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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仁长期从事桥梁安全控制与

评价领域的科学研究，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科技部、交通部和湖南省科

技计划项目 20 多项，在混凝土桥梁施

工期安全控制和服役期安全评价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科技成就和

突出贡献有：

1.首次提出大跨度混凝土桥梁施

工期时变可靠性与安全控制相结合的

理念，提出了大跨度桥梁施工期的时

变可靠度的实用计算方法，率先提出

大跨度混凝土桥梁施工期结构参数的

实时识别和智能修正方法，解决了一

批具世界影响的大跨度桥梁的设计和

施工中关键技术难题。

2.提 出 了 混 凝 土 桥 梁 服 役 性 能

评价方法。提出了服役混凝土桥梁

承 载 能 力 和 正 常 使 用 性 能 计 算 方

法 、体 系 复 杂 的 既 有 混 凝 土 桥 梁 受

力 状 态 模 拟 的 参 数 修 正 法 ，有 效 解

决了桥梁损伤破坏过程力学行为的

确 定 问 题 ，开 发 了 集 安 全 性 和 适 用

性 于 一 体 的 评 价 软 件 ，攻 克 了 老 化

损伤桥梁承载力评定的若干关键技

术难题。

3.构建了基于时变可靠度的混凝

土桥梁剩余寿命评估理论。建立了服

役混凝土桥梁抗力衰减、车辆荷载随

机过程模型，提出了混凝土桥梁使用

期的时变可靠度计算方法，开发了具

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解决了随机性

与模糊性信息条件下混凝土桥梁剩余

寿命评估的关键技术难题。

4.发展了基于力学行为与剩余寿

命评估的混凝土桥梁维修加固决策方

法。构建了考虑车型、收费标准等因素

的间接维护成本模型，发明了混凝土桥

梁新式加固装置，开发了具自主知识产

权的软件系统。

5.成果已在十多个省市中推广应

用，确保数十座特大跨桥梁的顺利建

成，减少拆除桥梁 200 余座，累计产生

10余亿元的经济效益。

6.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项，湖南

省科技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国家级教学名

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

力推进创新型湖南建设，根据《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规

定，经该省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科学技术奖励委员

会审定，授予“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多解及奇异问题高效计算方

法研究”等 7 个项目为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影响大米及

其制品矿物质营养的研究”等 12 个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洞庭湖水系名贵鱼类微卫星标记筛选及其在种质资源保

护中的应用”等 16 个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授予“大跨

度悬索桥加劲梁‘轨索滑移法’架设新技术”等两个项目湖南省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超/特高压绝缘纸板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等 4 个项目湖南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30℃ 5000 小时耐

高温长寿命铝电解电容器研发”等两个项目湖南省技术发明奖

三等奖；授予“集装箱装卸成套设备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等

21 个项目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多臂节长臂架混凝土泵

车及其关键技术”等 63 个项目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机场

燃气分布式能源系统集成技术及其应用”等 103 个项目湖南省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获奖成果涵盖了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等技术

领域，共获授权专利 597项（其中发明专利 247项），发表论文 5410

篇（其中被国际重要学术刊物收录 2885 篇），累计新增经济效益

668亿元以上，新增税收 110亿元以上，节支总额 213亿元以上。

1996 年 9 月，由湘籍著名科学家、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

光召院士捐赠、企事业单位捐资和湖南省政府注资，经中国

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批准，湖南省民政厅注册登记，“湖南

光召科学技术基金会”正式成立。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由原

省委书记熊清泉担任。基金会理事会由会长熊清泉、副会

长袁隆平、张寅南及 13名理事和监事组成。

“湖南光召科技奖”每两年评选 1 次，重奖在湖南省

范围内（含中央驻湘单位和外省来湘投资单位），依靠科

技进步，为该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

技工作者。

1996年首届湖南光召科技奖评选，至 2012年度，历经八

届，共 48位优秀科技人员获得奖励（其中刘业翔、刘友梅、黄

伯云、夏家辉、钟志华、邱冠周、丁荣军等7位科技人员获奖后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该奖项极大调动了湖南省科技工

作者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该省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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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兵从食品安全与检验检疫需

