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陈海阔 美编：张一凡 校对：蔡斌 组版：徐一华

2019年11月26日 星期二06 专题

“珠海建设科技院士行”21日至23日成功举办

院士专家赋能 珠海收获“大礼包”

采写：本报记者 张晓红
见习记者 佘映薇

摄影：本报记者 钟 凡

建设与港珠澳大桥衔接的“六
横十纵”交通网络，明年黄茅海大桥
正式开工建设，珠机城轨一期（拱北
至横琴段）预计年内开通，广江珠澳
高铁、广中珠澳高铁、深珠铁路提上
日程……汇报会上，珠海未来的交
通蓝图令人振奋，获院士们点赞，并
纷纷提出建议。

“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将珠
海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公路等
交通枢纽连结成网，打造陆海空
立体化交通体系。”中国工程院
院士、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
公司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杜彦良建议。他以八达岭长城
站、深圳福田高铁站两个地下火车
站为例阐述，“珠海地下交通规划
目前尚是空白，应尽早将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纳入到规划体系，促进地
下和地面交通体系衔接，解决城市
用地紧张、交通拥挤等问题。”杜彦
良建议，智能交通是智慧城市的重
要标识，应不断推进新材料、新装
备、新工艺推广应用，助力未来交
通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道路工程专
家郑建龙认为，“相比高速铁路，城
际铁路效率更高、造价更低。在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城际铁路围线，打
造“‘一小时生活圈’，能有效促进大
湾区人员、物资等要素在更大范围
内高效流动。”

郑建龙建议，港口建设不仅要
考虑深水航道、深水泊位等选址要
素，更要重视其与陆地交通网络的
快速衔接，打造水路铁路公路联运
的物流体系，便利货物向内陆疏散，
全面提升港口辐射能力。

聚焦于未来交通发展趋势，郑
建龙指出：“珠海交通扩建过程中一
定要发挥后发优势，在建设过程中
打造绿色交通，减少污染、节约资
源。”

发展海洋经济要把环境保
护放在首位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珠海是珠
三角海域面积最大、岛屿最多、海岸
线最长的城市，146座海岛星罗棋
布，带来丰富的海洋资源，因此海洋
海岛建设开发也成为院士们关注的
焦点。中国工程院院士、海洋与海
岸工程专家李华军说：“海洋经济是
珠海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海洋
新兴产业珠海大有可为。”

海岛生态环境脆弱，开发环境
风险大，受交通条件限制，工程建设
难度大。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工结
构专家钮新强指出，要把环境保护
放在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基础
工程设施安全专家王复明建议，珠
海可以选择一个海岛做试验岛，建
立实验室深入研究海岛生态保护、
能源供给、垃圾处理等问题，同时借
助研究平台吸引并培养专业人才，
借助“珠海经验”实现科学研究和人
才培养的双丰收。

面对海岛开发所面临的生态压
力、能源供给压力，中国工程院院
士、渡河（海）工程专家王景全表示，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
出，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5％。

“海岛开发要重视风能、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建设，实现有机废弃物的
能源化利用，消除有机废弃物造成

的环境污染。”

让绿色智慧的建造业为珠
海赋能

建造业是地方国民生产总值的
重要来源，数据显示，珠海建造业快
速发展，其创造的GDP是5年前的3
倍左右。加快发展建设科技为传统
建造业赋能，以打造未来粤港澳大
湾区珠江西岸建造业产业高地，对
珠海做大城市能级、量级具有积极
意义。

“珠海发展面临前所未来的机
遇，未来城市面貌将焕然一新。珠
海要把握机遇，利用科技创新推动
珠海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工程院
院士、重庆大学教授周绪红表示。

“建筑产业由粗放模式向精细
化、信息化模式转变是必由之路。
珠海建设科技发展要以问题为导向
打开思路、打造亮点。”周绪红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首席专家肖绪文建议，珠海正迎
来建造业发展新周期，必须把强化
绿色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装配式建造是推进绿色建造
的重要把手，未来将改变珠海建筑
产业发展形态。”肖绪文指出，推动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建造系统
是当下重要命题。

“发展建设科技要贴近产业，大
力发展建造服务业，提高建筑业专
业化的服务水平。”中国工程院院
士、土木与建筑工程管理专家丁烈
云指出，2018年，我国服务业生产总
值占国民生产总值52.2%，与发达国
家相比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珠海建设科技创新如何“走”？院士专家这样说

