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一位始终将所有心血和精力奉献给

‘母亲河’——长江的水利人，38 载如一日，奋斗

不息、创新不止，参与主持设计完成了三峡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钮新强获得首届“湖北省杰出人才

奖”，简短的颁奖词概括了这位水利大师近四十

载的奋进之路。

“奖项只是对过往的总结，未来的路还要继

续艰苦探索。”钮新强对科技日报记者说，中华民

族灿烂的文化历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抗争的治

水史，唯有实干与创新方可决胜未来。

创新点亮三峡奇观

20 世纪中叶，新安江水电站和武汉长江大

桥建成，这让还在校园读书的钮新强第一次领略

到了工程建设的伟力。

“当时，我就立志当一名水利工程师。”1979

年，钮新强如愿考入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

学）。毕业后，他主动申请分配到水利部长江水

利委员会工作，“想参与长江水利工程建设”。

“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钮新强回忆道。

改 革 开 放 之 初 ，百 业 待 兴 。 举 世 瞩 目 的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此时正处于论证决策阶

段。

从设计论证到建成运行，钮新强见证了峡江

两岸的沧海巨变。参与工程期间，他从一名普通

技术人员逐渐成长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设计主

要负责人之一。从 1998 年起，他常年往返于武

汉与三峡工地之间，带领技术团队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技术难关，精心编制一批又一批设计成果报

告。对那时的钮新强来说，熬夜是家常便饭，他

办公室的灯总是最晚关的。

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中，有“大船爬楼梯、小

船坐电梯”的内河通航奇观。三峡船闸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水头最高、技术最复杂的大型船闸。

经过十多年研究和实践，钮新强和技术团队

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衬砌船闸”设计理念，并带领

团队设计并完成了世界首座全衬砌船闸。与传

统重力式船闸相比，这一新式船闸节省岩石开挖

量 840万立方米，节省混凝土量 600万立方米，缩

短建设工期 9个月。

如今，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已完工十余年，可

钮新强的心却从未离开过三峡。如何使这一工

程发挥更大的可持续效益？他仍在探究。

投身国家水网立新功

历经长达 50年规划，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

正式启动，钮新强开始主持中线工程设计。

“我最大的人生感悟就是‘幸运’，能一次

次投身于国家重大工程的设计建设中。”钮新

强感慨道，丹江口大坝加高、湍河渡槽、穿黄工

程、膨胀土边坡治理、南水的有效调度和控制……

他与设计团队直面挑战、攻坚克难，钻研探索

十几年，将设计施工中遇到的世界级难题各个

击破。

眼下，钮新强正带领团队积极推进南水北调

中线后续水源工程——引江补汉。

“引江补汉工程全长 195 公里，全程采用隧

洞输水，施工地质条件复杂，若一切进展顺利，预

计总工期约 9 年。”钮新强说，接下这项任务，他

深感使命重大、任重道远。

目前，钮新强已带领团队完成可行性研究报

告，为这一工程的顺利开工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

础。引江补汉工程建成之后，将连通三峡水库这

一“大水缸”和丹江口水库这一“大水盆”，在南水

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水网，

进一步提高中线供水保障能力，缓解汉江流域生

态环境压力，实现南北两利。

奋力书写长江生态答卷

“从跟跑到领跑，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将水利

工程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钮新

强回顾道。

钮新强说，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

我国水资源配置的战略水源地，长江经济带发展

更是重大国家战略。“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保护好长江最宝贵的生态财富，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他表示。

步入新时代，钮新强和他的团队又肩负起复

苏江河生态，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大环境这

一历史使命。

“长江设计集团为治理与保护长江而成立，保

护长江是我们的使命。”近年来，为推动长江大保护

战略落地，钮新强牵头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和省部级

研发平台，为沿江11省市50多座城市提供高端咨

询与勘察设计服务；对三峡工程进行生态调度，促

进鱼类自然产卵繁殖；在修建水利工程中创新技术

手段，用科技为长江大保护和生态修复赋能。

“让我们的‘母亲河’永葆青春，世世代代滋润中

华大地、哺育华夏儿女，这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

力。”钮新强认为，作为一名水利人，更要践行初心、勇

于担当，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贡献。

参与主持设计完成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钮新强：三十八载情系“母亲河”

