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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模型车，能根据程序指令，自动前行、拐
弯、躲避障碍物，甚至还能捡东西……请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观看现场视频。

高中生能利用无人驾驶技
术做出什么创意产品？来到沧州
市第一中学，你就会大吃一惊。

沧州市第一中学的 30多名
师生根据无人驾驶汽车工作原
理，在实验室中制作了 3种无人
驾驶模型车。它们“块头”不大，

“智商”很高，可以根据程序指令
自动前进、转向、变道，甚至还能
躲避障碍物、识别人脸、分拣物
品……

30余名学生做出
3种无人驾驶模型车

“同学们，咱沧州前几年就
有自动驾驶汽车了。你们想制
作无人驾驶模型车吗”“咱们能
做出来吗”“不试试，怎么知道
能不能”……今年 1月的一天，
沧州市第一中学老师张振凯，
向创新技术社团的学生们说了
一个想法，得到了学生们的热
烈响应。

近些年来，张振凯带领学生
们制作机器人、航模，进行3D设
计和建筑模型设计，在国内外科
技比赛中频频摘奖。制作汽车机
器人、模拟无人驾驶，对他们来
说，不是从零开始，但也是个新
挑战。

说干就干！张振凯率领 30
余名学生组成创作团队，利用每
天 12 时 30 分至 14 时的午休时
间，不断学习、探讨。学校也为这
个社团准备了各种材料。

张振凯介绍，无人驾驶汽车
一般是利用传感器来感知周围
环境，并根据获得的道路情况、
车辆位置等信息，控制转向和速
度，从而实现安全行驶。

历时约 5个月，他们设计制
作了光电循迹、循迹卡循迹和图
像识别这 3种无人驾驶模拟系
统。与之对应的3种18辆无人驾
驶模型车也已制作完成。

几百个参数
每个都要反复实验

6月15日，在沧州市第一中
学实验室的一处路线图前，高一
30班学生孙茂盛完成最后调试
后，让循迹卡循迹无人驾驶模型
车上了跑道。

模型车流畅地直行、拐弯、
捡拾色块，辨别颜色后将其放入
与之一致的槽中。之后，它又推
开路障，继续行进……模型车每
完成一个有难度的动作，围观的
学生们的脸上都会浮现出自豪
的笑容。

孙茂盛说，制作这个模型
车，张振凯老师先进行基础编
程，同学们再编写子程序，对模
型车进行精密操控。

模型车跑完整个跑道需要
80 多秒，孙茂盛和同学要为这
80多秒的动作编写 100多个子
程序，每个子程序又要精确设置
左右发动机的选择、发动机每秒
所转圈数等代码参数。

一个模型车，总共要设置几

百个代码参数。每个代码参数都
要经过计算和反复实验，才能达
到最理想的效果。

改动一个参数，可能还会影
响模型车下一步的操作，有时为
了校准一个关键参数，学生们要
忙好几个中午。

孙茂盛的同班同学提灿半
年前还是个“编程小白”，看代码
像读天书。现在，她可以熟练地

写代码，扫一眼程序代码就知道
模型车的操作细节。

这个坡怎么过？那个弯怎么
拐？障碍物怎么推？色块被拨片卡
住了怎么办？解决这些问题时，
提灿会把自己想象成机器人。模
型车出现了失误，她的心情就像
自己考试没考好。模型车顺利完
成任务，她能乐得蹦起来。

提灿说，大家做的 3种无人

驾驶模型车，主要由传感系统、
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组成，三
者类似于人的眼睛、大脑和四
肢。3 种模型车制作步骤相近，
主要包括结构设计、车体制作、
组装调试、程序编写测试、场地
实测等。

“经过反复调试，无人驾驶
模型车会越来越智能，越来越

‘听话’，这个过程让人着迷。”

提灿说。

3D打印技术
助力造“车”

制作无人驾驶模型车，不仅
软件要反复实验，硬件也需“千
锤百炼”。

高一 32 班学生王健宇说，
制作循迹卡循迹无人驾驶模型
车的机械臂时，大家着实费了一
番心思。模型车的机械臂要捡
拾、投放木质色块，稍有不慎，机
械臂就抓不起色块，或将其甩到
一边。

挖掘机挖斗形、爪形、钳子
形……学生们发挥想象，不断实
验，最终制作出了簸箕形的金属
机械臂。这种机械臂连铲带扫，
可以轻松完成任务。

在打磨硬件的过程中，学生
们发现图像识别无人驾驶模型
车的支撑架效果不太理想。这个
支撑架需要为控制系统和传感
器提供充足的空间，要方便调整
摄像头角度，要坚固抗压，最好
还能用手拎……

“ 学 校 不 是 有 3D 打 印 机
吗？”张振凯给了一个提示。学生
们在他的指导下，用电脑软件设
计了支撑架，并用 3D打印机打
印出来，安装到模型车上。新支
撑架满足多种车体需要，材质环
保，还结实耐用。

历经多次失败
也不放弃

张振凯说，为了激发学生的
主动性、创造性，他在组队研发
无人驾驶模型车的过程中引入
了淘汰机制。两人或多人一组，
每组拿出作品进行比拼，综合评
价不合格的小组会被淘汰。

高一 29 班的学生刘洪莹，
在5个月内经历了3次这样的淘
汰。但她忍住眼泪，不言放弃，最
终拿出了过硬的作品。

刘洪莹研发的是光电循迹
无人驾驶模型车。这种模型车需
要在画有黑线的白色图纸上行
进，当时她卡在了模型车过虚线
的路段上。一开始，她的模型车
过虚线时，走完一小段黑线就找
不到路了。她反复调整参数后，
模型车依然状况频发，不是停住
了，就是来回“摇头”寻找黑线。

刘洪莹跳出原有思路，合理
调整速度，让模型车加速通过虚
线，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

近日，在市科协、市科技局的
大力支持下，这些师生来到沧州
云图科技有限公司，试乘自动驾
驶汽车，学习后台控制编码。学生
们还结合无人驾驶模型车的研发
情况，向专业技术人员请教了很
多问题。

经过学习，他们学到了很多
知识，也开拓了思路。现在，他们
制作的图像识别无人驾驶模型
车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 25
千米，是原来的5倍。

沧州市第一中学30多名师生历时5个月——

实验室里打造18辆“无人驾驶汽车”
本报记者 代苗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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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合作

现有一、二层商业用房数间，面积约400-2000平米，分别
位于沧州市金龙广场（新华东路）、黄骅港金龙广场（贝壳湖畔），
寻求招商合作。电话：武女士15530756860 崔女士1367317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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