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破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节奏。由于高等教育行业的特殊性，

在防疫期间，多数十一届大赛的参赛学生只能待在家里，导致组员之间的互相联系、与指导教师的沟

通交流均变得不便，尤其是其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沈阳工业大学的参赛学子彷徨过、犹豫过、

沮丧过，但他们勠力同心，共克时艰，通过各种形式终于完成了 12 组参赛作品的提交。守得云开见

月明，直挂云帆济舱海。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通过参加铸造工艺设计大赛，更显一份英雄本色。下面

继续分享该校部分学生的参赛心得体会。 

守得云开见月明，直挂云帆济舱海（二） 

——沈阳工业大学参赛学生朱威豪同学参赛体会 

我叫朱威豪，沈阳工业大学材料成形专业的一名普通学生。但在 2020 年，我做了一件极不平凡

的大事，就是参加了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 

我所在的团队有四名同学，大家分工明确。其中一位曾经参加过铸造大赛的大四周学姐，在比赛

前期带领我们组逐渐步入正轨，并指导我们如何做比赛。队长胡同学负责 CAD 图的绘制和说明书的

编写；张同学负责 UG 图的绘制；我则负责 ProCAST 模拟。我们相互配合，最终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了整个比赛方案。 

在比赛过程中主要用到了三个软件，刚开始的我们都只是简单了解，并不能熟练使用。所以我们

不得不边学习软件，边做比赛。2019 年底，校内选拔赛恰逢期末考试，二者都不容许我们有一点松

懈，捉襟见肘之时，我们不得不熬夜甚至通宵。但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考试成绩优秀并通过

了校内选拔赛。这种努力过后收获回报的感觉，无疑是十分幸福的。 

身为一名材料学院成控专业的学生，参加铸造大赛是我们所学的理论知识最接近实际应用的一次

（也许跟实际应用还有段距离，但至少对我们来讲已经是远比课堂学习来得真实)。通过 UG 图和

ProCAST 模拟，我们了解到了浇注过程中铸件缺陷产生的原因，看到了冷铁和冒口的应用是如何实现

铸件的顺序凝固并将缺陷消除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对标准的理解。浇注系统的设计、冒口的设

计要按照铸造手册的标准；CAD 图的绘制要按照制图标准；红蓝工艺图的绘制要按照铸造工艺符号表

示标准；而最终要进行铸件生产时，依据的标准就是我们的工艺卡和图纸，环环相扣。 

 

朱威豪同学坚持初心、居家抗疫不停赛 



我们的指导老师是向青春教授，在整个备赛过程中，向老师对我们的指导可以说是“吹毛求疵”。

大大小小的会议已经不计其数，时长都达数小时，身为听众的我都感觉到筋疲力尽了，但向老师依然

是精神抖擞，不断向我们灌输知识，这种工作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向老师的指导很有针对

性，每次都能直指问题之所在，并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解决问题，循序渐进。在比赛的后半段，向老

师就放开双手，只是点出问题，让我们发挥自己的学识和创造力去解决问题。这种传道授业的方式，

对于学生的能力培养至关重要，我们也很庆幸能在向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比赛。 

铸造大赛真的让我和伙伴们成长了许多，如果课堂学习是一种知识的输入，那大赛就是一个很好

的知识输出的机会，而在比赛中老师的指导和资料的查找则又是一个知识输入的机会，因此这样的学

习方式更加富有成效。参加比赛也是我们自我审视的一个机会，能够看到自己方方面面的不足之处，

受益匪浅。通过这次比赛，我还有点心得，总结起来就是“大道至简、不忘初心”。大道至简是说，

其实一个优秀的铸造工艺方案应该越简单越好，这样便于实施和操作。比如当初我们参赛时，为了给

铸件消除缺陷，加了很多的冷铁总是不能完全消去，反而有新的缺陷出现，越做越复杂。但冷静一想，

我们的目的是消除铸造缺陷，而不是加冷铁，于是我们就把铸件重新进行裸模拟，从头开始思考，结

果我们很快就发现一个完全没有缺陷的方案，而这就是不忘初心。所以要牢记自己的目的，并不断地

反思，这样才能更快地解决问题。 

很荣幸，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中，我们组荣获了一等奖，得到了专家及其他

院校的肯定。我将带着这份荣誉与肯定继续在铸造的道路上前进下去！ 

 

 

 

作者：朱威豪，沈阳工业大学 2017 级本科生，“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参赛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