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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建 庭 ，重

庆交通大学副校
长、博士生导师，
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基 金 获 得 者 、
世界交通运输大
会学部委员会副
主 席 ，首 批 重 庆
英 才·优 秀 科 学
家 ，首 届 重 庆 市
自然科学基金创
新研究群体科学
基 金 项 目 负 责
人。主要从事桥
梁状态感知与监
测、评估、性能提
升 方 向 研 究 ，研
究成果应用于国
内 15 个 省 市 的
2000 多 座 桥 梁 ，
产生了显著的社
会、经济、环保效
益 ，获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奖 二 等 奖 3
项 、省 部 级 科 学
技 术 奖 一 等 奖 7
项。

做桥梁的“医

者”，助推我国实

现从“桥梁大国”

到“桥梁强国”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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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亦筑

有人说周建庭“年轻”，他曾是重庆交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评

上博导时还不到35岁；有人说周建庭“老道”，他是国内知名的危桥整治专家，

过去24年来带领团队先后研发了10余种桥梁检测、诊断和加固创新理论和技

术，出版学术专著9部，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56项，拿下了3个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今年3月，依托重庆交通大学建设的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获得科技部与重庆市政府联合批准建设运行。这是重庆交通大学获批的首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全国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领域唯一一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由周建庭担任实验室主任。

周建庭喜欢自称为“桥梁医生”，专治桥梁的各种“疑难杂症”。“从医”多年，

如今在全国15个省市，2000多座桥梁经他“妙手回春”。重庆的鹅公岩轨道专

用桥、马桑溪长江大桥、蔡家嘉陵江轨道桥等，也在其中。

记者手记

周建庭：桥梁的“医者”

一则消息让他探索为桥梁
“治病”，初出茅庐就令人刮目相看

周建庭是浙江金华人，1989年，16
岁的他离开家乡来到重庆交通大学求
学，一扎根重庆就逾30年。

读书时，他常被看作是个“书呆子”，
每天都抱着数学、力学等专业书籍看，成
天泡图书馆，很晚才回宿舍。不过，那段

“啃书”的时光，为他今后的学习工作打
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1993年，一则偶然听到的消息引起
了周建庭的注意：在我国众多的桥梁中，
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存在结构性缺陷或不
同程度的功能失效隐患，需要定期进行
人工检测。每座桥梁的检测需耗资数万
元乃至数百万元。

出于对专业信息的敏感和对技术的
求知欲，他决定开始桥梁安全评价技术
的探索。

那时，桥梁安全评价技术在国内刚
起步。周建庭每天的精力不是花在去图
书馆查阅资料，就是花在工地测试数据
上。

在导师的指导下，1996年，年仅24
岁的他在国内首次提出并构建了“截面
转换加固T型梁桥理论和技术体系”，很
多人开始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刮目
相看。也正是这一年，硕士毕业的他留
在了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担任
一名助教。

随着新建桥梁的不断增加，现有旧
危桥的数量和比例逐渐扩大。如何对旧
桥危桥进行科学利用，变废为宝，救桥于
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像人生病了会找医生看病治疗
一样，桥梁也会‘生病’，我们的目的就是
及时、有效地找到桥梁的病症，并开出对
应的‘处方’，延长桥梁的服役寿命，避免
桥梁的突然失效和垮塌。”周建庭说。

周建庭在研究中发现，重庆阴雨天
气多，特别是三峡成库过程中水位变化
对库岸乃至桥梁基础的侵蚀，给重庆的
桥梁安全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为此，2000年，他在国内首次完成
了三峡库区变动水位区部分淹没桥梁的
主拱圈块石水蚀试验和桥基水蚀试验，
用于指导三峡库区县乡公路数千座桥梁
的安全性评价工作，为确保库区桥梁的
安全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让桥梁“生病”了“会说
话”，更好地“对症下药”

2001年，周建庭开始在重庆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
廉。

在为桥梁“开处方”的过程中，他越

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对症下药”的重要
性：要使桥梁病害“处方”开得更加科学，
应当先获取桥梁客观的运行状态。于
是，在导师黄尚廉院士的指导下，他开始
从桥梁状态传感采集系统、信息传输系
统、诊断评价系统和管养决策系统着手，
开展桥梁健康监测与评价研究。

