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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远臣：教学与科研双管齐下
本报记者 肖咸秋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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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远臣，工学博士，重庆三峡
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导
师、博士后合作导师。重庆英才·
青年拔尖人才（首批），重庆市首批
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重
庆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
安全工程专业优秀教师，万州区平
湖英才，万州区创新创业示范团队
带头人。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评议专家、重庆市海绵
城市专家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科技
青年联合会理事、重庆市安全科学
与工程学会理事。

空气的流动形成风，河水的流动
孕育生命，高速公路流动为城市带去
活力。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谈到
高速公路，我们会想到它是社会进步
的标志，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是经济
的动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是救灾的生命线，给灾区人民带去希
望。如同人体内的心血管系统，高速
公路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建设，
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土资源的开发、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区域间的合作、投
资环境的改善、交通出行的消费、生活
水平的提升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巨大
影响。高速公路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
念，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高速公
路建设工作日新月异，通车里程逐年增
长，交通运输量日益提高，结构服役周
期逐渐增加，交通工程桥隧结构病害日
益突出。如何才能确保结构健康安全，
保障城市车辆的安全是首要问题，其中
裂缝是高速公路最主要的结构病害。

“面对我国交通工程领域行业发展
趋势的转变（由‘三分建’到‘七分养’的
阶段）和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安全保障技
术研发与性能提升的战略布局，瞄准交
通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安全服役与性
能提升新技术与新材料所面临的技术
难题，通过材料与结构工作性态深度交
叉融合，致力于开发新材料及技术解决
结构裂缝病害突出问题，这是我们一直
在做的事情。”重庆三峡学院土木工程
学院副院长郭远臣说。

潜心七年
寻找结构裂缝的“良方”

2010年郭远臣博士毕业后，怀揣着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走进重庆三峡学院
建工系（2011年更名为土木工程学院），
开始从事土建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凭着无所畏惧的勇气与张
扬的困难为敌，经过近7年
的技术攻关，攻克了混
凝土结构裂缝智能

修复等多项科学与技术难题。由他和
团队研发的混凝土结构裂缝智能修复
新材料与技术研究成果经专家鉴定，研
究成果先进性整体国际先进、部分国际
领先水平。相关研究成果获得重庆市
科技进步三等奖等科学技术奖4项。
其中，科研成果中“一种再生微粉渗透
结晶型浓缩剂在隧道衬砌裂缝治理中
的应用”被成功推广应用。

在回顾研发过程时，郭远臣感叹
道：“在确定研究方向初期，我们发现研
发的智能修复材料只能解决微裂缝病
害（即裂缝宽度小于 1mm），然而这对
于结构性病害的加固已不适应。针对
高速公路结构性病害的处治工作窗口
期短、病害多发等问题，新型快速修复
材料的研发迫在眉睫，于是团队很快展

开了混凝土材料损伤快速修复新材料
与技术研发工作。”

科研就是这样，即使真理早就老老
实实地在那里，也需要许许多多的理论
实践去验证。确定方向之后，就是大量
的实验研发工作。郭远臣带领团队采
用常规改性方法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
此方法不但效果差还会起反作用，除此
之外，还有早强、高性能、不中断交通等
一系列使得研发工作步履维艰的难
题。科研成果从来就没有轻而易举、一

气呵成过，相反，如果把新型快速修复
材料的研发过程形容为一场奔赴梦想
的旅行，那么通往目的地的路上也是甘
苦相伴。如郭远臣所说：“科研工作充
满未知性，总是会遇到超出预想的情
况。常常会卡在某一个关键点上停滞
不前，就像陷入迷宫里一样，不知道哪
里才是正确的方向。”

古人云：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
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克服困难和完成
挑战的关键点并不在于问题的难度，而
是你看待问题的态度。虽然郭远臣有
迷茫、有气馁，但更多的是不服气，是攻
坚克难的决心。他快速调整状态，转换
思路，请教行业专家，常常与团队通宵
达旦查阅资料，做实验求证，针对问题

