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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目光锁
定在世界岩土
科研实验仪器
最前沿，去发
现问题寻求解
决办法，实现
研发突破，是
冯怀平一直追
求的目标。

“所谓非饱和土，通俗地说，是指土的孔
隙没有完全被水填充满，我们看到的土，大多
是非饱和土。”冯怀平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给

《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非饱和土的概念。
冯怀平是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的副教授，是我国非饱和土力学理论与应用
专家。

多年来，冯怀平饱含激情在非饱和土研
究领域耕耘。其多项技术研发成果赶超国际
先进水平，为校企搭建了一个非饱和土理论
与应用的桥梁，创新成果在工程实践中不断
实现价值最大化。

走在前沿

冯怀平 2008 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主
攻非饱和土方向，自博士阶段开始，主要从事
非饱和土力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现为石家
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涉外土木工程方
向教研室主任。

把目光锁定在世界岩土科研实验仪器最
前沿，去发现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实现研发突
破，是冯怀平一直追求的目标。

非饱和土试验测试一直以来面临着耗时
长、成本高的问题。冯怀平通过反复试验，研
发了以他自己的姓名命名的“FENG SWCC”
土水特性曲线仪，经专家和用户检验，不仅成
功解决了原来仪器受水头影响大的问题，而
且提高了关于非饱和土进气值与滞回曲线的
测试精度，且仪器可以自由扩展测试终端，大
大提高了测试效率。而且，与国外设备相比，
成本降低 10 倍以上。

冯怀平研发的“FENG SWCC”土水特性
曲线仪已申报了国际 PCT 专利，还得到 GDS
公司的认可，并与该公司进行合作推广。GDS
公司在国际岩土试验和研究系统领域大名鼎
鼎，自 1979 年成立以来，一直保持在岩土试
验和研究系统的最前沿。

“我们的科研只有走在前沿，才能不受制
于人，得到别人的尊重与合作。”冯怀平说。

着眼再创新

冯怀平所在非饱和土实验室有美国、英
国的多套非饱和土测试设备，但现有这些仪
器在实验时总有许多不适合科学需求的地
方。

“引进仪器多为国际通用型，消化吸收国
外仪器的长处，研发适合不同科研需求的试
验仪器，一直以来都是我思考的问题。”在实
验室里，冯怀平谈起了自己搞实验仪器创新
的初衷。

冯怀平告诉记者，在黄土、冻土及膨胀土
等工程中，水分在土中的迁移对于土的力学
性质有明显的影响，然而，目前土的力学性质
测试方法，如动静三轴仪等都不能同时进行
水分迁移测试，其主要原因是三轴试验空间
狭小且测试过程不能中断，而传统的水分测
试方法探头体积大，均不适合使用。这一问题
成了制约水—力耦合试验发展的一个国际难
题。

“实验设备是开展实验研究的先行条件
和基础，也关系到实验成果的科学正确与
否。”在研究过程中，冯怀平经过反复试验发
现已有仪器的不足，结合具体科研问题再创
新。

从 2011 年开始，冯怀平先后与中科院化
学所、河北师范大学等多领域的专家商讨，将
电学、电化学领域著名的 VDP 理论引进了土
体含水量测试中，通过大量的比选试验，最终
确定了合理的电极材料、电极结构形式，研发
了测试控制及读数仪器，经实际检测及应用，
取得了良好的测试效果。

“着眼于工程中的科学问题与重视学科
交叉的再创新，才能有原创性成果。”冯怀平
认为。

就在前不久，以该试验方法为支撑的项
目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支持。

经过 3 年努力，冯怀平在实验仪器创新
成果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已经申报国家
发明专利 8 项，已授权 3 项。

为工程实际服务

“科研成果只有转换成生产力才能发挥
价值，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市场需求相

结合才能创造新的价值。”这是冯怀平秉承的
理念和奋斗目标。

冯怀平的科研一直是围绕着非饱和土理
论展开的。然而，非饱和土理论尽管近年来在
国内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非饱和土理论的
工程实践应用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难
题。

