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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略勤：飞驰在坚固桥梁上的实干家
本报记者 张涵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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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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略勤，1983年7月生，工学博士，现为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山区桥梁结构与材料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市青
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多年来一直从事桥梁抗震和减隔震方面的研究，主
持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7项，发表期刊学术论文68篇，参与出版教
材和专著各1部，指导本科生获得“2021年世界大学生桥梁设计大赛一等奖”，指
导研究生3次获得“重庆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1次获得“中国公路学会优秀学
位论文”；2016年获“第三批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称号和资助；以第二
负责人完成的“装配式简支-连续梁桥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获得2018
年重庆科技进步一等奖。

如果从1899年日本学者大房森吉
提出静力法开始算起，100多年来，桥
梁抗震理念和技术已经经历了许多个
发展阶段，与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关
系非常密切。在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就有这么一个人，十年如一日，
一直致力于桥梁抗震设计，他就是重庆
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教授徐
略勤。

误会成全奇妙缘分

2002年，徐略勤考入了同济大学
的土木工程专业。在选择专业前，徐略
勤还尚未对自己的未来有切实的规划，
只是因为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听人说同
济大学的土木建筑专业在全国数一数
二，于是他奔着名气，稀里糊涂填报了
土木工程。后来入了学他才知道，原来
土木和建筑是不一样的。但这样的阴
差阳错，却让他在土木工程专业上一路
飞驰，伴随至今。

“误会有时候也会成全一种奇妙的
缘分。”徐略勤笑着说，他在同济大学土
木工程专业一读就是十年。“在专业方
向分流时，我选择就读桥梁工程专业其
实也并非精心规划，更多的也是缘分。”

据徐略勤回忆，大学期间，他有幸
加入了上海南浦大桥的一次参观活动，
得知南浦大桥是因为李国豪校长（著名
桥梁专家，同济大学已故老校长，原中
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向上
海市政府提议，才得以从日本公司手上
拿回自主建造的机会，最终以不足日本
概算一半的价格建成了南浦大桥。这
座桥是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双
塔双索面迭合梁斜拉桥，为中国桥梁在
20世纪90年代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当时，作为一名同济学子，自豪感
油然而生。”徐略勤说，之后，他感受了
桥面上下左右的振动，让他开始对桥梁
结构产生了好奇。“也许就是从那时起，
我与桥梁的缘分就注定了。”

“但是，一直到博士毕业前我都没
有想好到底哪个就业方向更好。”徐略勤
告诉记者，当时的他面临许多选择，比如
去企业做设计，去研究所做科研……“所
谓的‘好工作’，在当时的我看来，无非是
待遇、前景和意愿的博弈。”最后，意愿战
胜了待遇和前景，徐略勤遵从自己内心
的声音，来到了重庆交通大学。

“其实，我选择来到重庆交通大学
似乎也只能归结为缘分。”徐略勤说，早
在他本科学习阶段，就发现了自己所学
的教材几乎都是同济大学本校老师编
写出版的，唯独除了一本《桥梁工程
（下）》，是重庆交通学院（重庆交通大学
前身）顾安邦老师编写的。“也许就是那
个时候，重庆交通大学就在我内心深处
埋下了种子。”

“我很笃定，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
做科学研究，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投身
科研至少让我在纷杂喧嚣的外部世界
里收获了一份内在的恬淡和专注，是一
种精神上的充实。”徐略勤说。

桥梁抗震任重道远

目前，徐略勤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桥

梁抗震，即如何提高桥梁工程在地震作
用下的结构安全性，同时在桥梁结构分
析和桥梁结构长期性能方面也有涉猎。

据了解，我国是世界上遭受地震灾
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地震造成的巨大
影响，给桥梁、民众、国家都带来了不可
挽回的损失。所以，不断深入研究桥梁
抗震措施，以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危
害，使其应对地震时可以足够安全，并
减轻震害且便于修复，就是桥梁抗震设
计的初衷。

不过，虽然桥梁抗震的目的性非常
明确，但因为桥梁结构形式复杂多变，
而地震本身又具有随机性，在这两者的
基础上再考虑应采用怎么样的策略去
抗震，于是就会衍生出许多分支和具体
子方向。不仅如此，由于地震的随机
性，桥梁抗震还需要讲究经济性与安全

