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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迎军：做好重庆公路的“守护医生”
本报记者 胡倩

人物介绍

梅迎军，材料学博士，重庆交通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教授。重庆市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中国公路
学会交通院校工作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四届中国公路学会优秀科技工
作者，第五届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之一，重庆市首届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
交通局专家库专家。《中国公路学报》《建筑材料学报》《公路交通科技》等学报和
期刊评审专家，主要从事路面新结构和高性能路面材料开发与应用。

近年来主持交通运输部应用基础项目、重庆市科技局攻关项目、重庆市交通
局交通科技项目等纵横向项目30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3项，出版专著1部，编写研究生教材1部。获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被评为重庆市优秀硕士论
文指导教师、近10年6次被评为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公路是经济发展的动脉。传统的
混凝土桥面铺装易出现开裂、破损等问
题，怎么解决？如何在不影响正常通行
情况下进行道路修护？如何更好做好
重庆普通公路的养护？

对于重庆交通大学材料与工程学
院教授梅迎军来说，二十多年的工作，
就是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从道路
到路面材料研究，从高韧性与优良耐久
性混凝土桥面铺装技术到超高性能混
凝土的研究，漫漫科研路，梅迎军上下
求索。

立志修好路
以路面材料为突破口

“要想富，先修路。”1976年，梅迎
军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泥泞、湿滑”
是他对儿时老家道路的最深印象。“那
时候的道路很是糟糕，并且大多是泥巴
路，一下雨根本无法正常通行。”梅迎军
回忆道，“糟糕的道路不仅使得人们出
行困难，还让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限
制。”小时候的梅迎军就在想：如果有非
常好的路，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1996年9月，怀着“修好路，造福人
民”的美好憧憬，梅迎军来到了重庆交
通学院（现重庆交通大学）道路系就读
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四年后，他继续
在重庆交通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
道路与铁道工程。

随着理论、实践知识的不断丰富，
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梅迎军渐渐发
觉：“就像人一样，路修得再好，隔个三
五年就要‘生病’，要小修，再隔个七八
年就要大修。如果十几年不修补的话，
路就会坏得一塌糊涂。”

说起道路维修，梅迎军介绍到，对
于不同等级的道路，它的维修要求是不
一样的，不能全部拿同一个方案来维
修。那如果公路“生病”了，如何“治
疗”？又用什么“药”呢？

带着这些问题，2003年，梅迎军去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攻读博
士学位，研究土木工程材料，通过对不
同材料性能的多角度测试与分析，优选
出适合道路不同类型病害维修的材料，
为生病的道路把脉诊断，给出高效、可
行的维修方案。

研发新材料
更具韧性与耐久性

针对传统混凝土桥面铺装易出现
开裂、破损等病害特点，梅迎军通过在
水泥混凝土中复掺钢纤维和聚合物乳
液，研发了一种具有高韧性和优良耐久
性的钢纤维聚合物水泥混凝土新型桥
面铺装层材料。

“当时这个新材料做出来之后，就
需要对它进行测试，材料好不好必须用
实实在在数据证明，而不是嘴上说。”梅
迎军说道。要证明新材料的韧性和耐
久性，就必须对它进行疲劳性能的测
试。梅迎军介绍到，材料的疲劳性能测
试就是模拟材料在各种压力下会不会
出现开裂等情况，这一测试的过程控制
非常严格，测试进行中的实验数据是不
停在加载的，所以非常耗费时间。

为了做好新材料的疲劳性能测试，
梅迎军连续一个星期泡在实验室，“人不
离测试试验机，晚上也在实验室值守。”

努力终有回报。实验表明，与普
通混凝土相比，梅迎军研发的新型材
料压折比降低约50%、早期收缩大幅
度降低、抗冲击性能和断裂性能大幅
度提高；通过对铺装层在荷载作用下
的力学特性进行计算与分析，预估结
果表明，采用该材料桥面铺装层使用
寿命是普通混凝土桥面铺装层使用寿
命的3.469倍。

为了做好技术的推广应用，他还编
制了《高韧性与优良耐久性混凝土桥面
铺装设计和施工技术指南》，提出了高
韧性与优良耐久性混凝土桥面铺装施
工质量控制指标、检验评定标准，为类
似工程项目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目前，新材料已在重庆、江西、广东
等地推广应用，比如应用于重庆南川至
涪陵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匝道桥桥
面铺装、抚州至吉安高速公路流源中桥
桥面铺装等科技示范工程。荣获2017年
重庆市交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半柔性路面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新
型路面，与普通沥青混凝土路面相比，
具有良好的抗磨耗性、较高承载力及
抗车辙性、服务寿命长、施工工艺较简

