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望青，生于 1966年 4月，籍贯湖北省天门市，中国铁

建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1988年毕业

于西南交通大学桥梁专业，长期从事大跨度高铁桥梁设计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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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矫 阳

文望青文望青：：
跟着高铁勇闯建桥禁区跟着高铁勇闯建桥禁区

◎洪恒飞 程振伟 本报记者 江 耘

“目前国内高铁桥跨度已超过 1000 米，为世

界桥梁之最，但其实际行车时速不超过 250 公

里。跨度 300 米以上、满足时速 350 公里运行要

求的高铁桥，我们仅设计建成了两座。”中国铁建

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四

院）副总工程师文望青近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

“设计满足快速运行要求的大跨度高铁桥，

是我毕生的追求。”从业 33 年来，作为铁四院桥

梁勘察设计技术研究部门的主管，文望青主持设

计了众多桥梁，为我国高铁桥梁建设技术向大跨

度、重载和高速发展作出了贡献。

4月 20日，由文望青主持设计的武汉至十堰

铁路崔家营汉江特大桥，荣获 2021 国际桥梁大

会 IBC（International Bridge Conference）铁路桥

奖章，这是继南京长江大桥之后我国第二座获此

殊荣的铁路桥。

◎新华社记者 姚子云

2010 年 12 月 3 日，在京沪高铁综合试验先

导段——枣庄至蚌埠段，动车跑出时速 486.1 公

里最高试验速度，刷新了世界纪录。这一成绩，

让数年耕耘在京沪高铁勘测设计一线的文望青，

激动不已。

1988 年，文望青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加

入铁四院。老师传授的桥梁设计宗旨——追求

安全、经济、美观、跨越能力强，文望青一直记在

心间，并努力落实到每个设计项目中。

1994 年，京沪高铁进入工程试验阶段，时年

28 岁的文望青受命主持京沪高铁上海段桥梁设

计工作。

要想高铁跑得快，线路平直与否至关重要。

长三角地区存在深厚软土层，加之土地资源紧

张，因此在线路选取上多以桥代路。京沪高铁全

线桥隧比高达 82%，仅徐沪段就有中型以上桥梁

138座。

建造桥梁是第一步，之后要铺设轨道。高铁

无砟轨道铺设标准非常高，桥墩建设完工后，沉

降数值要控制在 2厘米以内，相邻桥墩沉降差要

控制在 5毫米以内。不过，在深厚软土层上控制

沉降非常难，这一地区因此一度被认为不适合建

设高速铁路，在此地建桥甚至被戏称为“在豆腐

上插筷子”。

“一定要设计出满足高铁安全运营要求的

桥。”文望青暗下决心。

通过深入研究基础沉降原因，文望青团队

发现：若设计一座墩高 12 米、单桩承载力 300 吨

以内、跨度 32 米的简支箱梁高铁桥，需采用 10

根直径 1 米、长 45 米以内的桩基；按照桥梁静

力计算，如果把单桩承载力提高至 400 吨以内，

采用最长 60 米的桩基，根数可减少到 8 根，在

几乎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可使桥墩基础沉降

控制趋于零。

而后，文望青带领团队通过现场大量试验研

究与理论分析，总结出深厚软土地区桥梁基础变

形控制技术，打破了“长三角深厚软土地区是高

速铁路建设禁区”的断言。

在“豆腐”上插牢“筷子”

