68.707秒的成绩获得耐力赛最
快单圈。

至今，黄子豪依旧清晰地记得自己
第一次踏入上海国际赛车场时候的情
形：“说起来有一些戏剧性，我是被同学
拉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迎新跑。作为一
个赛车迷，我不是用轮胎去感受赛道，而
是用双脚去丈量围场，心里还是有些五
味杂陈的。当时，我就对自己说，今后一
定会以赛车人的身份重新回到这里。”

半年后，2023赛季CTCC中国汽车场
地职业联赛超级杯——TCR中国系列赛
第四站比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打响，受
益于在车队所学的知识，黄子豪获得了
一个担任车检裁判的宝贵机会，由此进
入了梦寐以求的围场，开启了他的新赛
道——从车手圈迈入裁判圈。

“之后，我又以车检裁判的身份参加
了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其他赛车比
赛，进一步积累了相关的经验，利用课余
时间学校赛场两边跑。我非常珍惜这样
的机会，作为在嘉定的学生，真的是太幸
运了。”黄子豪回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
备的人，很快，在裁判圈里，一条让他期
盼已久的招募信息跳了出来——2024年
F1中国大奖赛招募车检裁判！

“面对这样的绝佳机会，圈里的许多
资深老法师都报名了，我这样初出茅庐
的毛头小子能行吗？在等待结果的3个
月里，我一直很忐忑，当被告知参与培训
的时候，那种狂喜不亚于当年拿到大学
录取通知书！”兴奋过后，是紧张的培训
和认真的准备。黄子豪坦言，虽然自己
之前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F1的技术标
准完全不一样，犹如为他打开了一扇新
世界的大门——在Parc Fermé（车辆封
闭）期间，车队允许对车辆进行的操作，

包括循环冷却系统、液压系统、车身空套
系统等的调整……这些都是在观看F1
时难以了解的知识。而随着赛车技术的
不断进步和赛事规则的更新，裁判需要
及时掌握这些变化，以便在赛场上做出
准确的判断。从新的赛车性能参数到赛
事规则的调整，从赛道布局的优化到安
全措施的升级，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
比赛的走向。作为一名新手，黄子豪只
有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在赛场上
更好地履行职责做好准备。

为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黄子豪和
其他志愿者们每天清晨5点就要起床，6
点到达赛车场后有序上岗，在进行一系
列领取装备、通讯测试和赛事总监赛道
检查后，正式进入比赛执裁环节。每日
赛事结束撤岗回去后，还要进行当日总
结，确保赛事顺利进行。“这种状态很特
别，虽然我的身体是累的，但是脑子却异
常兴奋，我想这就是热爱的力量吧！”

今天，同济大学汽车学
院大五学生黄子豪即将第
二次踏上自己的F1中国大
奖赛之旅。5年前，这个戴
着一副黑框眼镜，充满书卷
气的温州男生来到上海追
逐自己的梦想，从同济电车
队赛车手到F1车检裁判，
开启一路飞驰人生。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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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门踩到底”开启飞驰人生
黄子豪：从同济赛车手到F1车检裁判

这次的经历也让黄子豪对赛车有了
新的理解：赛车手往往是赛车比赛的焦
点，但在电视转播镜头看不见的地方，许
许多多的工作人员都在默默付出，所以赛
车终究体现的是团队的力量。

说到这里，他和记者分享了一个细节：
“赛车被推回车队维修区后，除了车队技师
们上前检查车辆状态外，我还看到车队经
理也单膝跪在地上，拿起身边的抹布擦车，
贴好碳板缝隙处被风吹起的胶布。我想对
于他们来说，这早已经不是一份工作，而是
对赛车最纯粹的热爱，这一跪，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我也将继续燃烧这份热爱。”

在P房，黄子豪犹如海绵一样吸收着
所有接触到的关于F1的信息，在结束了
第一次的 F1 之旅回到学校后也顾不上
好好休息，立刻与队员们分享起了顶尖
赛车可供学习的技术。原来这两年，电
车队一直在如何优化空气动力学套件上
下功夫，而他所执裁的梅赛德斯奔驰车
队的赛车在这个领域非常优秀。“我们从
中总结到的一些做法，也融入了现在正
在打造中的DRe25中，期待在今年的中国
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有更加稳定、更迅
捷的表现吧！”

黄子豪表示，今年F1期间车检裁判的
招募数比去年少了不少，而自己可以再次
入选，非常荣幸，正在对去年工作时候的
一些薄弱点查缺补漏。“目前，我已经卸任
同济电车队车手组组长一职，不过与此同
时，我也在抓紧组建一支无人驾驶方程式
车队。接下来，我的研究生方向是自动驾
驶与车辆控制，虽然严格来说两者并不是
一个领域，但是我还是想在赛车的围场，
继续驭电逐光，实现换道超车！”

从赛车到无人驾驶

去实现换道超车

从赛车手到车检裁判

努力开辟新赛道

从“小白”到“老司机”

飞扬青春的激情

从同济电车队赛车手到F1车检裁判，黄子豪开启一路飞驰人生。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