求出发，主持国家“863”等科技计划项

目 12项、省部级课题数十项、制定国家

有关标准 128项，在食品安全检验检疫

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其主要

科技成就和突出贡献有：

1.研制出超结构手性纳米材料；

建立了基于生物识别系统、功能性纳

米材料的危害因子纳米生物传感检测

等系列方法，提出了食品安全与检验

检疫危害因子检测新原理新方法；建

立了危害因子高通量表征与特征模式

识别关键技术与方法体系。研究成果

在 Account Chem. Res. 等国际一流

学术期刊上发表，对破解、解析与反解

析国外对我国优势产业的技术壁垒具

重要意义，保障我国国境安全和食品

安全。

2.建立了出入境高关注度产品安

全性模糊综合评价体系和风险评估技

术与方法；

在国内开创了化学品危险特性分

类定级和鉴别技术、特征模式识别技

术与方法研究领域；

两项试验方法被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危险化学品专家委员会批准成为国

际权威方法，列入“国际危规”；

研究成果在全国广泛应用，为国

家危险化学品条例的实施和我国进

出口化学品法定检验制度的建立提

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3.系统提出了建立检验检疫学科

的理念与检验检疫学发展的动力学模

型，出版“食品安全与检验检疫安全系

列专著”。

4.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 5 项，在国内

外权威科学期刊发表论文 100余篇（其

中 IF>9,6篇），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专

利 48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主持制定

国家标准 128 项，出版专著 8 部（含英

文专著 1部）。

5.获省部级“劳动模范”两次，带

领的科研团队获科技部“十一五国家

科技计划执行优秀团队奖”。

———————— ■ 项目选择介绍 ————————

王利兵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研究员

桂卫华致力于复杂有色冶金过

程控制理论和技术的研究，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重点项

目、863、973、国家科技攻关、国家高

技术产业化以及厂校合作重大科研

项目 46 项。提出了复杂有色冶金过

程智能优化控制理论和方法，突破了

大型高强度铝合金构件制备重大装

备自动化的关键技术，研发了系列化

智能优化控制系统，成功应用于铜、

铝、铅、锌等主要有色金属生产过程，

成效显著。为提升我国有色冶金工

业自动化水平、促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作出了突出贡献。主要科学技术成

就和贡献包括：

1.构建了复杂有色冶金过程智能

集成建模的体系结构，提出了智能集

成优化控制的技术框架，建立了智能

优化方法为核心的集成优化控制技术

和软件平台，形成了有色冶金过程优

化控制的关键技术，应用于大型锌冶

炼电解过程的优化控制，降低吨锌电

耗 5％，促进了我国有色冶金企业高质

量低成本目标的实现。

2.提出了万吨模锻水压机和大型

立式淬火炉智能控制方法，自主研制

水压机高精度快速定位、模锻过程压

力智能优化控制方法、大型立式淬火

炉的炉内锻件温度智能测量、多区段

高精度高均匀性温度智能控制和炉

温优化控制方法，形成具自主知识产

权的大型高强度铝合金构件制备重

大装备智能控制技术，并成功应用于

亚 洲 最 大 的 万 吨 多 向 模 锻 水 压 机 、

24m 和 31m 大型立式淬火炉，降低电

耗 8.3%，提高成品率 6%，确保了大型

航空航天构件制备精度，满足我国航

空航天构件质量和航空航天器安全

的需要。

3.研发了铜冶炼全流程自动化关

键技术，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

利用率，降低了能耗和环境污染，使

我国铜冶炼的技术水平跃入世界先

进行列。

4.建成“有色冶金自动化”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和“有色金属工业信息

化与自动化”有色金属行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成为复杂有色冶金过程控

制的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

高水平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5.先 后 获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3 项 ；省 部 级 科 技 进 步 奖 13 项 ；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 13 项；软件著作权

12 项 ；出 版 专 著 4 部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被 SCI 收 录 82 篇 、EI 收 录 430