交通枢纽连接成网 湾区城市互联互通

周绪红院士：
期望珠海打造湾区建筑科

技创新的样板
多次前来珠海“把脉”建设科技

发展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
授周绪红说，珠海的发展面临前所未
有的良好机遇，在全面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中，还要抓住广深科技创新
走廊的建设，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经
济和社会发展，珠海城市面貌将会又
是一个新的提升和改变。

“珠海正历史性地站在粤港澳
大湾区的重要节点上，未来无疑将
承担着重要角色。”周绪红认为，珠
海区位优势独特，是唯一同时与港
澳陆桥相连的城市，肩负着不可替
代的使命和责任。珠海要进一步加
强完善跨区域海陆空软硬件设施建
设；要利用好建设好跨境跨区域基
础设施，同时依托港澳科技院校人
才资源，打造跨境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凝聚境内外科技人才的高地。

周绪红说，珠海的滨海城市建
设快速发展，以港珠澳大桥为代表
的一批典型工程相继拔地而起；并
且海上风电能源、海工装备制造、海
洋渔业等产业也迅速发展，海洋经

济产业日渐成为珠海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

“珠海建设科技和相关产业的
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面临着超强
台风等恶劣自然灾害、复杂软土地
基等不良地质条件和严酷的滨海腐
蚀环境等系列耐久性问题。”周绪红
建议，珠海必须针对滨海城市建筑
与基础设施建造、运营维护等，展开
更加深入的探索和研究，跨越式提
升滨海城市工程建设行业的科技创
新水平，推动滨海城市工程建设的
绿色化、智能化、长寿化发展。珠海
在这一命题上做好文章，有所作为，
可以走在全国的前列，为湾区打造
建筑科技创新的样板。

“这不仅对珠海建筑和基础设
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
于我国土木工程的可持续发展，乃
至整个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周绪红说。

侯保荣院士：
研发核心技术提高构筑物

耐久性
“一颗颗跨海大桥上的螺帽，面

积虽小，但如何解决海水腐蚀的问
题？”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海洋腐

蚀与防护专家、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侯保荣把海洋腐蚀称为“吃金
属的老虎”。他说，我国海洋腐蚀状
况调研结果显示，我国腐蚀成本约
占我国GDP的3.34%。

侯保荣建议珠海建立健全高效
的技术创新体系，掌握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开发更多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从整体上提
高构筑物的耐久性。

聂建国院士：
一定要把新时期的建设法

则贯穿到城市建设的全过程
城市建设的目标应该是高品

质、高性能、低消耗、低排放、高效
率、长寿命。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和
能源的消耗非常大。

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结构工程专家、清
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聂建国建
议，珠海更好地发挥新成立的建设
科技促进中心和建设科学技术委员
会的作用。创新驱动珠海可持续发
展，科技引领珠海高品质未来，珠海
城市建设需要从感性到理性，粗放
到精细，目标是更宜居、更绿色、更
美丽。

11月22日下午，15名参与“珠
海建设科技院士行”活动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和行业顶尖专家，一同登
上由华发集团投资建设的横琴国际
金融中心大厦（以下简称IFC）开展
实地调研考察，为珠海超高层建筑
问诊把脉。

雄踞横琴金融岛的IFC地上净
高达339米，是珠海超高层建筑科
技的集大成者，竣工之后将是珠海
最高的建筑。

珠海属于我国风荷载最大的地
区之一，常年受台风侵袭，为应对超
高层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度等问
题，IFC在华南地区率先采用了世界

领先的TSD（调谐液体阻尼器）技
术，这是全国第二个投入使用的同
类装置。当大风来袭时，塔楼的振
动将带动大厦顶部经改造的消防水
箱中的水，产生波浪并发生共振，从
而抵消塔楼的振动，并达到规范中
最高的舒适度要求。

IFC绿色环保、智慧建筑等先
进技术也走在业界前列。如采用
可见光透射比高的玻璃幕墙增加
室内自然采光，可再循环材料使
用率大于 10%，获 LEED金级、国
家绿色建筑设计标识二星级殊
荣；搭建了智慧建筑管理系统平
台 IBMS、人脸识别和行为分析视

