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 J-23302-2-02 疟疾、血吸虫病等 潘卫庆，余新炳，李 明，张冬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中山大学，南方医科 上海市

重大寄生虫病防治 吴英松，王继华，徐新东，黄 艳， 大学，同济大学，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键技术的建立及 郝文波，康可人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其应用

86 J-234-2-01 中药大品种三七综 孙晓波，孙桂波，徐惠波，杨崇仁，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吉林省中医药科 中华中医药学会

合开发的关键技术 张颖君，王 涛，董方言，陈中坚， 学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天津中医药大学，

创建与产业化应用 兰 锋，余育启 文山苗乡三七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圣火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 J-234-2-02 寰枢椎脱位中西医 谭明生，移 平，郝庆英，杨 峰， 中日友好医院，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 中国中西医结合

结合治疗技术体系 王文军，吕国华，田纪伟，谭远超， 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学会

的创建与临床应用 周英杰，王 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南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88 J-234-2-03 中药和天然药物的 叶文才，王广基，吴晓明，范春林， 暨南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广 广东省

三萜及其皂苷成分 王 英，张晓琦，张冬梅，汪 豪， 州康和药业有限公司

研究与应用 刘东来，裴 红

89 J-234-2-04 神经根型颈椎病中 朱立国，冯敏山，于 杰，魏 戌，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医综合方案与手法 王 平，李金学，高景华，黄远灿， 属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广东省中医院，国家电

评价系统 孙树椿，杨克新 网公司北京电力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

西医结合医院，北京理工大学

90 J-235-2-01 坎地沙坦酯原料与 高永吉，郑庚修，张福利，丛日刚， 迪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大学，上海医药工业研 山东省

制剂关键技术体系 王 冠，邹元华，李宗文，刘炳朋， 究院，威海迪素制药有限公司

构建及产业化 龙连清，李 靖

91 J-235-2-02 艾滋病诊断、治疗和 王佑春，郑永唐，黄维金，杨柳萌，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预防产品的评价关 许四宏，王睿睿，聂建辉，刘 强， 究所 管理总局

键技术建立与推广 罗荣华，宋爱京

应用

92 J-235-2-03 大血管覆膜支架系 常兆华，李中华，孙立忠，朱 清，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微创心脉医疗 上海市

列产品关键技术开 袁振宇，黄定国，王丽文，彭大冬，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发及大规模产业化 鹿洪杰，邢智凯 医院

93 J-236-2-01 新型光纤制备技术 王瑞春，罗 杰，王光全，韩庆荣，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及产业化 龙胜亚，朱继红，张 磊，杨 晨， 团有限公司

沈世奎，王润涵

94 J-236-2-02 大规模接入汇聚体 兰巨龙，张建辉，申 涓，胡宇翔，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河南省

系技术及成套装备 王 鹏，张校辉，王 翔，赵 锋， 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河南有线电视网

张兴明，李 光 络集团有限公司

95 J-236-2-03 高精度高可靠定位 郁文贤，刘佩林，王永泉，戴忠东，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司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 上海市

导航技术与应用 裴 凌，陈 新，吴建英，王杰俊， 司，上海复控华龙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华测导

刘若普，李 蔚 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96 J-251-2-01 花生机械化播种与 尚书旗，杨然兵，王东伟，李瑞川， 青岛农业大学，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青岛万农达 山东省

收获关键技术及装备 连政国，殷元元，王延耀，王青华， 花生机械有限公司，临沭县东泰机械有限公司，青岛

华 伟，刘俊锋 弘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97 J-251-2-02 大型灌溉排水泵站 王福军，许建中，陆 力，肖若富，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中国水利水 水利部

更新改造关键技术 姚志峰，李端明，徐洪泉，严海军， 电科学研究院，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连

及应用 刘竹青，唐学林 成（集团）有限公司

98 J-251-2-03 高光效低能耗 LED 杨其长，魏灵玲，宋卫堂，周增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 北京市

智能植物工厂关键 刘文科，郭文忠，张国义，程瑞锋， 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北京农业智

技术及系统集成 李 琨，李成宇 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北京中环易达设施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

力光源股份有限公司

99 J-251-2-04 全国农田氮磷面源 任天志，刘宏斌，范先鹏，邹国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湖北 农业部

污染监测技术体系 翟丽梅，胡万里，张富林，杜连凤， 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创建与应用 王洪媛，郑向群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农业部环