我 有 幸 学 习 了 这 个 专

业，又幸运地赶上了国家交

通事业大发展的机遇，这是

我的运气。但光有运气是不

够的，还要有能抓住机遇的

能力，未来我将和团队更加

锐意进取，为交通建设与科

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惠迎新

宁夏大学教授、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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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是“柑橘院士”邓秀新心中最美

的颜色。他毕其一生经营、培育这动人的

色彩。

中国橙：四季美 品质佳

冬日时节，在位于北京市北二环外的

中国工程院办公室，邓秀新院士和记者聊

起了现在国内四季可见的柑橘类水果：果

冻橙、褚橙、脐橙、砂糖橘、蜜橘、丑橘……

20 年前，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时，不少人担忧国产柑橘的前景，

因为当时国外柑橘产能优势明显。怎么

办？邓秀新和团队经过多年攻坚，依靠自

主培育和引进示范推广优良品种，成功破

解了难题——

产量和出口显著增加。如今，我国每

年柑橘产量由 1000 万吨增长到 5000 多万

吨，出口由 20 多万吨增加到 120 余万吨。

很多南方山区、库区和革命老区依靠柑橘

产业脱贫致富。

形成了“两纵三横”的优势产业带。“两

纵”：以中熟的宽皮橘为主的鄂西湘西柑橘

带；以宽皮橘和柚子为主的浙闽粤东柑橘

带。“三横”：以晚熟柑橘为主的长江上中游

柑橘带；以脐橙为主的赣南、湘南和桂北柑

橘带；以早熟和晚熟的宽皮橘为主的西江

流域柑橘带。

四季均有鲜果上市。柑橘由原来的 9

月至次年 1月上市，延伸为 7月底到第二年

的 6月上市。

种类多、品质好。目前我国栽培面积

万亩以上的品种近 70 个，涉及柑、橘、橙、

柚、金柑、柠檬等多种类型。通过品种更新

换代、完熟采收、留树保鲜、覆膜晚采、交替

结果，以及完善采后保鲜技术及分选包装

等技术，品质显著提升。

……

小果实：核心硬 版图新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邓秀新和团队在

生物技术和品种改良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

工作：

一方面，建立起完整的细胞工程技术

体系，创立了无核柑橘品种培育的新技术

途径，并培育出商业化无核品种“华柚二

号”。通过建立生物育种方法，走出了改良

柑橘品质、实现无籽化新路。如今，一批我

国地方良种正通过这个途径，进入改良轨

道。

另一方面，完成了首例柑橘基因组测

序和 8 个不同柑橘类型的基因组测序，并克隆了控制多胚性状的关键基

因，解析了控制柑橘红色的多个基因，发掘和创制了播种当年开花结果的

柑橘模式材料，并建立遗传转化体系，为中国柑橘进入设计育种时代奠定

了基础。

同时，他和团队重视常规育种技术，与相关单位合作选育了“华柑二

号”优质椪柑、“华柑四号”无籽椪柑、早熟脐橙“早红”、有特殊香味晚熟脐

橙“宗橙”等 10多个新品种。

随着中国柑橘基础研究等领域逐渐上升到世界第一方阵前列，橙色

在中国的版图上逐渐扩大，春夏秋冬呈现出明亮的风景。而且，国产柑橘

果肉细、味香甜、果核少、外观好，邓秀新感到欣慰。

大心愿：强产业 富百姓

这些年，邓秀新更多时间是走出实验室，在山间果园调研。

在赣南的果园，中老年妇女用箩筐挑着脐橙下山的情景让他难忘。

“ 下 山 坡 陡 ，泥 路 难 走 ，一 亩 地 产 5 千 多 斤 脐 橙 ，她 们 要 挑 多 少

趟……”邓秀新感叹地说。

一次在湖北秭归留树保鲜技术培训现场，一个 70多岁的老农聚精会

神地听讲。

“我很高兴老人愿意听，另一方面忧虑，老人的岁数比我还大，而且现

场基本都是中老年人，没有年轻人参与，未来我们的果园怎么办？”邓秀新

感到，必须加快发展轻简化栽培和果园机械化。

如今，果园肥水一体化技术在四川、重庆、广西等地大范围推广；山地

果园单轨道运输机械在湖北秭归等地开始普及。

在邓秀新的倡导下，经过 10 多年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已有 29名柑橘领域岗位科学家，拥有 30个柑橘综合试验站。全国柑橘研