“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
再多，束之高阁，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
作用。”冯怀平深刻认识到非饱和土理论的研
究绝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坚持与实际结合，
创新成果只有在工程实践中才能实现价值最
大化。

从 2008 年开始，冯怀平跑企业、进工地，
足迹遍布西部、华北各地，尤其关注工程建设
中非饱和土理论应用的问题。经过多年攻关，
与企业联合研发的“区域非饱和土抗剪强度
的快速测定的方法”发明专利，解决了非饱和
土强度快速判断问题，填补了国内空白。

积极参与协同创新，让自己的科研与企
业合作，立足解决实际问题，冯怀平不断践行
着“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
跳”。

“非饱和土强度查询系统”“张家口地区非
饱和边坡设计程序”“非饱和路基沉降变形数据
管理及评估系统软件”等非饱和土理论应用化
软件连续完成。经企业工程实践检验，受到业内
及企业青睐和高度评价：“这些软件用得上、效
率高、精度准。”截至目前，他已有两套软件系
统获得了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国家勘察大师梁金国这样评价冯怀平：
“他的科研成果，搭建了一个非饱和土理论与
应用的桥梁，使非饱和土理论真正为工程实
际服务。”

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使用“216
望远镜”的权利。作为红色天文事业
的奠基者之一，这，或许是让肖光甲
最为欣慰的一幕。

聂 建 国 常
说，他为自己在
我国选择了土木
工程作为毕生追
求的事业而庆
幸，因为他遇上
了千载难逢的好
机遇。

在河北省兴隆县的绵延群
山中，有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
独特基地。这里，一架架奇特的
仪器指向天空，而且有着奇特
的规定———所有房间都尽量避
免暴露灯火。晚上进入房间，第
一 件 事 不 是 开 灯 而 是 先 拉 窗
帘，然后才能开灯；哪怕是基地
招待所走廊都只设置昏黄的壁
灯；所有人在基地户外行走的
过程中使用的手电，一律向下
照射，不可以照射天空。

这并不是什么军事重镇，而
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兴隆观
测基地。禁止灯光是因为它属于
一个光学天文观测站，任何光学
干扰都会破坏观测环境。

北京天文台怎么把观测站
建在河北了？而且还建在荒僻
的山区？

曾有人开玩笑，说那是因为
这个基地的选址是八路军干的，
适合打游击……

玩笑归玩笑，细细查究起来，
在兴隆建立基地，还真是一位曾
在科学院工作的八路军选择的。
此人，便是曾担任北京天文台副
台长、中国天文学会第二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的肖光甲。

肖光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八
路军，而且，若不是这位老八路雷
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只怕还不会
有兴隆观测基地呢。

1957 年 7 月，中国著名天体
物理学家程茂兰从法国返回祖
国，积极推动中国国家天文台的
建立。这一建议得到国家重视，
1958 年，国家最终委任程茂兰为
北京天文台筹备处主任，开始筹
建北京天文台。为了完成这一艰
巨的任务，需要为筹备处配置一
名立场坚定、事业心强而且工作
能力超群，又善于团结和支持高
级知识分子的党政人员来配合工
作。肖光甲便因此被任命为该筹
备处办公室主任及党的领导人。

有趣的是，肖光甲获得这一
任命，一方面由于其工作能力优
秀，另一方面还因为他和程茂兰
先生都是河北博野人，两人作为老乡沟通顺畅。肖
光甲在加入工作后迅速组织起建设团队，并有效地
在北京天文台沙河站的建设等工程上发挥作用。

对于一个天文台来说，光学天体物理观测站是
必不可少的。早在北京天文台筹备之初，对其选址
工作便提上日程。这一工作并不容易，因为光学观
测站的要求很苛刻，须空气澄澈，还要周围越黑越
好，人口、交通日益发达的北京很难找到相应地址。
而且由于随后遭遇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工作一度停
滞，直到 1963 年才再度恢复。