单、施工快捷、维修成本低等优
点。梅迎军围绕半柔性复合路面
的材料组成、结构与性能、设计、施
工和养护等方面，提出了半柔性复
合路面施工质量控制指标、检验
评定标准，编制了相应的设计
与施工技术规程。相关技术
成 果 在 重 庆 奉 云 高 速 公
路、湖北汉孝高速公路、
湖北岱黄公路路面
改造工程等实体
工程中得到
应用。

著养护指南
守护好农村公路

由于对小时候老家农村公路印象非
常深刻，梅迎军特别关注农村公路的建
设与养护。农村公路是服务“三农”的公
益性基础设施，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抓手。近年来，随着农村公路建
设范围逐渐加大，部分公路在建设与使
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对农村
公路的维修养护变得越来越重要。

梅迎军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开展问
卷调查、召开座谈交流、赴区县调研、参
与普通公路养护督查等方式，对重庆市
农村公路使用与养护现状开展调查研
究，分析了重庆市农村公路典型病害现
象产生的原因及管养过程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提出了经济、方便、可操作的养
护技术措施与政策建议，最终编制成了
《重庆市农村公路养护技术指南》，相关
研究成果获2020年重庆交通科技进步
一等奖。

为了使研究成果更好、更多地惠
及需要帮助的人们，梅迎军在重庆市
公路学会2018年年会上作了题为“重

庆农村公路管养技术现状及对策”
的宣讲；在2019年全市公路普通公
路预防性养护培训班上作了题为
“重庆市农村公路典型病害及维修

技术”的宣讲；在云阳、丰都、黔
江、合川、巴南、大足6个片区开

展了2019年度公路养护送教
上门培训。参与宣讲与培

训的人员共计 2500 余
人，对重庆市农村公

路管理与养护具
有 指 导 作

用 。“ 做

好规范化养护，不仅能够延长农村公
路使用时间，确保安全畅通，还有利
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生活
水平。”梅迎军说。

此外，梅迎军还提出了在不中断交
通情况下对钢筋混凝土桥梁结构缺陷
的修补技术。他针对不中断交通情况
下混凝土桥梁底梁、墩柱等部位新修补
混凝土在养护过程中的受力特点，在掌
握梁板轻微振动、修补材料配合比组
成、界面处理及养护条件等因素对新老
混凝土界面黏结性能影响规律后，提出
了适合于桥梁结构缺陷的修补材料，编
制了混凝土结构缺陷修补配制、修补施
工工艺和质量保障措施。

教学三件事
研有所用是关键

对于培养人才，梅迎军提到，他一
直致力于告诉学生们三件事：研发什么
材料？怎样去研发？怎样实现研发成
果的价值？

针对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学生们熟
悉并掌握交通领域对于材料的需求，

“做科研不应是纸上谈兵，（学生）要多
与专业对接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政
府部门沟通交流，看看他们具体有什么
需求，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去研发材料。”
梅迎军说道。

弄明白了要研发什么材料，第二件
事就是如何把材料研发出来。一方面
就是要学生在掌握材料研发的基本规
律、了解工程领域材料的基本性能前提
下，能够进行材料的合成、加工。另一
方面则是对于材料的各方面性能测
试。梅迎军要求学生们要充分熟悉国
家及行业相关技术规范，并且能够运用
现代测试及分析技术进行材料性能的
测试与分析，对照行业标准来衡量研发
出来的材料是否合格。

梅迎军致力于教会学生的第三件
事，就是要学会如何将研发成果进行推
广与应用，“研发的东西一定要研有所
用。”他提到，好的材料研发出来了一定
要实现它的价值，要抓住机会去主管单
位去企业进行宣讲、展示等来推广研发
成果。多年来，梅迎军一直以这三件事
来教导学生，曾被评为重庆市优秀硕士
论文指导教师、多次被评为优秀本科毕
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等。

对于未来，梅迎军表示，团队将继
续对接好政府、企业需求，做好高韧性
与优良抗裂性混凝土研发及应用、重庆
市地方公路日常养护标准化技术研究
等基础性研究外，还在积极探索超高性
能混凝土研发及应用等工作，“修好并
养护好重庆的每一公里。”

梅迎军（左）与行业专家进行交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