篇 。 荣 获 全 国 优 秀 教 师 、何 梁 何 利

基 金 科 学 与 技 术 进 步 奖 、湖 南 省 十

佳 师 德 标 兵 、中 国 有 色 金 属 工 业 优

秀 科 技 工 作 者 ，享 受 国 家 政 府 特 殊

津贴专家。

桂卫华 中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罗安长期从事电能质量、电力电

子先进控制理论、技术及工程应用方

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在工业企业配

电网电能质量控制、电能高效变换、综

合电气节能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理论与

技术突破，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

如下：

1.在电能质量先进控制理论和工

程应用方面，发明了注入式混合型有

源电力滤波器，提出滤波器多目标参

数优化理论，发明了谐波快速检测和

分频控制方法；研制了我国第一台注

入式混合型有源电力滤波器, 成本仅

国际同类产品的 1/3，自身功耗降低

30%，广泛应用于冶金、电力、铁路等行

业，显著提高企业的供电可靠性和产

品质量；

2.在高效电能变换技术和工程应

用方面，发明了冶金连铸电磁搅拌用

两相正交逆变器新型拓扑结构及两相

逆变电源电压外环、电流快速跟踪内

环的双环控制方法；研制了三桥臂两

相正交逆变器，成功打破国外在特种

冶金行业的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发

明了国内首台低压大电流（50KA）电

解高频开关电源，发明了基于负载功

率前馈的 PWM 整流无差拍控制方法，

实现了高电能质量整流；提出了多电

源并联自动均流控制技术，解决了多

台高频开关电源模块并联平稳均流的

难题。

3.在大型企业综合电气节能技术

和应用方面：建立了企业配电网综合电

气节能系统理念和架构，实现了工业企

业配电网多层次、全方位电气节能；建

立了以节能效益为目标的优化方程，开

创性地提出了各节能装置最优安装点

和补偿容量的两级优化配置方法；建立

了排产计划、检修计划、车间班组级电

耗奖惩等模型，提出了企业生产定额电

耗预案、车间/班组电耗奖惩方法、节能

装备专家调度策略，提高了企业电能利

用率和全局节能效果；研制的工业企业

配电网综合电气节能系统使企业电能

利用率大幅提高，节能成本降低 20%；

成果已在多家企业实现产业化，为企业

节约电能超过10亿元。

4.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 2 项、省部级一等奖 4 项、中国发明

创业特等奖 1 项；发表论文被 SCI 收

录 25 篇、EI 收录 271 篇、他引 3293 次，

获授权发明专利 30 项，为“长江学者

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湖南省科技

领军人才。

罗 安 湖南大学教授

作为我国畜禽营养与饲料学领

域的学术带头人之一，印遇龙长期从

事猪氨基酸高效利用和仔猪肠道健

康控制领域研究，取得了系列被行业

较大规模采用的成果。其主要科技

成就和突出贡献有：

1.创建了研究动物营养代谢与优

化调控的 5个关键评定方法体系：①氮

与氨基酸回肠末端评价体系，评定、测

定速度较传统方法提高 20 倍，试验成

本节约一半以上；②评价内源性氮和

氨基酸体系；③改进型静脉插管氨基

酸定量评价体系，发明了一种血管插

管专利技术，解决了单胃动物肝门静

脉和肠系膜静脉插管安装手术时间长

和手术成功率低的国际性技术难题；

④磷真消化率的回归评价体系，为在

正常日粮条件下测定内源性磷的排泄

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⑤氮磷消

化率体外透析管体系，使动物饲料氮

(氨基酸)、磷的消化率测定趋向简单化

和模型化，大大提高了测定效率和实

用性。

2.成功克隆了猪肾脏与肠道多个

磷、氨基酸转运的载体基因。

3.发 现 和 揭 示 了 猪 内 源 性 氮 分

泌 因 素 ，从 机 理 上 阐 明 了 内 源 性 氮

对饲料蛋白质转化率的制约及其解

决途径。

4.发现了淀粉消化释放葡萄糖的

速度是影响氨基酸吸收与代谢的关键

因素，补充和完善了国际上的理想蛋

白质体系。

5.构建了一套环境安全营养技术

体系，即猪饲料氮(氨基酸)、磷真消化

率数据库及预测模型、生长猪需要量

参数和低氮、低磷猪饲料配方技术处

国际前沿。

6.成 功 研 制 多 种 绿 色 饲 料 添 加

剂，阐明了其作用机理。成果促进了

我国饲料配方技术由粗蛋白体系向可

利用氨基酸体系转化，打破了外资企

业垄断我国高端饲料市场的格局。根

据应用单位效益统计，总利税 177.33

亿元。

7.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发明专利

12 项。先后荣获“湖南省科技领军人

才”、中科院“青年科学家”、“湖南省先

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

誉称号。

张建仁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印遇龙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针对高性能计算中，如何通过并行计算技