2020 年 4 月 22 日，商合杭高铁合湖段联调

联试，动车通过全长 686米、主跨 324米的裕溪河

特大桥时，时速达 385公里。

我国跨度 300米以上的高铁桥梁中，这是第

二座满足运行时速 350公里要求的桥梁。

“此前，跨度 300米及以上的高铁桥，多采用

斜拉桥等柔性结构。受自然环境影响，桥面高程

会随气温升降而变化，影响轨道的平顺度。”文望

青说，当时由于有砟轨道维修技术相对成熟，我

国设计的满足时速 350公里要求的高铁桥，其桥

梁轨道均为有砟。

“不过，有砟轨道也有它的短板。列车高速

通过有砟轨道时，道砟（用来铺公路或铁路路基

的粗沙砾或碎石）容易被火车吸起，也容易击打

列车底盘，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我国铁路部门

规定，高铁通过有砟轨道，以时速 250 公里为界

限。”文望青说。

若采用无砟轨道则可避免道砟飞溅，其平顺

性、稳定性好，但这种轨道对施工工艺要求高，对

沉降控制要求苛刻。

如何在大跨度桥梁铺设无砟轨道，这成为一

个难以攻克的技术问题。

谁来解决？文望青站了出来。“我们一定要

啃下这块‘硬骨头’。”他说。

2017 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铁集团）设立“大跨度桥梁铺设无砟轨道

技术深化研究”项目，文望青主持其中的桥梁课

题，并以昌赣铁路赣江特大桥为项目依托。

赣江特大桥设计主跨长 300米，主跨塔底以

上索塔全高 120.6 米，是国内首座设计时速 350

给大跨度桥铺上无砟轨道
30 余 年 主 持 项 目 无 数 、获 得 多 项 业 内 荣

誉……对于一般的桥梁设计师来说，这样的职

业成绩已相当不错，可以放慢脚步，不用把自己

逼得那么紧了。

不过，55 岁的文望青并不这么想。“职位意

味着责任，荣誉也只代表过去，明天依旧需要努

力与付出。”他说。

文望青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工作

之余，他坚持学习，充实提高自己，他的办公桌

前常年摆放着各类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资料，

没事就翻翻。“学习是一种快乐，我没觉得是负

担。”他说。

谦逊温和，是很多和文望青打过接道的人，

都会给出的评价。“他脸上总挂着笑，没一丁点儿

老总的架子，像位慈祥的‘老父亲’。”文望青的一

位同事说。

每当年轻设计师遇到问题、向文望青请教

时，他不管有多忙，总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耐心听

别人讲完，然后一步步为其答疑解惑。

“和文总讨论问题，总能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他会帮你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同时举一反

三，最后再来个发散拓展。”文望青的一位年轻同

事说。

工作上拼搏忘我、尽职尽责，生活中，文望青

的兴趣十分广泛，唱歌、登山、游泳都是他的爱

好。最近，他迷上了散步，不仅自己坚持每天散

步 1到 2小时，还邀青年同事一起锻炼身体。

强健体魄，是为了继续在造桥之路上走得

更远。

如今，文望青正率领团队，研究如何利用

前沿信息技术，辅助完成桥梁勘察、设计等基

础工作。“这无疑会提升高铁桥的设计研究效

率，未来我们要把更多高科技融入设计工作

中。”他说。

乐于为年轻设计师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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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追梦人

焊花四溅、火光闪耀……记者见到黄发明时，他像往常一样手持焊

枪，对机器裂纹处进行缝合。

脱去作业服，他的手腕和脖子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伤疤。“这些都是

平时电焊飞溅的火花烫伤的，最大一块在脚上，比硬币还大。”他说，有时

在狭小的空间焊接，看着火星子往身上飞溅都没办法躲。

黄发明是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德兴铜矿采矿场铲装工段电焊组组

长。30多年来，他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业内知名的“焊王”。

“其实刚开始焊枪都拿不稳，是组里的‘菜鸟’，常常拖后腿。”黄发明

搓了搓布满老茧的手笑着说。

“矿山的大型设备造价昂贵，给它们做‘手术’，一定要有一流的技

术。”他暗暗下定决心，把自己“焊”在了矿区。

同事在焊接，黄发明就凑过去学。散落在检修现场的废弃边角料，成

了他的宝贝，塞满了他的工具箱。空闲时，他就拿着边角料练手。“看着两

块材料严丝合缝‘咬’在一起，很有成就感。”他说。

冬天的露天矿区，风吹在脸上像针扎，手冻得连焊枪都握不住；夏天，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背上太阳晒，脸上电弧火花烤，刺眼的光、呛人的味，

