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13日 星期四
主编：郑家艳 编辑：蔡杨 美编：郑典

04

这个实验室有“四大金刚”
都是桥隧工程的国之重器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历史基因

依托重庆交通大学建设，
前身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
2020年3月由科技部、重庆市
政府正式批准建设运行，是全
国唯一一个山区桥梁及隧道
工程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针对制约我国山区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和管养的关键
科技问题，围绕山区桥梁结构
行为与控制、山区桥梁智能监
测与先进维护、山区隧道力学
行为与运营安全三大方向展
开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

■科技绝活

实验室有“四大金刚”，
即已建成的国际领先的环
境/荷载耦合加载试验平台、
隧道及地下结构三维模型试
验系统，以及正在抓紧建设
的特大跨拱桥建设维护综合
试验平台、山区主动式控制
风洞试验平台。

■人才队伍

已形成包括两院院士、
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等 16 名国家
级人才、35 名省部级人才在
内的224人研发团队。

■光荣业绩

累计获得 10 项国家科
技进步奖，理论和技术支撑
了 10 多项堪称“世界第一”
的桥隧工程，在山区桥梁及
隧道工程领域研究水平总体
跻身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特
大跨拱桥建设与维护技术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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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大金刚”坐镇，
来头都不小。该实验
室科技成果运用于10
多个堪称“世界第一”
的桥隧工程。

它为何如此厉害？
4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
走进这个“深藏不露”的实
验室一探究竟。

▲ 山区桥梁
及隧道工程
国 家 重 点
实 验室桥
梁实验楼，
工作人员
正 在 桥
梁单体
试验大
厅 搭
建 试
验平
台。

实验室名片

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系列报道 1

▲

山区桥梁及隧道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桥梁实
验楼。

本版图片由重庆日报
记者 张锦辉 摄

实验室“金刚”①
专治桥梁“疑难杂症”

◆实验室探秘：
很大，试验场地相当于三个

半足球场

重庆交通大学科学城校区，李子湖
对岸的现代建筑群，就是山区桥梁及隧
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在地。

当走进桥梁实验楼，记者立马被震
撼了。

桥梁试验大厅长80米、宽40米、高
16米，看上去有5层楼高，而且地下还有
架空层。

“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桥梁单体试
验大厅。”实验室副主任、重庆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姚国文说。

“四大金刚”之一的环境/荷载耦合
加载试验平台就在这里，平台由可变空
间尺度人工环境综合试验箱和结构动静
力多功能加载试验系统组成。

“试验箱包括5个大小不一的复合材
料结构箱体，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把5个
拼在一起用，也可以分开来一个个单独
用。”姚国文介绍，试验箱最长可达35米、
最高10米，可灵活组装36-688立方米
的环境空间。

“这是我们的新实验室，面积超过1.8
万平方米。南岸校区还有老实验室，面
积有7000多平方米。两地加起来，大概
有三个半标准足球场这么大，其中试验
场地超过2万平方米。”姚国文介绍。

◆科技应用：
为川藏铁路大桥等做实验

这里的试验箱，也是目前世界土木
工程领域最大规模的可变空间人工环境
综合试验箱。

试验箱用来做什么？姚国文告诉记
者，可以模拟各种复杂的山区环境，不管
天晴还是下雨，都可以通过调整二氧化
碳含量、温度、湿度、酸碱度等，模拟出尽
可能真实的桥梁所处环境。“比如，在1小
时内，环境箱的温度可以从零下70℃变
化到100℃。”

“一座新建的桥梁，它在使用50年甚
至100年后的性能如何？我们可以在试

验箱里进行各种人工加速试验，去验证
和预见桥梁从‘青壮年’到‘中老年’的样
子。”姚国文说。

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的藏木雅鲁
藏布江大桥，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跨
度最大的铁路钢管混凝土拱桥，主跨430
米，预计今年建成通车。

“实验室主任周建庭正以藏木雅鲁
藏布江特大桥为原型，利用试验箱模拟
高寒地区的环境和日照条件，开展大跨
钢管混凝土拱桥受温度影响的试验研
究，为同类钢管混凝土拱桥设计施工提
供依据。”姚国文介绍。

实验室“金刚”②
专啃隧道“硬骨头”

◆实验室探秘：
“地下工程”暗藏玄机

与桥梁实验楼相邻的是隧道实验
楼，面积有4000多平方米。

相比桥梁试验大厅的地上壮观而
言，隧道试验大厅却是“地下工程”蔚为
壮观。“四大金刚”之一的隧道及地下结
构三维模型试验系统就在这里。

“试验系统由我们自主研发，技术指
标与试验规模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正
在做实验的徐湃博士介绍，这个70多平
方米、两层楼深的地下空间，可完成1:5
的隧道及地下工程大比例三维模型试验。

她解释道，隧道所处的地质和环境
条件都很复杂，借助该试验系统，可以模
拟复杂条件下隧道开挖的过程，分析隧
道的受力情况。而且比例尺越大，越接
近真实的情况。

隧道及地下结构三维模型试验系统
旁边，有一个隧道及地下工程通风防灾综
合实验平台，可以进行山区公路、铁路、水
下、城市地下立交隧道通风防灾试验。

◆科技应用：
为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做防

灾减灾

作为世界最长跨海大桥的重要组成
部分，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长达5664米，
要做到“滴水不漏”，是整个工程建设期的

“硬骨头”。同时，其使用寿命需长达120

年，如何保证运营期内的安全耐用是头等
大事，做好防灾减灾成为重中之重。

实验室隧道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全
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蒋树屏是“离岸特
长沉管隧道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研究”课
题的技术负责人。5年间，他带领上百人
的团队投入到课题中，不仅在重庆做试
验，还在漳州建造了港珠澳大桥沉管隧
道1:1足尺防灾减灾试验平台和交通行
业最大的高温试验炉。

“我们做了上百次中巴车、小轿车、货
车燃烧等不同火源类型的火灾试验，拖着
真车到隧道内点火燃烧，团队成员还得穿
着厚厚的防火服在隧道内采集相关研究数
据。”这些场面，蒋树屏至今历历在目。

实验室“金刚”③④
专攻桥隧世界难题

◆实验室探秘：
正攻关世界最大跨径的拱桥

工程

正在建设的“四大金刚”成员——特
大跨拱桥建设维护综合试验平台，实力
也不容小觑。

目前，该平台正以世界最大跨径的
拱桥——主跨600米的广西天峨龙滩特
大桥为原型，建造1∶10的缩尺模型，建好
后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拱桥模型。

在桥梁实验楼内，记者看到工程人员
已经在建设大比例模型拱座。建成后，它
将宛如飞虹横跨在桥梁试验大厅内。

未来，试验平台可以对桥梁从建造、
运营到维护全过程进行“状态监测”，为
特大跨拱桥往更大跨度的发展提供理论
和技术支撑。

◆实验室探秘：
专门跟风儿“对着干”

山区主动式控制风洞试验平
台，是正在规划设计的另一个

“四大金刚”。这个“金刚”专门
关注风的问题，可以模拟全球
各地山区的峡谷风。“对峡谷风
进行研究，有助于让山区桥梁
工程具有更强的抗风能力。”
姚国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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