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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浩，2008 年

毕业于中国建筑材

料科学研究总院材

料学专业，获工学

博士学位，现为中

国建筑材料科学研

究总院教授级高工，主要从事高性能混凝土与耐久性、

混凝土外加剂及特种混凝土技术等方面的科研工作。

2008 年以来作为负责人承担和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973”计划、国家“863”

计划、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10 余

项，共获得行业发明一等奖 1 项、行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2 项、行业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发表论文近 30 篇，已

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近 20 项，主编标准 1 项，参与撰写

著作 3 部。技术研究成果先后在核电站、高原机场、海

洋工程、煤矿深井建设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得到

成功应用，引领了混凝土领域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及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从一般技术人员，到研究骨干，再到国家重点项目的

课题负责，一步一个脚印 ；从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再

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步一个台阶。经过 10 余年科研

生活的历练，吴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服役环境下混凝土耐久性及寿命预测的理论与技

术研究

吴浩以“973”计划为基础，在“水泥优化复合和体

积稳定性”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以分形理论为依据，借助

气体渗透评价手段，系统地研究了侵蚀介质在低钙水泥体

系中的传输机制以及与微结构间的交互影响，找出了荷载

条件下介质传输的规律及关键影响因素，建立了基于氯盐

渗透的混凝土服役寿命评价分形模型，并对国内某重点桥

梁工程使用年限进行了准确评价。

2. 高性能混凝土的体积稳定性控制技术

吴浩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为基础，

针对高强高性能混凝土体积稳定性差的特点，研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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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总院——科技人才培养的摇篮

中国建材总院第五届吴中伟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2013 年，中国建材总院设立吴中伟青年科技奖，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授予能够传承吴中伟院

士爱国、奉献、科学、严谨、谦虚的崇高精神，在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方面有突出表现，科研成果取

得重要的社会效益或显著经济效益，为国家、行业发展有突出贡献，在行业中有一定影响力，年龄

在 45 岁以下的青年科技领军人物。至今，吴中伟青年科技奖已举办五届，共有 9 位青年科技工作者

获此殊荣。时值吴中伟院士诞辰 100 周年，本刊特别选取荣获第五届吴中伟青年科技奖的吴浩、邱岩

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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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对混凝土体积变化和早期裂缝形成的影响机理，

并从外加剂的角度提出了裂缝控制技术及其理论，对

指导工程混凝土配比设计和施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

成果也获得了中国硅酸盐学会的认可，并以此成果为

基础，申请并主持了《砂浆、混凝土减缩剂》建材行

业标准的制订，规范了该产品在生产上的技术要求，

为其在工程中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填补了

减缩剂产品标准在国际上的空白。

3. 高韧性、超致密混凝土材料的研发

吴浩通过“低成本高韧性碳纤维增强水泥基材料的制

备”“高整体容器用混凝土关键技术研究”“混凝土高整体

容器的配方研究”等项目的研究，在混凝土关键增强纤维

材料的制备、尺度效应匹配、协同改性、机理研究及成果

转化方面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高整体容

器的配制技术打破了国际上的技术封锁，研究成果被国家

标准《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高整体容器——混凝土容器》

所采用，并成功制作出了满足核废料 300 年储存要求的混

凝土高整体容器。围绕纤维增强高韧性混凝土开发的系列

新材料和新技术在核电及市政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实

现经济效益约 2000 万元。

4. 核电工程、海洋工程的跨领域研发

在核废料处置容器项目上，核废料处置的国外制作

技术尚属保密，国内技术处于空白状态。接到行业跨度

和技术难度如此大的任务，在没有任何依据可参考的情

况下，吴浩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多次与设计单

位沟通，多次深入核废料容器生产和处置场，通过大量

和缜密的试验，认真对比材料与产品性能数据，找到

了核废料处理容器与高性能混凝土完美的结合点，创新

性地提出了核废料高整体容器的设计理念，该容器的性

能指标不仅达到了设计单位提出的核废料处置容器抗老

化、抗地震、抗操作事故、抗跌落的要求，而且还满足

完全阻绝放射性核素外泄和优异的力学性能，渗透性超

低，耐用年限达 300 年的严苛要求。

在成功研制低中放核废料高整体容器后，吴浩又紧密

跟踪海洋工程建设的共性问题，努力解决我国海洋工程目

前所用的结构材料尚不能完全满足超致密、高耐蚀、高吸

能、高耐候的要求。面对海洋工程环境的特殊性，他积极

参与“十三五”项目预测，提出并形成了海洋工程用结构

材料的制造、应用、评价及监测成套技术的重要研究方向，

重心集中在乏燃料干式贮存技术上面。

中国建材总院第五届吴中伟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邱 岩
邱 岩，2008 年

毕业于中国建筑材

料科学研究总院材

料学专业，毕业以

来一直从事无机非

金属材料性能评价

技术研究与仪器开发工作，完成科研项目 20 余项。主持

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建筑墙体检测服务机器人研发与产

业化”、国家标准化委“国家级标准验证检验检测试点项目”