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

境研究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100 J-251-2-05 番茄加工产业化关 廖小军，余庆辉，胡小松，连运河， 新疆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陈 芳，李风春，杨生保，韩文杰，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

韩启新，陈 贺 限公司，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研究所

101 J-251-2-06 作物多样性控制病 朱有勇，李成云，陈万权，李 隆， 云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云南省

虫害关键技术及应用 骆世明，卢宝荣，李正跃，何霞红， 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

陈 欣，王云月

102 J-251-2-07 大型智能化饲料加 范天铭，徐学明，陈正俊，范文海， 江苏牧羊控股有限公司，江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国家粮食局

工装备的创制及产 谢正军，武 凯，唐健源，周春景， 四川特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牧羊集团有限公司

业化 彭斌彬，孙旭清

103 J-25201-2-01 国家海岛礁测绘重 党亚民，程鹏飞，章传银，罗建军，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国家 国家测绘地理

大关键技术与应用 周兴华，王中祥，欧阳永忠，吴树锋， 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海洋 信息局

薛树强，李 斐 测绘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 61206部队，武汉大学

104 J-25201-2-02 航空航天遥感影像 张永军，张祖勋，孙明伟，万幼川， 武汉大学，苏州中科天启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测绘地理

摄影测量网格处理 柯 涛，段延松，张 勇，曹 辉， 信息学会

关键技术与应用 胡翔云，王 博

105 J-25201-2-03 全球 30米地表覆盖 陈 军，陈 晋，廖安平，陈利军，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 国家测绘地理

遥感制图关键技术 曹 鑫，张宏伟，彭 舒，唐 娉，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 信息局

与产品研发 武 昊，陈学泓 航测遥感院，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黑龙江基础地理

信息中心，四川省遥感信息测绘院，国信司南（北京）

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6 J-25201-2-04 全国危机矿山接替 严光生，吕志成，舒 斌，庞振山，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国土资源部

资源勘查理论创新 韦昌山，赵财胜，颜廷杰，薛建玲， 质力学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与找矿重大突破 倪 培，张志辉 物理研究所，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

矿产调查院，湖南省湘南地质勘察院，北京矿产地质

研究院

107 J-25201-2-05 空间高动态卫星精 袁运斌，刘根友，许厚泽，欧吉坤，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湖北省

密定位及其综合测 阳仁贵，李子申，丁文武，张宝成，

试理论与关键技术 闫 伟，李得海

及重大应用

108 J-25202-2-01 矿山超大功率提升 谭国俊，涂兴子，孟国营，付贵祥， 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机全系列变频智能 李 浩，马正兰，陶建平，王 宝， 任公司，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矿业大学

控制技术与装备 张 晓，秦邦振 （北京），徐州中矿大传动与自动化有限公司，冀中

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煤炭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9 J-25202-2-02 煤矿深部开采突水 武 强，刘伟韬，陈绍杰，程久龙， 山东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肥城矿业集团 山东省

动力灾害预测与防 刘春生，郭惟嘉，尹尚先，魏久传， 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长盛煤安科技有限公司，兖矿集

治关键技术 张新国，张希平 团有限公司，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北科技学院

110 J-25202-2-03 煤层气储层开发地 秦 勇，汤达祯，李国富，朱庆忠， 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山西晋城无烟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质动态评价关键技 刘大锰，韦重韬，王生维，张遂安， 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

术与探测装备 吴财芳，许 江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中国

地质大学（武汉），重庆大学

111 J-25202-2-04 超大规模微细粒复 米子军，陈 雯，马法成，王永章，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杂难选红磁混合铁 魏兵团，白 俊，王继光，秦同文， 任公司，中冶北方（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钢

矿选矿技术开发及 罗良飞，周 育 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理工大学

工业化应用

112 J-253-2-01 肝移植新技术—— 窦科峰，陶开山，岳树强，袁建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北 中华医学会

脾窝异位辅助性肝 韩 骅，王德盛，杨诏旭，潘登科， 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

移植的建立与应用 曾代文，李 霄 医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113 J-253-2-02 脑胶质瘤诊疗关键 江 涛，尤永平，王伟民，康春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卫生和计划生育

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 张 伟，邱晓光，李文斌，李桂林，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北京市 委员会