汗水浸透了工作服……为了把一个动作练规范，他常常一练就是大半天，

吃饭时手都握不稳筷子。

多看、多学、多问、多练，几年下来，黄发明的笔记记了十几本。经过

无数次打磨，黄发明不仅掌握了特殊焊缝的技术要领，还掌握了手弧焊、

TIG焊等多种焊接方法，平焊、立焊、横焊、仰焊等各式焊姿样样精通。

随着焊接技艺日渐娴熟，一些急难险重的活也落在他的头上。“采矿

属于产业链上游，一旦机器受损停摆，换新件成本高、耗时长，将影响矿石

采选、冶炼等下游环节。”黄发明说，一些零配件动辄上百万元，能够安全

延长设备使用时间，就是创造效益。

有一次选矿设备出现问题，黄发明深夜接到电话来到现场。原来，直

径 5 米多的选矿设备筒体出料端出现了一道长 1.6 米的裂纹。这台设备

价值约 3000万元，每天能处理 7500吨的矿石，需要尽快修复。

修复裂纹，最快捷的办法是电焊。可修复这么长的裂纹，焊接产生的

高温容易使筒体变形。旁边的老师傅朝黄发明使眼色：别白忙活，没戏。

黄发明却泡在现场，最终拿出了一套方案。他改变以往大规模拆装

零件的惯例，只拆除部分零件，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背面加不同

材质的垫板补焊，将变形减到最小，成功修复筒体裂纹。

在黄发明看来，当代工人已经从苦干向巧干转变，向知识型、创造型

方向转变。在学好焊接技艺时，黄发明积极学习力学、材料学等知识，提

升焊接工艺。

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为更好地发挥带头人作用，2017年，

黄发明牵头成立“黄发明创新工作室”，为矿场培养更多人才。2019 年，

黄发明创新工作室申报了 7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 4项获国家授权。2020

年，黄发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焊王”黄发明：

给矿山大型设备做30年“手术”

30 岁那年，走出校门的郭博士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一上来就碰到

了“最难的施工项目”“难以完成的工程”。“要干就干好”，郭博士这么想

着，也这么做着。

郭博士名叫郭朋鑫。2015 年，他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博士毕

业，进入中建五局三公司，担任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项目技术员。

项目所在地原来是长沙的一处废弃矿坑，坑口足足有 25个足球场大

小。根据设计，长 200 米、宽 160 米、总面积约 3 万平方米的主体建筑“悬

浮”于矿坑之上，被称为“地平线下的超级建筑”。

郭朋鑫的工作从最基础的测量放线做起。每天早上，他挎着工具包、

扛起全站仪，从地面沿着盘旋的土路走到坑底，单程要半个多小时。

当时有同事打趣说：“小郭，你一个博士，怎么天天扛着仪器跑工地呢？”

戴着眼镜、有些书卷气的郭朋鑫说，测量放线看似简单，却是不可或

缺的，只有在现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才能做好设计方案优化。

郭博士一头扎进项目，跑现场、看图纸、做方案。项目图纸超过 4000

张，他经常晚上“泡”在办公室查阅，忙得太晚就索性睡在办公室，第二天

早上又到工地和施工人员交流。

随着项目推进，真正的挑战来了。混凝土如何向下输送，岩壁如何支

撑重达上万吨的钢结构平台……“很多技术没有先例，我们是干了一件别

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郭朋鑫说。

为了解决长距离向下输送混凝土存在的离析、爆管等问题，郭朋鑫和

同事们做了数十次试验，反复验证材料配比和施工工艺；为了解决巨型平

台的支撑问题，他们“脑洞大开”地借鉴桥梁施工技术，创新运用贝雷架支

撑体系……

贝雷架的关键点位上，安装了 100多个传感器，用于监测受力和变形

情况。郭朋鑫还记得，2017年，刚开始监测数据总是传输不过来，让人很

着急。当时正值盛夏，他背起检测仪，穿过施工通道，大汗淋漓地爬到平

台上对线路一根一根地排查，最终找到了故障原因。

正是靠着一次次创新、一点点突破，这个矿坑里的超级建筑由不可能

变为可能。4年多时间里，郭朋鑫也从技术员成长为项目总工，主持了 92

项技术方案的编制，参与了 15项专利、13项工法的研发。2020年，他获评

“湖南省劳动模范”。

回顾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项目，记者问郭朋鑫：“你什么时候觉得最有

成就感？”他的回答是——

2020年 5月，他带着孩子到试运行的湘江欢乐城体验。5岁的女儿在

冰雪世界里开心地玩耍，郭朋鑫告诉女儿：“这个项目，就是爸爸和同事们

造出来的。”那一刻，他感觉无比自豪。

湘江欢乐城项目结束后，郭朋鑫先后到岳阳、武汉参与工程建设，继

续接受各种挑战。他说，越是急难险重的工程，越要发挥百折不挠、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要干就干好，再难也会有办法”。

“博士劳模”郭朋鑫：

创造地平线下的建筑奇迹

◎新华社记者 白田田

今 年“ 五 一 ”小 长 假 ，颜 成 钢 没 有 休 息 ，

他 和 团 队 成 员 在 实 验 室 忙 着 迭 代 他 们 最 新

的算法。

这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将自己和团队成员称为“信息筛选

员”，团队研制的算法则是“筛子”。“如今是信息

爆炸的时代，信息发布渠道多、发布门槛低，我和

团队希望以算法为过滤器，提升信息处理水平。”

