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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绪红，中国工程院
院士、日本工程院外籍院
士、英国皇家结构工程师
学 会 会 士 、重 庆 大 学 教
授。长期致力于结构工
程、桥梁工程学科钢结构
和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30 年潜心研究，主持
完成国家“十五”科技攻
关重大项目与“十一五”
科技支撑重点项目等研
究与开发项目50余项。

他带领团队在钢结
构和钢-混凝土混合结
构等新型结构领域进行
体系研发、理论研究和工
程应用，推动我国高层建
筑和大跨桥梁结构的发
展，推动房屋建筑的装配
化与绿色化发展，是我国
在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之一。

“科研很多时候是做

无用功。但所有的功夫都

不是白费，每一步都不会

白走。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地走，总会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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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星婷

12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一行从沙北街一条小路蜿蜒而下，来到嘉陵江边重庆

水厂附近的一块空地，这里正在建造一座独特的建筑。

所谓独特，是因为这幢建筑用厚仅1.2至1.8毫米的冷弯（一种可在常温下对钢

板进行随意弯折的技术）薄壁纯钢板制造。

周绪红带着记者走进工人正在施工的房间。墙体、楼盖、楼梯和房顶，都是用冷

弯薄壁纯钢板制造的，很轻。周绪红介绍，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不一样，这幢冷

弯薄壁型钢结构房屋可以像搭积木那样装配式修建。

裸露的墙体夹层中，记者看见灰色、砖头厚的保温隔热材料附在钢龙骨的两侧。

“冬天保暖、夏天隔热；重庆潮湿，还可以防止水雾进来。”周绪红环顾房间说，“你看，

因为临街，房屋采用了被动式窗户，可以降噪隔音。”更重要的是，这幢房屋是利用经

历了8度罕遇双向地震振动台试验的足尺模型重建起来的。建好后，这里将是团队

科普展示、交流、办公的场所。

从传统的钢筋水泥建筑，到绿色、智能的装配式建筑，30余年来，周绪红带领团队

深耕土木工程领域，开辟一个个创新理论和体系，推动行业科技进步。

记者手记

智能建筑是未来发展方向周绪红:

年少时，给中科院原子能
研究所写信

朴素的青石建筑，老式的木地板，
周绪红的办公室位于重庆大学B区建工
馆。

12月23日，一进门，记者就看见一
个未来智能建筑的模型：可用太阳能充
电的停车场；用风力系统发电和循环系
统收集雨水……这是周绪红致力于研究
也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绿色、未来建筑。

长方形的办公桌旁，有一个小圆
桌，旁边放着几把藤椅。“我们常常围坐
在这里一起讨论。”周绪红的团队成员、
刘界鹏教授告诉记者。

“我跟大家讨论时学到很多东西，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感兴
趣的领域。”对此，周绪红颇有感触，“比
如，对未来智能化建筑的发展，我很谨
慎，但团队的年轻人很有激情，就一直
推动着我做这个事。”

让机器人去拧螺丝、造房子，这是
不是很有趣，也很智能？

但周绪红最初学习土木工程的时
候，建筑可没那么“好玩”。

周绪红1956年出生于湖南一个书
香家庭，由于时代原因，初中便辍学
了。17岁开始在农场工作了近5年的
时间。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周绪红
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破旧不堪的《十万个
为什么》。

从书中，周绪红汲取了大量的科学
知识，他甚至曾给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
写信，“畅谈”自己对原子能应用的看
法。不久后，他竟然收到印有“中国科
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信笺的回信，有行
业专家对他的问题作了耐心解释。

这令周绪红备受鼓舞。从此，一颗
追求科学的种子便深深埋在了年少的
周绪红心里。

1977年，周绪红从收音机听到了恢
复高考的消息。那时，周绪红已经是一
名农场二级工，每月有30多元的工资收
入，但他觉得考上大学多学知识，成为
一名科学家可为国家多作贡献。

当时，离高考只有1个多月时间，周
绪红已近5年没有摸过书本。但以前读
书时保留的课本以及手抄读书笔记，成
为他的“法宝”。他不分日夜地复习这
些资料，最终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
大学生，进入湖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
习。