进行头脑风暴。通过他们坚持不懈的
努力，终于在减水剂方面找到突破口。

随后，郭远臣以结构—智能一体化
自修复混凝土材料的研发为重点，以裂
缝持续修复机制与协同增强机制研究
为核心，研发前期与拌合与运营期早强
高性能修复的混凝土全寿命周期体系
材料及关键技术。

郭远臣表示，接下来他将带领团队瞄
准交通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安全服役与
性能提升新技术与新材料所面临的技术

难题与科学前沿问题，通过材料与结构工
作性态深度交叉融合，继续开展结构-智
能一体化混凝土结构病害智能修复材料
及多元复合体系早强快硬型修复材料研
发工作，建立交通工程混凝土结构物病害
快速修复与预养护技术，助推交通领域桥
隧养护技术创新，保障交通基础实施安全
服役，推动经济高速、稳定发展。

“未来，本项目率先选择隧道所处
的地下空间作为实验环境进行探索研
究，项目的完成以期微生物技术在混凝
土裂缝自修复领域的工程应用提供理
论支撑和技术参考，联合早强高性能复
合修复材料，将形成混凝土结构全寿命
周期维护体系。”郭远臣对记者说。

呕心沥血
用青春守望教育事业

身为青年共产党员，郭远臣用行

动诠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处处以身作则，起到身先士卒的模
范带头作用。同时，身为一名普通教
育工作者的郭远臣11年来一直扎根三
峡库区腹地，凭着一腔矢志不渝的信
念，把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对本职
工作的热情、为库区建设奉献着自己
的青春与力量。

郭远臣说：“记得刚到学校的时
候，第一次看到实验室只是几间低
矮、破旧、潮湿、几乎没有什么仪器的
杂物间的时候；当我和学生交流发现
学生甚至不知道科研实验是什么的
时候，我的心一下子从云端坠入谷
底，想过放弃。但我始终提醒自己
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有义务去努力，
还学生一个大学校园应该拥有的学
习氛围。没有设备，自己设计加工，
没 有 机 械 ，自 己 购 买 材 料 焊 接 组
装。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入校后第
一个暑假在实验室组装设备、开启
第一批实验的情景。在低矮潮湿、
不透风的房间里，顶着 40℃高温，没
有空调，风扇不能开，蚊虫肆虐，带
领几个学生可以说一天近 10 个小时
加工设备，做试样。通过东拼西凑，
总算是置办了一点‘家当’，开启了自
己科研之旅。”

读万卷书是让我们拥有储备知
识的能力，行万里路是让我们付诸实
践的过程，唐僧之所以能成为唐三
藏，不仅仅是经书，还有九九八十一
难和那条必须要走的通往西天取经
的路。郭远臣鼓励学生大胆实践、勇
于创新，他觉得只有学生们走出校
园、走出实验室，去发现问题，才能带
着问题返回课题学习。他带着学生
找创意、做实验，打磨申报书。就这
样，近五年来在他的辛勤培育下，学
生们的创新创业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他们在各类专业/学科竞赛中获得包
括挑战杯全国一等奖在内的国家级
奖项21项，省部级奖项86项，并涌现
了一批契合土木行业新时代发展的
创新创业人才。

现代土木工程
更需要高精人才

作为重庆市青年领军人才协会的
会员，郭远臣认为，土木工程是人类历
史上年代最久远的技术科学，它伴随
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特别是在
当下，各个领域也为土木工程的前进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代土木工程不
断地为人类社会创造物质环境，已然
成为了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土木工程相关专业的学科建设要
注重可持续性。

不仅如此，随着高速公路、高铁
等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工程项目的大
规模开展，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大规模
应用，对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要求进一步提高，出现了大量世界级
的重大工程项目，企业的工程研究设
计、施工及管理等部门都迫切需要大
量具有创新精神和研究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而土木工程学科是一门实
践性非常强的学科，需要一个长期的
坚持过程。因此，如何向高精尖发
展，一方面解决实际工程中的重大难
题，一方面注重实际，这就需要培养
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郭远臣指导学生实验结
果判定与实验过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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