选址难在这种天文观测地点往往设在山区，工
作人员要不断爬到不同的山顶上进行观察、检测，
爬一座山常常就是一天，工作效率较低。最终，还是
出身部队的肖光甲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才完成
了选址工作———1963 年 4 月，在肖光甲的联系之
下，空军为天文台提供了一架安二型飞机进行航
测。他亲自带领学者和测绘人员上飞机，在两千米
高空沿南北方向在北京周边由西向东逐行扫描，随
后他们在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圈定山顶地势平
坦，海拔足够高而且周边地形符合要求的地点。

经过两天艰苦的航测飞行，河北省兴隆县的南
双洞乡和滦平县城北面的一些山头被认为适合建
设这一观测基地，经过对比，现在的兴隆观测站地
址定选。

这里实在太符合天文方面的要求了。
兴隆观测站所在的地点海拔将近千米，晴天很

多，尤其是大气透明度特别好，晚上朝天上看过去，
连星星都不会眨眼。这说明此处大气很稳定。事实
上，直到今天，虽然华北地区经常发生雾霾，但兴隆
观测站至今仍然大多数时间天气晴朗，令人欣慰。

应该说，如果没有动用航测，很难这样快地选
定地址。而肖光甲在这次选址中的表现，更令周围
的工作人员吃惊。参加航测的其他工作人员大多晕
机，而他年龄虽然最大，却毫无问题，每天参加航测
以外，一边给大家打气，一边安排后勤，大大地加速
了候选地的确定。这副好身体令当时一起工作的同
事瞠目结舌。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天文方
面雄心勃勃，设计在兴隆观测站安装比法国天
文台更大、更先进的 2.16 米直径巨型天文望远
镜，代号“216 工程”。这要求各方面通力配合进
行研制，也要求较高的制作水准，尤其是中途遇
到动乱年代，肖光甲等被停止工作，因此这一宏
愿很长时间没能实现。人们还记得，1974 年，肖
光甲、程茂兰恢复工作，他们马上逐个向著名学
者周培源、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等进行汇报，
要求得到支持，恢复“216 工程”。

“216 工程”恢复了，比它更大、更先进的郭守敬
望远镜也已经在兴隆开始工作。可惜的是，肖光甲
病逝于 1979 年，未能看到理想的实现。

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使用“216 望远镜”的权
利。兴隆观测基地陈颖为工程师介绍说，只要有
好的想法，普通人也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申请
使用 2.16 米望远镜。他们专门设有评审委员进
行评审，只要想法有科学价值，就会分配给提出
者望远镜的使用时间。

作为红色天文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这，或许是
让肖光甲最为欣慰的一幕。

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只要和谁聊起聂
建国老师，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组合结构”这
四个字。30 余年来，聂建国为了我国钢 - 混凝
土组合结构的发展，在学术研究、工程实践以及
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取得了突出成绩。
2013 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学术界同行眼里，聂建国是一位不断创
新的开拓者；在工程界的同行眼里，聂建国不但
是组合结构研究的坚守者，还是一位满怀责任
感的实干家；在他的学生眼里，聂建国更是一位
深受爱戴的良师益友。

不断创新的开拓者

“当前我国土木工程建设大发展给结构工
程，尤其是组合结构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土木工程应当成为我国最有希望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的学科之一。”聂建国坚信，中国目
前已经是土木工程大国，在不久的将来，只要我
国土木工程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努
力，必将实现老一辈提出的土木工程强国的目
标，而组合结构也必将会在实现我国土木工程
强国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面对如此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聂建国带
领着他的团队立志做一等的事业。“作研究有两
个方向，一种是追踪国际上的热点，另一种是引
领国际上的热点，第一种我们要做，但我们更应
追求后一种。”他始终坚持“做一流的项目，做有
价值的项目，做引领组合结构前沿的项目。”