颜成钢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前不久，第十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奖获奖

名单公布，颜成钢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参与的

“开放环境自适应视觉感知计算”项目荣获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成果在公共安全、互联网

监管、智能设备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与时俱进升级算法技术

2008 年暑假，获得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

研究所的保研资格后，颜成钢迫不及待提前报

到，在导师项目组参与文字识别工作。

“本科期间，得益于老师的引导，我较早地接

触了图像处理的实验设备，对这一领域越来越感

兴趣，后来的研究也顺着这个方向做了下去。”颜

成钢介绍，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完成硕、

博阶段的学习后，他去到清华大学进行博士后研

究工作，而后南下返回故乡，入职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要想更高效地‘筛’除不良信息，作为‘筛子’

的算法技术也得与时俱进。”颜成钢说。

2008 年，颜成钢参与了“互联网视频流的高

通量计算理论与方法”项目。在该项目中，颜成

钢要设计出一套高效算法，以检测出网络中不良

的视频信息。不过，由于视频信息复杂度较高，

在项目进行初期，他设计出的算法过滤信息的效

率并不高。

“不同于过滤静态的图像、文字信息，过滤视

频信息涉及的要素更多，处理起来复杂程度也更

高。”颜成钢说，后期经过不断迭代升级，他终于

打磨出一套过滤算法，有效突破了视频数据的复

杂耦合限制，在国家网络空间内容安全领域获得

大规模应用。

提升信息资讯的传播效果，是颜成钢目前的

努力方向。“当下有些正能量内容传播效果并不

佳，反倒是部分低俗内容获得大量关注，信息筛

选可以有效改善这一问题。”他说。

不久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牵头，联合北京

大学、人民日报社等单位开展的“全媒体信息

传播理论与基础服务技术研究”项目正式启

动。作为该项目负责人之一，颜成钢表示，他

将带领团队研究 5G 和超高清环境下基于大数

据分析的全媒体内容传播方式，用算法清朗网

络空间。

鼓励学生走自己的科研之路

2016 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组建智能信息

处理实验室，颜成钢被选为该实验室主任。除了

努力搞科研，这位实验室一把手还将大量精力用

在科研人才培养上。

近三年，该实验室研究人员在相关领域顶级

国际期刊、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5 次获

得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这令颜成钢颇为自豪。

谈及育才理念，他认为，应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

规划、兴趣，选择科研方向和工作去向。

“对导师起初分配的任务并不是特别感兴

趣、想申请换组却不知如何开口、担心因为个人

问题影响项目进度……”颜成钢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读研初期，自己也曾为这些事纠结过，与导师

恳谈之后，得到了老师的理解和鼓励。如今，他

希望继承导师的教育理念，让自己的学生可以各

展所长。

“在学习上，颜老师对我们颇为严格，但离

开实验室，他在球场上会和我们打成一片。”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 2016 级博士研究

生朱尊杰说，导师颜成钢很注重学生自己的

想法，鼓励他们在研究上创新，走自己的科研

之路。

2019 年，朱尊杰的论文获得一场重要国际

学术会议的最佳论文奖。后来，论文中涉及的技

术成果被一家大型创业公司看中，由此获得每年

30 万元的资助，目前相关样品已被制出。“能取

得这样的成绩，正是得益于颜老师独特的教学理

念。”朱尊杰说。

“教学不是单向灌输，而应是双向的，学生有

需求，老师定向给予帮助，这样的教学才是有效

的。”颜成钢说，此外指导学生也要因材施教，把

合适的问题分配给合适的学生，引导学生做适合

自己的科研。

“同时，我会不断告诉学生，做科研要面向

社会需求。相比学生发论文、获奖，我更关心

其成果的转化应用，是否满足了实际需求。”颜

成钢说。

信息爆炸时代，他用算法筛除不良内容

我会不断告诉学生，做科

研要面向社会需求。相比学生

发论文、获奖，我更关心其成果

的转化应用，是否满足了实际

需求。

颜成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颜成钢（右）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孙垚棋摄

文望青在工地查看资料文望青在工地查看资料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公里的大跨度高速铁路斜拉桥，也是世界上首座

铺设无砟轨道的大跨度高速铁路斜拉桥。

通过开展模型试验研究，文望青团队得出

该桥可以满足无砟轨道的受力、传力等要求

的结论，为其铺设无砟轨道提供了重要的数

据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