2002年，周建庭负责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大型桥梁安全远程实时监测成套
技术开发研究”的安全评价核心研究工
作。他将“基于可靠性理论的桥梁监测
系统的安全评价技术”成功运用于桥梁
安全远程智能集群监测系统，建立了国
内首个桥梁远程集群监测评价系统，实
现了地域分散且桥型不同的三座大型桥
梁的集群安全监测与评价。

桥梁远程集群监测评价系统可以对
桥梁的健康状况进行整体把控，让桥梁

“会说话”，一旦出现安全隐患就及时报
警。2005年，经专家组鉴定，该成果已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03年，周建庭在国内外首次提出
“钢筋混凝土套箍封闭主拱圈加固拱桥
技术”，并构建了相应的加固理论和技术
体系，相关成果在很多桥梁上得到应用。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是革命老区，
当地有一座主跨70米的悬链线空腹式
石拱桥——秧田沟大桥。2005年时，这
座桥的主拱轴线严重变形，变形量之大
属全国之最，专业的桥梁检测机构鉴定
之后，建议拆除重建。

这却把平昌县政府难倒了：如果重
建，不仅会影响当地的公路工程改建进
度，中断交通，还会造成600万元的经济
损失。

拆还是不拆？正在当地政府一筹莫
展时，周建庭主动请缨，带领重庆交通大
学课题组承担了秧田沟大桥的整治工
程。经过精密分析和反复论证，周建庭
团队提出了5项综合加固整治技术用于
加固整治。

经过半年艰苦的加固施工，秧田沟大
桥于2006年4月竣工通车。经检测，加
固后的秧田沟大桥完全能满足荷载营运
要求，且许多承载力指标优于新建桥梁。

此后，周建庭还为平昌县成功加固
了5座危桥，节约上千万元资金。

2011年，他作为第一完成人的研究
成果“山区拱桥建设与维护新技术研发
及应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
也是我国在拱桥维修加固领域的第一个
国家科技进步奖。

从“外科”到“内科”，利用
无损化检测治疗桥梁“隐形病”

2012年，周建庭发现，桥梁的隐蔽
病害是桥梁管养的痛点和难点。

隐蔽病害如内部钢筋锈蚀、拉吊索

腐蚀断丝、钢筋应力破坏、钢结构疲劳损
伤等，出现在桥梁内部，不易被察觉和诊
断，容易造成突发性破坏，可谓桥梁安全
事故发生的“第一杀手”。为此，他开始
从“外科”到“内科”，着手桥梁内在病害
的检测诊断研究。

以前检测桥梁是否有内在病害，大
多通过打洞、开孔等有损的方式进行检
测。比如，要确定拉索桥的拉索是否腐
蚀断丝，需要打开外包的PE护套才能检
测。而打开后拉索无论是否腐蚀，都必
须全部更换，这样的方式费时、费力、费
钱。

通过引进电子、计算机、机械、数学、
物理等其他学科人才，开展多学科交叉
理论和试验研究，周建庭团队首创了基
于自发磁场变异特性的无损量化检测与
识别技术，研制出桥梁内部钢筋锈蚀检
测装置，率先攻克了桥梁结构内部钢筋
锈蚀无损检测技术难题。

“这就相当于医生用CT等方式给病
人做检查一样。”他说。

之后，他又提出了拉吊索腐蚀断丝
的无损量化检测诊断方法，自主研制了
拉吊索腐蚀断丝无损量化检测装置，可
以立体化检测诊断拉吊索腐蚀断丝的状
况。

这也是国内首个免励磁拉吊索腐蚀
断丝无损量化检测装置，与传统励磁检
测方法相比，该技术装置质量减小近
80%，检测速度提高2倍，检测综合成本
降低了50%以上。

桥梁工程与其他学科的有机结合，
带来了不一样的科学效果。

重庆马桑溪长江大桥是特大型桥
梁，为三跨双塔双索面漂浮体系斜拉桥，
是重庆外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按照传统方式检测桥梁，就需要中
断交通。

周建庭团队采取无损量化检测与识
别技术，以及桥梁索塔裂缝自动巡检与精
准感知量测技术与装置等一系列国际领
先的新技术成果，用爬行机器人带着磁记
忆扫描装置对桥梁进行无损检测，1分钟
就爬行10米，准确率达到85%以上。