正是怀着这样的抱负，聂建国在组合结构
的新体系和新技术，组合结构的基本性能、设计
理论和计算方法以及既有结构新型加固改造技
术等方向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研发的叠合板组
合桥面系、双向组合梁板结构体系、槽型组合
梁、抗拔不抗剪连接综合抗裂技术、钢板—混凝
土组合加固技术等都是对传统钢—混凝土组合
结构的重要发展。

他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关于组合梁滑移效
应的研究。1995 年他发表了关于该问题的第一
篇论文，之后就掀起了关于滑移效应研究的热
潮，相关论文目前已被他人引用 380 余次；关于
高强不锈钢绞线—高性能砂浆加固技术的研究
论文，连续被评为首届和第二届中国百篇最具
影响力国内学术论文奖。此外，据结构工程领域
国内著名期刊《土木工程学报》统计，该期刊自
1954 年创刊至 2005 年，被引用最多的前 8 篇论
文中，有 3 篇是聂建国教授的论文；据《工程力
学》统计，该期刊自创刊至 2008 年，聂建国的论

文综合引用率最高。

组合结构的坚守者

要做大事业，不仅要有眼光，做一流的项
目，更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

上世纪 80 年代初，聂建国刚开始研究钢—
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时候，中国经济实力还很弱，
组合结构应用很少，论文也没人引用。但他看准
了组合结构的发展潜力，就坚持在组合结构的
研究方向上一直走下去，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不放弃。正是由于他 30 余年在组合结构这一
领域的积累，才有了如今事业上的高度。

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其实最难做到的就
是坚持，尤其像聂建国那样 30 年来无论周围环
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能始终如一地钟情于组
合结构的研究，更是难能可贵。

1989 年 2 月，聂建国被当时的国家教育委
员会（现教育部）派往前南斯拉夫进修。由于他
扎实的科研功底和出色的表现，国外导师主动
提出后续资助，让他转攻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
后，聂建国于 1992 年 3 月回国，在清华大学土
木工程系做沈聚敏先生的博士后。

在清华做博士后的日子，也正是聂建国事

业刚起步的时候，当时国内组合结构的研究
和应用都很少，要想取得每一点点进展其实
都很艰难。“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没有合
作导师对我研究方向的鼓励和支持，没有一
些工程界同行对我最初构想的肯定并提供研
究资助，也许我早已退出组合结构的研究领
域了。”他回忆说。

聂建国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他在博士后期
间完成的第一个工程咨询项目，这个项目当时
对他的意义很大，不仅把他的一些构想很好地
在实际工程中实现了，更重要的是给他提供了
宝贵的研究经费，使他完成了许多拓展性的基
础科学研究。而正是这些早期的研究积累，才有
了他后来成功申请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以及随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

随着聂建国在行业内的影响不断增大，很
多工程界的同行都来邀请他主持工程咨询项
目，但此时他却婉言谢绝了许多和组合结构无
关的项目，并将它们介绍给更适合的同行，而他
仍然坚持只做组合结构。

当组合结构研究不是热点时，他仍能坚持
守候；而当组合结构研究成为热点时，他又能不
断发展新的方向。

满怀责任感的实干家

聂建国研究工作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紧密
结合工程实践，紧密结合我国基本建设的国情，
致力于解决大型复杂土木结构工程中的一些关
键难题。他的研究灵感多源于实际工程中的现
实问题，通过提炼其中的科学难点和技术瓶颈
开展深入研究。

“作为一名从事土木结构工程专业的科技
工作者，首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仅仅
局限于书本和理论，更要心系社会。”这是聂建
国一直坚守的工作准则，也是他多年来从事结
构工程研究和应用的感悟。他常说：“土木工程
这个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我们责任重大。看看
那些桥梁事故、地震中垮塌的生命线工程，还有
那些短命的建筑，如果我们能多些责任感与使
命感，把工作做得好些、再好些，也许就能避免
或减少许多悲剧和遗憾。”