究人员 700 余人，形成了从资源品种到产后处理与加工的完整技术研发

体系。

为了让产业惠及更多人，邓秀新在各产地调研时，都会大力推动发展

初加工，促进商品化处理，分级包装进入市场，延伸产业链，加强产销对接

和发展电商销售。

“40年来，我们只做了柑橘这一件事。”邓秀新说。让橙色更美丽，让

四季更明亮，让百姓更喜悦，是他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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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发生时，已经拿到硕士研究生录取

通知书的惠迎新，正在进行本科毕业设计。地动

山摇的那刻，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若有机会，

将来一定要从事抗震方面的研究，减少地震灾害

给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

带着这个心愿，惠迎新硕士毕业后又到东南大

学继续深造，读博期间接触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汶

川地震灾后桥梁重建。这位宁夏大学教授，宁夏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研发中心主任，

将其理解为“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

2021年12月29日，我国首条穿越沙漠腹地的

高速公路——乌玛高速（青铜峡至中卫段）建成通

车。惠迎新带领团队成员研发的风积沙路基干压

法填筑成套技术，被成功应用在该项目中。未来，

他的愿望是，把这项技术从宁夏推广至全国。

在地震活动断层上建桥，一直是工程界难以

逾越的技术难题。

两个桥墩组成一跨，我们通常见到的大跨径

桥梁，其主梁通常是由两三跨连接组成的，一旦

断层发生错动，这些跨的结构都会受到影响，进

而严重威胁桥梁的安全性。

读博期间，惠迎新参与了国内第一座跨越活

动断层的特大型桥梁——海南铺前文昌大桥的

前期设计和研究工作。

面对国内外无技术标准和工程案例可循的

困境，惠迎新在导师、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王克

海的指导下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各种可能方案

的设计和仿真分析计算，最终提出了“牺牲跨”的

抗震设防理念。

“我的想法就是让主梁变成各自独立的一

跨，地震发生时，最常见的情况是这一跨毁损，周

围几跨仍完好。另外，桥梁附近还配套了‘战备

梁’，如果需要恢复交通，‘战备梁’立即就能架上

去，不影响灾后重建。”惠迎新和导师为这一跨取

名为“牺牲跨”。

最终，这一全新的建造理念被成功应用到海

南铺前文昌大桥的建设当中。

在此基础上，惠迎新对跨断层桥梁的地震动

输入、分析模型等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并据此

最终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跨断层桥梁地震动输入

及结构地震响应研究》。这是我国在跨断层桥梁

工程抗震领域的首篇学位论文，多项成果填补了

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2016 年初，惠迎新博士毕业，以人才引进的

方式来到宁夏，先后就职于宁夏大学、宁夏交通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宁夏是强震区，国内23条主要地震带中，有2

条在这里，历史上曾发生过 8.5级的海原大地震。

然而，多年来这里却未得到过桥梁抗震研究者的关

注，惠迎新决心将自己所学运用到实践中去。

截至 2020年底，宁夏境内共有桥梁 5133座，

这些强震区桥梁都面临着被地震破坏的风险。

在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目《宁夏地区震后

桥梁快速维修加固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支持

下，惠迎新对宁夏地区震后桥梁快速维修加固关

键技术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在宁夏科学技术厅和交通运输厅多个科研

项目的支持下，我离自己最初的想法越来越近

了。”惠迎新说。

提出“牺牲跨”抗震设防理念

作为科研人员，惠迎新反对为了科研而科

研。从高校来到工程一线后，这种感触更加深刻。

“科学研究绝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科研

人员只有深入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成果才

能得到验证，进而取得不断进步。”这是他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

当前的桥梁评估规范，只针对新建桥梁提出

了抗震设计方法，然而对已投入运营的既有桥梁

如何进行抗震评估、怎样制定加固方案，规范并

未涉及。

自 2019 年起，宁夏首次对既有桥梁进行抗

震评估和能力提升。没有规范可依、没有成熟技

术，该工作的任务量特别大，这成为摆在大家面

前的棘手问题。

惠迎新团队经过大量实践，提出了既有桥梁的

快速检测评估技术。通过应用该技术，宁夏1800多

座修建于2008年之前的“老桥”都得到了有效评估，

为随后的加固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技术也

很快在区外桥梁的抗震评估中得到应用。

工程技术发展到今天，越来越需要信息化手

段展现整个建设周期，尤其是对于复杂桥梁的设

计、施工和后期运营。于是，BIM（建筑信息模

型）技术应“需”而生。

宁夏最开始探索应用这项技术时，只是用它

把施工工艺以动画形式展现出来，而建筑的其他

信息却未呈现。“这不是 BIM 技术的核心价值。”