基于在桥梁内在病害上的研究成
果，周建庭作为第一完成人的“公路桥梁
检测新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成果获得
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实现
了我国在桥梁内在病害精准、量化、无损
检测的技术引领，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这些成果，已在11个省市的36
座大跨桥梁、1359座中小跨径桥梁上得
到成功应用。

留出时间和学生交流，学术
团队也有“烟火气”

在周建庭看来，所有的成就，都离不

开每位团队成员的努力。他们就像一个
大家庭，所以，团队也给自己取了个亲切
的名字叫“JT Family”。

在周建庭的带领下，这支有活力、有
战斗力的团队也在日趋庞大。

2007年，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杨先
一教授受聘为重庆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并加盟周建庭的团队。2012年，中国
工程院院士杜彦良加盟团队，担任山区
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
基地首席科学家。此外，还有重庆交通
大学其他学科的优秀教授、研究生陆续
加入。

大家眼中的周建庭，是个工作狂人，
每天要处理很多事务，而且精力旺盛，

“续航时间”很长。
张洪博士是周建庭团队中的“老

人”了，他是周建庭的博士研究生，毕业
后就留在了重庆交通大学任教。他眼
中的周老师，即使晚上加班再晚，第二
天早上7点半都会到办公室，开始新一
天的工作。

周建庭的博士研究生王宗山，也有
同样的感受：从没见过周老师有过周末
和节假日，在办公室、实验室、全国各个
桥梁专题会议，经常都能看得到他的身
影。

虽然工作忙碌，但周建庭总会留出
时间给团队。坚持每两周开一次团队研
讨会，是雷打不动的事情。

会上，团队成员讨论各个研究方
向的进展、项目试验情况等，气氛很热
烈，经常晚上七八点开会，到 11 点都
还没结束。即便有些倦意，周建庭仍
然会聚精会神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
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并给出具体的
建议。

巨大的工作压力下，周建庭也有自
己的解压方式。每周踢一场足球赛，就
是其中之一。他还经常组织一些团队活
动，比如爬山等，让大家在紧张的学习工
作之余得到放松，让一个学术团队充满
了浓浓的“烟火气”。

如今，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获批建设运行，让周建庭的团
队有了更强大的底气。近5年建设投入
资金超过2亿元，建成超过2万平方米的
试验场地，并打造可模拟各种复杂山区
环境的“环境箱”、特大跨拱桥建设运维
综合试验平台、山区主动式控制风洞试
验平台、隧道及地下结构三维模型试验
系统4大“秘密武器”，让实验室的科研
实力极大提升。

周建庭的心中，装着更大的未来：
组建强有力的团队，结合多种学科，攻
关桥梁状态感知与监测、评估、性能提
升方向的科学技术难题，助推我国实
现从“桥梁大国”到“桥梁强国”的转
变。

科研工作者要到
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发挥所长

□张亦筑

我国的桥梁总数已超过
100万座，数量仍在上升，是
名副其实的“桥梁大国”。但
是，随着新建桥梁的不断增
加，现有旧危桥的数量和比
例也在逐渐扩大。

桥梁的突然垮塌会带来
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如何
对旧桥危桥进行科学利用，
救桥于危，变废为宝，是至关
重要的问题。

从东部沿海地区来到
“桥都”重庆扎根愈 30 年，
周 建 庭 的 理 由 简 单 却 有
力：科研工作者应该结合
自己的特长，到国家最需
要的地方去！西南山区有
大量的危旧桥，正是他发
挥所长的地方。

为此，他从毕业留校担
任一名普通的助教，到成为
最年轻的教授，再成为学科
带头人，一路走来很辛苦，也
很坚定。

不仅是他个人出类拔
萃，他还培养出一支精干
的高层次、年轻化研究团
队，以“实事求是、严谨求
实、艰苦奋斗、造福社会”
为理念，以“持续努力推动
我国桥梁安全监测、评价
技术走向国际前沿”为目
标，不断探索，攻破一个又
一个技术难题。

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去，是科研工作者最美的模
样。如今，他培养出的学
生，很多都奔赴各地，和他
们的导师周建庭一样，去实
践，去拼搏，去实现为公路
行业奋斗终身的沉甸甸的
理想。

桥梁安全监测评价系统应用于世界上最大跨度自锚式轨道悬索桥——鹅公岩轨道专用桥。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周建庭检查斜拉桥。

周建庭指导研究生。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