30年前，提出建可拆卸
的绿色智能房子

周绪红给记者看他的讲座PPT，里
面有他大学时的笔记。

泛黄的书本、笔记，几乎每一个本
子的扉页上，都写着叶剑英元帅一首名
为《攻关》的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
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这首诗是周绪红大学时代的座右
铭。在周绪红的记忆里，班里学习氛围
浓厚，宿舍有每晚熄灯后辩论的习惯，
这使周绪红养成了质疑和批判的思维
模式——一个理论力学题他会采用多
种方法求解，有的题目甚至做到一题八
解。

PPT里，有周绪红给学生的四句锦
囊妙计：“苦练内功，夯实基础；明确方
向，适当拓宽；持之以恒，跬步千里；勤
奋努力，惜时如金。”这四句话，大多是
劝勉学生要勤奋。

周绪红勤奋到什么程度？
大学的图书馆、教学楼，每晚大约

10点熄灯、闭馆。可常常，周绪红和同
学在自习室里画图、讨论，忘了出去。
于是，就留在里面继续画图、学习，困了
就在自习室里睡觉。

本科阶段扎实的学习为周绪红后
来的科研奠定了基础。在他看来，数学
是从事结构工程科研（需要大量的力学
计算和分析）的基础，并为应用科学研
究提供创新思路与方法；而外语，则是
了解国际科研前沿、合作交流的工具。

那时，大学都是手写的教材，周绪
红就一边听老师讲，一边用手记，几年
下来，厚厚的笔记本和作业本摞起来有
半人多高。

本科毕业后，周绪红继续在湖南大
学攻读硕士、博士。让周绪红记忆深刻
的是，当时辗转好几个月，花了300美元
从美国买回来一本讲结构稳定的书籍，
这本书，让周绪红进一步了解国际前沿
建筑发展的方向。读博期间，他就开始
思考用冷弯薄壁钢结构建造房子。

起因很偶然，是因为周绪红和同学
去张家界玩，游客很多，但景区里没有
住的地方。于是他就想，能不能设计一
种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建造的房子？可
以拆卸、重装，还很轻便、少污染。

30年前，这样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
谭。但周绪红沿着自己思考的方向，锲
而不舍。

在世界上首次做交错
桁架试验

即使30年后，周绪红当时提出的想
法，依然是很前沿的。

历经30年的研究，周绪红带领团队
已在钢结构和钢-混凝土混合结构等领
域提出若干个创新的理论研究和体系
研发等。

去年1月，重庆大学“高层钢-混
凝土混合结构的理论、技术与工程应

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成果
广泛运用于3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项
目中，深圳600米的平安金融中心和卡
塔尔800多米的多哈塔也借鉴了项目
的成果。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出现纽约
世贸大厦等摩天大楼。”周绪红回忆，在
建筑领域，100米是高层建筑，超过100
米就是超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代表
一座城市的形象，是国家技术、水平的
象征，但那时我国还没有超高层建筑。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最
大的坝、最长的桥相继在我国出现，这
也促进土木工程领域理论和技术的发
展以及行业的进步。

但国内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
主要采用现浇混凝土的方式，污染比较
严重，抗震安全性也难保证；国外则采
用纯钢结构，但造价很高，难以大规模
采用。

钢材耐拉、混凝土受压。有没有方
式可以结合钢材和混凝土各自的优点？

建造一座高楼，得首先有骨架。运
用力学分析、建模等方式，针对不同高
度的楼房，将两种材料进行不同比例的
合理搭配，从而建立整套的设计理论、
国家规范、建造技术等，让不同高度的
建筑采用合适的体系，从而把楼建得更
高，这就是周绪红团队数十年来的工
作。

项目主要包括4种结构体系，其中，
支撑巨型框架-核心筒体系主要适用于
300-800米的地标性高层建筑；钢管约
束混凝土体系则特别适合100米至300
米的建筑，或者大型桥梁、地下工程等；
钢管混凝土异形柱框架体系适用100米
以下的住宅；交叉桁架结构体系适用于
100米以下的公共建筑。