术保持高性能计算机的性能可持续增长等重

大技术挑战，提出了具普遍指导意义的新理论

和新方法，在可扩展并行计算机系统结构机理

及方法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我国首台千万

亿次计算机“天河一号”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与技术基础。

1.首次提出并行计算机可扩展性度量模

型，为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研制提供了基础性的

理论指导；

2.创造性地回答了流处理对大规模科学

工程计算的适用性问题，率先发现并验证了流

处理用于大规模科学工程计算的优化方法，提

出了 CPU 融合流处理器的异构并行计算机体

系结构，并应用于“天河一号”的系统设计，提

升了“天河一号”的综合效能；

3.提出了分析数据访问特征解决访存墙

问题的新思路和层次存储访问的优化方法，为

有效缓解高性能计算机的访存墙问题提供了

新途径；

4.发现了硬件故障在软件中的传播规律，

提出了一系列用软件容硬件故障的新方法，有

效提高了数万以上处理器核大规模并行计算

机系统的可靠性。

该成果为“天河一号”千万亿次高效能计算机

系统研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撑。同时获得国内

外学术界的广泛引用和高度评价，发表学术论文

355篇（其中SCI检索79篇），ISI Web of Science

和Google Scholar检索他引585次（英文论文），

中国引文数据库检索他引1365次（中文论文）。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

可扩展并行计算机系统结构机理及方法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完成

该项目在农业部行业公益性专项、财政部

重大科技项目和湖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的资助

下，针对黑茶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瓶颈开展研

究，取得了以下创新与突破：

1.采用现代最先进的分析技术，从黑茶中

分离鉴定了 150 多种活性成分；从细胞生物

学、分子生物学和化学物质组学水平上，发现

和确证了黑茶显著的降脂减肥、调降血糖、防

护酒精和非酒精性脂肪肝、调理肠胃、抑制消

化道肿瘤增殖、抵御辐射损伤等保健功效。

2.创立了“散茶发花技术”，突破了“高档

黑茶原料不能发花”“茯茶必须紧压才能发花”

的技术瓶颈。

3.创立了茯砖茶“诱导调控发花技术”，缩

短发花周期 3 天以上，显著提高了茯砖茶品

质、降低了加工成本、提高了产品效益，为大

宗茯砖茶的品质、规模与效益同步提升提供

了最有效的技术支撑。创立了黑茶“快速醇

化技术”。

4.构建了以微生物迁移降氟为核心、四

个降氟技术环节相融合(即鲜叶品种搭配、

黑毛茶原料拼配、黑毛茶发花迁移氟、茶菌

分 离 去 除 氟)的 低 氟 茯 砖 茶 安 全 高 效 生 产

技 术 体 系 ，实 现 了 低 氟 黑 茶 生 产 技 术 的 重

大突破。

5.创制了方便化、高档化、功能化的现代

黑茶系列新产品 50多个，成功研制了 SFDA 批

准的中国首款黑茶保健食品。

项目全面提升了湖南黑茶产业的技术水

平、品质水平和效益水平，实现了综合产业规

模从 3 亿元到 50 亿元的飞跃。获国家发明专

利 3项，制定湖南省地方标准安化黑茶标准 13

个，发表学术论文 73篇(SCI收录论 8篇）。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

黑茶保健功能发掘与产业化关键技术创新
由湖南农业大学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在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

突破了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研制的核心技术并

实现产业化。项目共获专利 27项，其中发明专

利 14项，发表科技论文 35篇，其中 EI和 SCI收

录 21篇。该项目的实施，建立了盾构设计开发

平台，实现了高端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的国产

化，形成了一条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完整产业

链。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

设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

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研制及其应用
由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整体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并创造

了三项世界第一：

世界上最大起重力矩的上回转自升式

塔式起重机；世界上综合起重能力最强的塔

式起重机；世界上第一台实现“双两百”的起

重机。项目已获发明专利 4 项，修订国家标

准 4 项。

该项目创新技术在中联重科 30 多款产

品上推广应用，获直接经济效益 1.34 亿元，

新增利税 0.38 亿元，助推中联重科 2011 年塔

机销售达 75 亿元，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全

球第一。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

52000千牛米上回转自升式超大型塔式起重机开发与应用
由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项目针对单一电力电子系统在电气节能、