李少武，游 赣 神经外科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14 J-253-2-03 胃癌综合防治体系 季加孚，游伟程，陈 凛，沈 琳， 北京肿瘤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天津医科大 中华医学会

关键技术的创建及 梁 寒，吕有勇，潘凯枫，寿成超， 学肿瘤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其应用 邓大君，柯 杨

115 J-253-2-04 免疫性高致盲眼病 杨培增，侯胜平，杜利平，迟 玮， 重庆医科大学，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电子科技大 重庆市

发生的创新理论、防 黄璐琳，周庆芸，蒋正轩，胡 柯， 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治及应用 于红松，王朝奎

116 J-253-2-05 配子胚胎发育研究 乔 杰，汤富酬，闫丽盈，李 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 北京市

与生育力改善新方 于 洋，严 杰，赵 越，廉 颖，

法的应用 刘 平，李 敏

117 J-253-2-06 外科术式改变脑血 毛 颖，周良辅，徐 斌，朱 巍，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教育部

流的基础与临床创新 陈 亮，宋剑平，倪 伟，朱凤平，

岳 琪，雷 宇

118 J-253-2-07 骨质疏松性椎体骨 杨惠林，陈 亮，郑召民，殷国勇，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教育部

折微创治疗体系的 吕维加，王根林，朱雪松，邹 俊， 江苏省人民医院，香港大学

建立及应用 耿德春，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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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开提·萨利霍夫，乌兹别克斯坦籍，男，1944 年 12 月生。

现任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生物有机研究所所长，乌兹别克斯坦

科学院院士，曾任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院长、内阁成员、科技委

员会主席，曾获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颁发的“英雄勋章奖”。由中

国科学院推荐。

肖开提·萨利霍夫院士是乌兹别克斯坦生物有机化学领域

的领军人物,在中亚国家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研发了抗病毒、抗炎、止血等 15 个新药，已在

乌兹别克斯坦上市。发表学术论文 300余篇，获发明专利 70余件，出版专著 5本。

他在与中科院开展科技合作的 15年间，联合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20多名，每年互派访

问学者 20 多人次，合作承担科研和建设项目共 10 多项。他率先提出建立中乌科技合作研究

中心的设想。2013 年中科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在乌国挂牌，中心结合两国优势，以中亚特色

天然药物研究为核心，重点将中国药物推向中亚及欧洲，同时推动乌国药物在中国注册上

市。此外，在乌国注册法人机构、购买土地、建没中试车间和科研综合楼的过程中，他都亲力

亲为，协调各方，筹措建设经费 300万美元，保证了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他还启动了两个新药

在乌国的注册和两个新药在中国的注册工作，共同合作研发的中药五类新药正在进行Ⅱ期临

床,目前进展顺利。与中方共同署名发表论文 60余篇，合作申请专利 5件。他作为“一带一路”

中乌科技合作的推动者和先行者、中亚药物研发中心的总设计师和总协调人，为中乌两国政

府间的科技合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肖开提·萨利霍夫
Salikhov Shavkat

张首晟，美国籍，男，1963 年 3 月生。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

电子工程系和应用物理系 J.G.Jackson与 C.J.Wood讲座教授。由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推荐。

张首晟教授是凝聚态理论物理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他曾获得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会巴克莱奖、国际理论物理学

中心狄拉克奖、尤里基础物理学奖等多项重要的物理学奖项。他的研究方向涵盖了凝聚态物

理中多个重要的领域，如：量子自旋霍尔效应、拓扑绝缘体和拓扑超导、量子自旋电子学、铜基

和铁基高温超导体、超流和磁学等。

张首晟教授积极参与和清华大学、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合作，使我国相关的科学研究与国际最先进思想对接，并直接促成了我国在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拓扑绝缘体以及新近的外尔半金属等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2009 年以来，他与清

华大学薛其坤教授紧密合作，在三维拓扑绝缘体材料新奇性质的观测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

实现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使清华和国内相关单位成为该方向国际领先的研究团队。他为

学科发展献计献策，多次组织国内学术会议和论坛，与薛其坤教授等一起筹建了清华大学量

子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该中心也迅速成为世界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心