对于每一项工程，聂建国不仅重视设计的
先进性和科学性，而且还十分重视施工的可
行性。他认为结构工程的成果最终要通过施
工这个环节来具体实现，如果无法施工，纵使
有再好的构想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他的
许多成果都是在充分考虑施工可行性的前提
下提出的。

他的多项成果被《钢结构设计规范》《钢—
混凝土组合结构设计规范》《公路钢结构桥梁设
计规范》等国家或行业标准所采纳，对促进组合
结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深受爱戴的良师益友

作为和聂建国接触最多的研究生，最让他
们钦佩的还是聂老师的为人。

无论取得什么成绩，聂老师始终非常谦虚，
他经常说自己只是赶上了好机遇，在已有的工
作基础上做了一些发展而已。

作为一名教师，聂建国始终把培养学生作
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虽然平时很忙，但他只要不
出差，就坚持在办公室工作到晚上 11 点实验室
锁门，周末和节假日也基本如此，他说这样学生
就能随时找他交流。

聂建国雷打不动地每周参加学生们组织
的学术沙龙，保证每周都能和他的学生有充
分的交流。他常说，他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
绩，主要有一批优秀的学生，有一个团结奋进
的团队，组合结构的发展终究要靠一代又一
代青年人来传承。

聂建国：抓住机遇做大事业
姻通讯员 曾明彬 周秀平

冯怀平：饱含激情耕耘“非饱和土”
姻本报记者高长安通讯员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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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数学家王国俊 1935 年
11 月 5 日出生于北京市，
1958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师
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在
中学任教 20 年，1978 年 4
月调入陕西师大数学系，
1986 年 5 月至 1994 年 10
月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
王国俊在数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拓扑
学方面，研究内容涉及一般拓扑、格论、L-Fuzzy
拓扑，他创立了拓扑分子格理论。数学研究之
外，王国俊在人才培养方面同样贡献卓著，特别
注重课程讲授的艺术，在教学原则、方法和态度
方面有着独到见解。1994 年卸陕师大任校长后，
他将全部精力投入科研和教学。2013 年 12 月
16 日，王国俊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 78 岁。

2013年12月16日，王国俊逝世1周年

光谱学奠基人、物理
学家格哈德·赫茨贝格出
生于德国汉堡。1945 年，他
在加拿大国立科学研究所
建立起分子光谱研究室，
开始 研 究 宇 宙 的 分 子 光
谱。通过撰写经典的《分子
光谱和分子结构》 三部曲
以及《原子光谱和原子结构》，他系统化了光谱
学领域的知识。这些著作成为光谱学领域的物
理学家、化学家和天文学家所尊崇的“圣经”。
1971 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并获得瑞典学
院这样的赞誉：“在科学界，一个人无论多么杰
出，能像他这样领导整个具有普遍重要性的研
究领域仍属罕见。”1999 年 3 月 3 日，赫茨贝格
逝世，享年 95 岁。

1904年12月25日，赫茨贝格诞辰110周年

1804年12月10日，卡尔·雅克比诞辰210周年

普鲁士数学家卡尔·
雅克比出生于一个犹太家
庭，他被认为是历史上最
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月球
上的一座环形山以他的名
字命名。1825 年，雅克比在
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并于 1829 年担任哥尼斯
堡大学教授。他是被德国大学任命为教授的第
一位犹太数学家。雅克比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
椭圆函数理论，他还在微分方程和理论力学的
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中尤以哈米尔顿—雅
可比理论著称。雅克比相信很多复杂问题可以
用逆过程重新表达，他善于处理各种繁复的代
数问题，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上都有非凡的
贡献，其数学成就对后人影响颇为深远。1851 年
2 月 18 日，雅可比在德国柏林逝世，年仅 47 岁。

（栏目主持：余艾柯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