高效用电等方面的局限性，发明了电力电子混

合和混杂系统先进控制关键技术及其系列装

备，其主要技术发明和创新如下：

1.发明了适用于企业配电网高压系统的

电力电子混合系统及其复合控制方法，提出了

电力电子混合系统递推积分和分频协调控制

方法。

2.发明了适用于企业配电网低压系统的

电力电子混杂系统及其专家混杂控制方法，提

出了三相不对称平衡化补偿和自适应 PI 解耦

控制方法。

3.发明了企业节能型变频器、大电流快速

跟踪两相逆变电源、大功率级联型系列特种变

频器等电力电子混合系统及正负序双环叠加

控制方法，研制了系列特种变频器。

4.发明了基于多智能体的电力电子系统

协调控制方法，研发了电力电子系统协同优化

软件平台，取得了电力电子系统混合和混杂协

同控制和优化的重大突破。

项目攻克了电力电子混合和混杂系统关

键技术难题，大幅度促进了电力电子系统在电

气节能、高效用电的应用效果。项目已授权发

明专利 14 项，发表论文 200 余篇，SCI、EI 收录

201 篇。项目实现了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并在

多行业进行大规模推广应用，创造了显著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目

电力电子混合和混杂系统先进控制方法及应用
由湖南大学等单位完成

针对湘西矮寨大桥加劲梁架设施工难题，

经过近 7 年的艰苦探索，创造发明了大跨度悬

索桥加劲梁“轨索滑移法”架设新技术，解决了

在常规运输方式受地形限制的情况下，悬索桥

加劲梁架设的难题，成为了悬索桥施工的“第

4种方法”。

项目获发明专利 3 项，发表论文 30 多篇，

其中 SCI、EI、ISTP收录 10篇。

“轨索滑移法”新技术成功应用于矮寨

大桥，69 段钢桁梁架设仅用了两个半月，与

同类型桥梁相比，工期缩短 8—10 个月，减

少 钢 桁 梁 永 久 结 构 用 钢 约 2000 吨 ，创 造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12475 万 元 。 该 技 术 发 明 是 我

国桥梁领域为数不多具有重大价值的原创

发明。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目

大跨度悬索桥加劲梁“轨索滑移法”架设新技术
由湖南路桥建设集团公司、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在国家“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计划项目的资助下，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多

解和奇异问题高效计算方法研究方面取得了

重大突破。

主要科学发现如下：

1.原创性地提出了计算非线性偏微分方

程多解的搜索延拓法。对几类典型的非线性

椭圆型方程，系统研究了其多解的结构和分

布。建立了搜索延拓法完整的理论方法体系。

2. 结合间断有限元法与局部加密等级网

格技术，建立了求解奇异摄动问题的新框架。

3.首次证明了带弱奇异核的偏积分微分

方程解的最佳正则性，证明了全离散有限元的

最佳误差估计，建立了研究该类方程的两个基

本引理。

该项目建立了求解非凸非线性偏微分方

程、带边界层的奇异摄动问题以及带奇异核的

积分微分方程的新方法和新框架，克服了多解

和边界层所带来的本质困难，为科学计算提供

了新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应用价值。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多解及奇异问题高效计算方法研究
由湖南师范大学完成

———————— ■ 第八届湖南光召科技奖获得者简介 ————————

52000千牛米上回转自升式超大型塔式起重机开发与应用

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研制及其应用

大跨度悬索桥加劲梁“轨索滑移法”架设新技术

■ 湖南光召科技奖

4月 19日，湖南省召开 2012年度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奖励为该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
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科研项目。湖南省委书记徐
守盛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省委副书记、代
省长杜家毫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王利兵、印遇龙、罗安、桂卫华、张建仁五位优
秀科技工作者获颁第八届湖南光召科技奖。

获自然科学、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三大奖项的
230个项目中，有20项获2012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获奖项目数在全国省市区推荐单位中排名第5位。
该省国防科大高性能计算创新团队，还获颁首届国
家科技创新团队奖。

①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为获奖者颁奖
② 第八届湖南光召科技奖获得者
③④ 2012年度湖南省科技奖颁奖
⑤ 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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