惠迎新带领团队应用该技术两年后遇到了瓶颈，

经过与同行的广泛交流学习，终于在 2018 年开

发出一个 BIM 信息化平台。

“模型作为载体，设计、施工、运营等信息都

可以附着在上面，各相关单位也都可以在这个模

型上做相应工作。而且平台能对项目进行管控，

工程进度一目了然。”惠迎新笑称，“我们与全国

是同步研发的，没有拖后腿。”

科研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

纵使惠迎新那样热爱桥梁，但宁夏境内的公

路里程数远胜于桥，于是他走上了转型之路。

乌玛高速公路要穿越沙漠腹地，面临着水和

筑路材料短缺的难题。如果按照传统设计方法，

先把石材和砂砾运到沙漠，再浇上大量的水让砂

砾成型、凝结，这样做的成本会很高。

“能不能就地取材，让沙子成为筑路材料？

节水、省材可一举两得。”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为此组建研发团队，惠迎新又带着大家开始

了新的尝试。

他们研发出一种叫做“干压法”的施工工法，

最终在乌玛高速部分路段实施，产生了较好的经

济社会效益。今后，宁夏境内沙漠公路的修建都

将参照这个方法执行。

在乌玛高速建设过程中，宁夏交通运输厅

批复了重大科技专项《基于绿色生态理念的沙

漠腹地高速公路建设关键技术研究》，惠迎新团

队承担了很多子课题，涵盖公路养护、防沙治沙

等方面。如今，固废道路化应用是他们重点研

究的新领域。

每年，宁夏产生的各种工业固体废物（以下

简称固废）超过 2 亿吨，且种类多、存量大，而宁

夏本身产业不均衡不完善，导致消纳能力较低。

于是，惠迎新团队瞄准这个方向申请成立了宁夏

固废资源道路化综合利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去

年年初获自治区发改委批复。他们把粉煤灰、煤

矸石、钢渣等固废材料用在道路建设中，变废为

宝，开辟出一条适合于宁夏固废资源工程应用的

路径，这些技术成果会很快应用于即将施工的乌

玛高速（惠农至石嘴山段）、国道 109改扩建项目

等实体工程。

只有坐得住冷板凳，才能做得出大成果。

2018年 9月，惠迎新正在进行中卫南站黄河

大桥的抗震方案研究。这座大桥混凝土主桥跨

径 120 米，是宁夏单跨跨径最大的混凝土梁桥。

大跨、桥宽、墩矮、强震区，给抗震设计方案确定

带来了极大困难。

彼时，项目建设方拟邀请国内诸多知名专家

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赴浙江杭州召开方案论证

会，而就在前一天，惠迎新的妻子生下女儿。在

人生中如此重要的时刻，他来不及照顾妻女，匆

匆赶去机场。

正是凭着这股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精神，

惠迎新走出了一条产学研用相结合的路，先后获

交通运输部“青年科技英才”、“宁夏青年拔尖人

才”、中国科学院“西部青年学者”等荣誉，被聘为

“中国公路学会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公路

学会桥梁和结构工程分会理事”……

但他却将这种种成绩归功于“运气”。

“我有幸学习了这个专业，又幸运地赶上了

国家交通事业大发展的机遇，这是我的运气。但

光有运气是不够的，还要有能抓住机遇的能力。

未来我将和团队更加锐意进取，为交通建设与科

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惠迎新说。

把固废变成道路施工材料

地震断裂带上地震断裂带上，，他要架起道道他要架起道道““长虹长虹””

惠迎新参与建设的乌玛高速公路惠迎新参与建设的乌玛高速公路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这项名为“基于 BIM 技术的桥梁工程建设

与养护管理平台”的成果以中卫南站黄河大桥

为依托，成为宁夏第一个 BIM 科研示范工程

项目。

目前，惠迎新团队的多项科研成果相继产

出，以输出或服务形式应用于宁夏、广东、安徽、

山东、新疆等地多座大跨桥梁的建设，受到了行

业内一致认可。

2017年11月19日，邓秀新（后左一）带领孩子们在柑橘科研基
地参观。 新华社记者 程敏摄

◎尹 璇 赵 雯 本报记者 吴纯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