频安防系统、国际甲级写字楼智
慧设备管理系统等，建筑智能化
程度极高。

本次活动发起人、中国钢结构
协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岳清瑞
详细了解情况后，对华发集团匠心
打造的IFC经受住了多次超级台风
的考验表示肯定。

岳清瑞认为，近年来，随着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向纵深推进，珠海
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
幅提升，对建设科技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更高要求，“珠海需要更多像
华发集团这样有建筑科技实力的
龙头企业共同推进建设发展”。

荟萃全球建筑“黑科技”

珠海第一高楼接受院士团“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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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颗跨海大桥上的螺帽，
面积虽小，但如何解决海水腐蚀
的问题？桥梁的钢结构、焊点焊
缝怎样利用新技术防海水腐蚀？”

11月21日至23日，“珠海建
设科技院士行”活动在珠海成功
举办。来自中国工程院土木、水
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工程管理学
部，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的周绪
红、聂建国、岳清瑞、杨秀敏、王景
全、侯保荣等15名院士和多名行
业内知名专家共聚珠海，立足珠
海特色，为珠海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珠江西岸建造业产业高地支
招。

珠海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强劲
的发展势头令院士专家们“一见
倾心”；“珠海建设科技院士行”活
动也收获了丰厚的“大礼包”。活
动期间，院士专家们咨询、座谈、
听取汇报，考察横琴自贸区超高
层建筑国际金融中心大厦项目工
地，奔赴万山区东澳岛了解海岛
陆岛交通以及牛头岛沉管隧道生
产基地建设情况……珠海建设科
技创新掀起一场“头脑风暴”，院
士智库与珠海企业“一拍即合”，
多个合作项目迅速推进。依托国
内顶尖的智库支持，珠海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珠江西岸建造业产业
高地”势头喜人，前景可期。

——此次院士行活动后，中
冶建研总院将对珠海大潮建设集
团发展外围结构（如大型公共场
馆屋面系统、超高层的外围结
构）、外围护装配式构件的设计、
施工、制造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就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达成了意
向。

——中科院海洋所、海洋腐
蚀与防护专家侯保荣院士和中大
化工学院，拟与珠海市建设安全
研究院及珠海市振业混凝土有限
公司紧密合作，把团队的海洋钢
结构混凝土防腐蚀技术成果应用
于横琴新区中铁十六局大横琴山
隧道项目，让钢混结构健康监测
及阴极保护防腐蚀工作成果在珠
海落地、开花结果。

——东南大学高性能混凝土
专家刘加平教授与珠海市振业混
凝土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将中国
二十冶集团的总部大厦二期工程
作为高性能混凝土示范项目，力
求该项目混凝土结构达到无裂缝
的国家一级防水标准，且防水年
限与建筑结构同寿命。

——土木与建筑工程管理专
家、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
院士对荣获多项全国建筑大奖的
珠海建星集团企业管理模式、信
息化建设、科技创新、集采平台建
设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肯定，希望
近期能对建星集团进一步深入研
究。

——长期从事海岸和海洋工
程安全与防灾理论研究与技术开
发的李华军院士意向结合具体项
目进行科研成果应用合作，针对
具体难点和关键技术问题实现合
作共赢。

——长期从事渡河渡海工程
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王景全院士对
珠海万山列岛开发试验研究成就
表示欣赏，愿意在生态岛礁建设、
海岛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清洁能
源体系建设、防灾减灾工程落地、
海上风电及高效海水淡化应用、
海岛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给予智
库支持。

——王复明院士 2016 年创
建了中山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并
担任首任院长，其团队常驻珠海，
意向促成中山大学国家级海洋实
验室与珠海合作，合作前景广阔。

院士专家们强调，珠海应着
力提高建设科技实力，研究解决
复杂技术难题，努力推广建筑新
理念、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积
极开展人才培养、机构孵化，实现
产业集聚，推动滨海城市建设行
业科技创新水平的跨越式提升。

院士专家们一致表示，愿在
交通规划、水体治理、海洋海岛开
发及建筑业转型升级等领域，为
珠海持续提供高端智库支持，为
珠海建设科技的创新发展赋能。

侯保荣

周绪红

聂建国

岳清瑞

王景全

杨秀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