等多个项目，参与了国家“863”项目、国家“973”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仪器升级改造项目、科技

部国际重大合作项目、北京市科委科技重大专项等科技项

目的研究。主要成果有 ：既有幕墙服役风险检测关键技术

与智能化检测装备、脆性材料力学性能评价技术和系列仪

器、陶瓷和玻璃性能评价与表征系列标准及应用。获省部

级奖 10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项，申请国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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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已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与

制定国际 ISO 标准 6 项、国家标准 6 项、玻璃行业标准 3

项。先后获得中国建材总院“科技新星”、优秀员工等荣

誉称号，获玻璃行业年会论文一等奖等其它奖项多项。技

术成果应用到既有幕墙安全风险检测、航空发动机结构件

耐久性评价等多个重要民生领域，为降低脆性材料服役失

效风险，提高服役材料可靠性，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

2003 年，邱岩开始了在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的求学之路，开始了无机非金属新材料性能评价技术及其

实验装备开发方面的研究。5 年后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成

为了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第一个毕业的硕博连读的

研究生。博士毕业后，邱岩继续追随他的老师包亦望教授，

留在了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工作，继续着他的科研

之路。

邱岩首先从研究生时期的仪器工作的机理研究入手，

以方法研究撬动仪器设备研制，先完成检测示范后制定为

国家标准，形成仪器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

化的一条循环发展路。

1. 既有幕墙服役风险检测关键技术与智能化检测装

备开发

钢化玻璃自爆，俗称“玻璃癌症”，是困扰钢化玻璃

风险诊断的国际性难题。邱岩作为主要骨干参与项目组系

统研究钢化玻璃自爆源和自爆机理，通过揭示钢化玻璃内

部杂质颗粒与周边应力场分布的关联性，发现了自爆的根

本原因是玻璃内部拉应力区内的应力集中，从而定制研发

出可自动检测自爆源的“光弹扫描法”和智能检测设备。

作为主要完成人编写了 GB/T 30020-2013 《玻璃缺陷检测

方法——光弹扫描法》，并成功研发了检测设备。该技术

还具有普适性，可推广至服役真空玻璃真空度衰减率检

测。但是邱岩没有停止研究的脚步，继续围绕“幕墙安全”

这个主题开展研究工作。为检测和预测建筑幕墙玻璃的坠

落风险，建立了坠落风险评估的模型和安全等级划分方法，

发明了可进行现场无损检测的“动态相对法”，研发了具

有数据无线传输功能的坠落风险检测仪。开发了可携带的

光弹扫描仪或坠落风险检测仪的玻璃幕墙安全检测智能机

器人系统，实现了高层建筑幕墙检测自动化。

为监控既有玻璃服役强度或承载性能退化，基于赫

兹接触理论，发明了可测试玻璃表面局部强度和应力均

匀性的“声发射监控球压法”，研制了玻璃局部强度在线

检测仪，实现了非破坏性的建筑玻璃服役强度安全保证

试验。该成果解决了服役建筑玻璃公共安全和风险检测

的核心问题。

2. 脆性材料力学性能评价技术和系列仪器开发

脆性材料力学性能评价与表征一直都是技术难题，邱

岩作为项目骨干研发了多项检测与评价技术和试验装置。

代表性创新成果有 ：为解决管状或环状等异形陶瓷部件的

弹性模量和强度测试难题，发明了缺口环法测试技术及装

置 ；发明了局部受热同步加载法，并开发了模块化组合式

超高温力学试验系统，解决了陶瓷材料在 1500℃以上超

高温氧化环境下强度和韧性等关键力学性能测试的国际性

难题。

3. 陶瓷和玻璃力学性能评价技术系列标准及应用

由于陶瓷和玻璃的本征脆性，破坏往往是突发性和灾

难性的。力学性能测试标准化有利于国内外检测机构统一

检测方法，正确评估材料的力学性能，极为重要。邱岩作

为项目骨干成员参与制修订了陶瓷和玻璃力学性能评价领

域的 11 项标准，主要负责完成技术开发、试验验证和装

备设计等。其中国际标准 6 项，国家标准 4 项，行业标准

3 项，包括我国建材领域中的第 1 项国际标准 ISO 13124

和第 2 项国际标准 ISO 17905，极大地完善了我国脆性材

料力学性能评价技术标准体系，提升了我国在国际标准领

域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4. 科研与管理共成长

科技发展部是一个企业对外的重要科技窗口。2015

年 10 月，邱岩调入国检集团科技发展部，任科技发展部

副部长，2017 年 6 月，由于表现出色，被任命为国检集

团科技发展部部长。在此期间，国检集团申报并成功立项

多个“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

中心、北京市工程实验室资质、中关村现代服务业等多项

资质申报成功。获北京市优秀国际合作基地、北京市专利

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建材行

业奖 3 项。国检集团被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评为“中国建

材行业标准化创新奖先进单位”，多名青年科技人员获得

国家、北京市的科技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