运用非常广泛的是交错桁架（桁架
的交错布置）结构体系，学校、医院、宾
馆、办公楼大多采用这种构造，可用低
成本轻松实现大跨度建筑。

但上世纪90年代，世界上没有人做
过交错桁架的试验。周绪红在长安大
学当校长时，好不容易筹了5万元，在
2000年初建起第一个相关实验室，获得
大量数据。后来成果在宝钢、宁波相继
运用。2012年，国家将团队成果纳入了
第一个交错桁架建筑的相关标准。

如今，与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相
比较，周绪红牵头的“高层钢-混凝土
混合结构的理论、技术与工程应用”体
系，在纯混凝土结构的100-300米建
筑领域，可降低40%的砂石使用量；与
纯钢结构的同类建筑相比，可降低用
钢量 30-40%，综合成本也降低约
30%。

“创新不是灵光一现，源于日积月
累的积淀。”谈及数十年的科研历程，周

绪红认为是水到渠成而来。但这些创
新的理论不能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在
辽宁、青岛等地，团队都有过这样的经
历——项目谈好了，图纸也画好了，但
最后不做了。

周绪红从不气馁，“做科研很多时
候是做无用功。但所有的功夫都不会
白费，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总会达
到目标。”

推动技术创新，组建交
叉学科团队攻关智能建造

建筑智能化、海上风电场、冷弯薄
壁钢建筑……如今，周绪红带领的团队
共有8个研究方向。

位于建工馆附近的土木工程实验
室里，各团队成员各司其职，有的在调
控智能系统，有的在试验海上风电振动
台、有的在调试机器人手臂。

“以前学土木的是干‘傻大粗’的
活。”周绪红笑言，开吊车、和水泥、搅拌
机……土木学生曾被称为“五项全能”
选手，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木工
程也必须走信息化、智能化引导的新型
工业化道路，重视绿色环保和生态文明
的建设。

于是，在周绪红团队目前研究的
未来建筑中，一些拧螺钉和焊接的工
作，可以由机器人来完成；同时，太阳
能和风能设备将随着房屋建设进行一
体化修建。未来的房子，将是智能环
保的。

“2016年，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与
机器人阿法狗围棋大战，阿法狗获胜。”
刘界鹏告诉记者，那时，周绪红就和大
家讨论，人工智能这么强大，是不是可
以改变建筑业很多落后的技术？

于是，团队对企业的需求、人工智
能的能力等进行了近一年的全面了解，
结合国家的要求，周绪红决定成立土木
工程智能建造学科交叉团队，开展智能
建造研究。

数学、计算机、自动化……目前已
组成 20多人的智能建造学科交叉团
队。周绪红表示，只有通过深度的学科
交叉，才能有重大的创新，才能对土木
工程行业有重要的技术推动作用。

“我们大多只关注自己研究的领
域，但周院士对很多领域都融合交叉。”
团队成员石宇教授告诉记者，这更加能
推动融合、交叉、创新。

目前，团队已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
表了土木工程与人工智能交叉的10余
篇论文，并拟出版专著1部，相关成果已
开始推广应用。

周绪红带领的智能建造团队将陆
续推出研究成果，持续推动我国土木工
程建设技术向前发展。

□李星婷

土木工程行业是个艰
苦的领域。数十年的坚持
和成功，源于周绪红脚踏实
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

“ 勤 奋 努 力 ，持 之 以
恒。人一能之我十之；人十
能之我百之。”这是周绪红
给自己的座右铭。

目前，团队成果已在我
国 30 多个省市和全球澳大
利亚、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
的 300 多项工程中应用，提
高大跨建筑结构的安全性、
保证跨江越海桥梁的结构
性能及抗风安全性等等。

周绪红总结成功的诀
窍，就是要有定力，并持之
以恒，不懈努力。

采访中，问及周绪红及
团队成员多年科研工作中
有无印象深刻的事或重大
的进展，他们都摇头，“我们
每天的工作都差不多，没有
突如其来的创新。”

不积跬步，何以致千
里。科技创新需要持之以
恒，不能急功近利。创新
源于日复一日的工作、思考
和研究，源于水滴石穿的
努力。

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
展相结合，坚持认定的研究
方向，一心一意地走下去，
这是很多科技工作者的真
实写照，也是新时代科技工
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
强则国家强。迈入新时代，
我们更需要伟大的科学精
神。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
印走，这是科学家带给我们
的启迪和精神财富。

科技创新
需要持之以恒
不能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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