性的平衡，所以究其本身，这是一个非
常宽广的研究领域。

在徐略勤博士论文选题期间，就发
生了令人痛心的5·12汶川地震。在汶
川地震中，上千座桥梁发生了不同程度
的损坏，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跨径桥梁，
造成灾区救援通道中断，导致严重的生
命财产损失。这带给了徐略勤很大的震
撼。尽管他在硕士和博士期间参与负责
了不少重大桥梁工程项目的抗震设计，
但这次的汶川地震让他意识到这些数量
众多、关注度较低的中小跨径桥梁更是
防震减灾的重点。因此，他的博士论文
选题最终围绕着中小跨径桥梁的抗震问
题展开，这次的地震也最终引导并贯穿
了他的整个博士研究计划。

如今，徐略勤已主持国家级科研项
目3项，省部级项目7项，发表期刊学

术论文68篇，负责完成了10余座各类
桥梁的抗震和减隔震设计，2018年以
第二负责人完成的“装配式简支-连续
梁桥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获
得重庆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一名科
技工作者，徐略勤表示，他对未来最大
的期待莫过于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得到
大众的认可，让自己的科研成果得以真
正发挥作用。“无论是引发同行的思考，
还是促进行业的进步。如果在未来的
桥梁抗震技术中能找到自己曾经做出
的一点贡献，那将是我职业生涯里最大
的圆满。”徐略勤说。

以退为进破解难题

“在科研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胜
枚举的困难，从基础理论和知识储

备、试验设计和实施效果，到论文撰
写和发表、毅力和耐力、自我怀疑和
自我鼓励……科研从来不是坦途。”徐
略勤说，“在很多时候，一点点的小进展
都要经历百转千回、柳暗花明的奇妙历
程，以至于在最终收获时，会让我感受
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和满足。”

据徐略勤回忆，2015年，他在执行
国家自然基金研究任务时，由于学校实
验室缺乏加压随动往复加载装置，而项
目研究经费又不足以解决装置问题，给
当时的技术研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同时，他们也面临着项目研究进度
延迟的风险。在这关键时刻，徐略勤和
他的团队毅然决定自行设计并加工随
动装置。

“这是研究任务以外的附加难题，
甚至不属于我们专业。”徐略勤说，在经

过他与团队进行大量资料调研和查阅、
自主学习、反复寻找和咨询了不下十家
加工制作单位后，最终得以成功制作出
理想的加载装置，并成功申请了专利，
按时按质完成了试验研究工作。

目前，该装置已经成为徐略勤团队
开展桥梁抗震试验研究的加载利器，同
时，通过这次经历，也让他们在后续的
很多研发工作中不再拘泥于现成条
件。“转变思路，甚至以退为进，可以让
我们克服很多先天不足和障碍。因为
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本身就是一项创
新。”徐略勤说。

教书育人始终如一

可能是对与他人分享学习和科研
经历有一种天然的爱好和热情，徐略勤
在博士就读期间就开始帮着导师指导
师弟师妹们的本科毕业设计，如今，他
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博士生导师。

在教学上，徐略勤认为，随着时代
的发展，观念会不断更新，学生们接触
和理解世界的途径和方法也在不断变
化，要想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其实很不
容易。

“我有时候甚至会因为自己没有及
时跟上时代而感到焦虑。”徐略勤表示，
他并没有特殊的教学技巧和方法，只是
一直坚持用责任心和同理心与学生交
流。“我想，这份责任心与同理心应该是
我最大的优点，它们不仅让我能更好地
与学生进行交流，也是促进我一直学习
的最大原动力。”

“沉下去，浮上来。”这是徐略勤一
直以来对自己学生们说的话。“沉下去”
是希望学生们在思维和精力最巅峰的
人生阶段能够找到自己的专注，“浮上
来”是希望学生们能够用自己的专业或
专长造福世界，也成就自我。

所以，徐略勤在培养学生时，始终
强调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是态度问
题。他在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时，最看
重的就是态度。“态度有很多种，比如人
生态度、学习态度、生活态度等，但它们
的本质上都是同一种品质。我始终觉
得态度是决定一个人职业高度和人生
高度的最大公约数。”徐略勤说。

目前，徐略勤参与出版教材和专
著各1部，指导研究生3次获得“重庆
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1次获得“中国
公路学会优秀学位论文”，指导本科生
获得“2021年世界大学生桥梁设计大
赛一等奖”，并曾多次获得重庆交通大
学本科教学质量优秀奖，2015年获“重
庆交通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称号。作
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徐略勤一直期待
自己的学生能够奋进有为、超越自我，
在未来能为行业进步、国家和民族复
兴贡献力量。

▲徐略勤（左一）正
在跟学生做新型隔震装
置试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