之一。多年来，他积极参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亲自指导了多

名中国博士生和博士后，为我国相关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领军人才。

张首晟
Shoucheng Zhang

菲利普·戴维·寇茨，英国籍，男，1948年 9

月生。英国布莱德福德大学教授，英国聚合

物多学科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皇家工程院院

士，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医疗器

械 创 新 制 造 中 心 主 任 ，国 际 期 刊《Plastics

Rubber&Composites》主编。由中国驻英国大

使馆推荐。

寇茨教授是国际聚合物加工研究领域的权威和领军人物，是“聚

合物固相拉伸技术（Die Drawing）”创始人，在聚合物及相关复杂弹性

流 体 、固 体 材 料 加 工 过 程 在 线 检 测 理 论 和 方 法 等 方 面 有 诸 多 重 要 建

树 ，在《Science》等 重 要 国 际 学 术 期 刊 发 表 论 文 300 余 篇 ，出 版 编 辑 著

作 16 部 ，获 专 利 16 件 ，多 次 受 邀 在 重 要 的 国 际 高 分 子 学 术 会 议 上 作

大会邀请报告。

在与我国十余年的科技合作中，他在国内建立了“中英先进材料

研究所”“国际聚合物微型加工中心”等 5 个国际科研合作研发平台；

共同开展科技部国际合作、中英科技桥等 8 个重要合作项目；与四川

大 学 合 作 ，在 国 际 上 率 先 开 展 了 聚 合 物 微 纳 米 复 合 材 料 的 微 型 加 工

研究；与北京化工大学合作创制了生物基软物质弹性体，解决加工问

题；与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合作，解决高分子微型加工过程物

理问题；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合作，在国内率先开展固相拉伸取

向技术的应用研究。通过这些合作提升了我国高分子加工理论与技

术水平，扩大了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国际影响，为中英科技交流作出了

突出贡献。

菲利普·戴维·寇茨
Philip David Co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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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沃德·普拉默，美国籍，男，1940 年 10 月生。美国路易

斯安纳州立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

士。由中国科学院推荐。

普拉默教授是凝聚态物理学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是表面物

理研究的领袖人物。他在国际上第一个实现了单电子能谱的测

量，首次在实验上观测并指认出金属表面态的存在，第一个鉴定

并表征了金属表面的多极子等离激元激发，第一个实现了对表面电子结构与多体效应的精密

测量。他在金属半导体界面电荷密度波方面的研究引发了低维体系临界现象的研究热潮。

他还提出把复杂的表面化学过程简化为研究氢与表面的相互作用，将表面物理与化学研究的

交叉融合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迄今共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400 余篇，总被引次数超过

17000次。

普拉默教授培养并引荐了一大批优秀的华人物理学家,并于 2000年作为首席科学顾问与

我国科学家一道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创立了国际量子结构中心，当时的多名中心成员都已成

为领军人物，中心开拓的国际合作模式也被成功推广到我国多个科研机构。他与我国境內科

学家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最近，他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合作团队成功研制了世界上首

台可以实现声子能量动量二维探测的谱仪，开展了国际领先的科研工作。他还一直热心为我

国科技工作提供咨询和服务，积极推动中美大学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官方合作,并主动向国际宣

传中国的科技管理政策和发展状况，为促进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厄尔·沃德·普拉默
Earl Ward Plummer

陈德亮，瑞典籍，男，1961年 7月生。瑞典

哥德堡大学奥古斯特·罗斯讲席教授，瑞典皇

家科学院院士、哥德堡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

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由中国科学院

推荐。

陈德亮教授是一名国际知名的气候学

家，他在区域气候与大气环流关系、气候动力学及气候变化等领域取得了

重要成果。

陈德亮教授与国内多家科研机构保持长期合作。他作为中科院牵

头发起的“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完成了《西藏高

原环 境 变 化 科 学 评 估》报 告 ，为 青 藏 高 原 的 环 境 保 护 和 生 态 建 设 提

供 了 科 学 依 据 和 有 力 指 导 。 他 在 担 任 国 家 气 候 中 心 科 学 主 任 期 间 ，

使 其 成 为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在 亚 洲 的 第 一 个 区 域 气 候 中 心（北 京 气 候 中

心）和 全 球 长 期 预 报 产 品 中 心 ，并 通 过 引 进 区 域 降 尺 度 技 术 ，在 气

候 预 测 和 气 候 影响评价业务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他是清华大

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通过对全球变化研究方向提

出建设性建议，推动了清华大学地学学科的建设与国际化；他积极在

国 际 平 台 介 绍 和 推 荐 我 国 科 学 家 的 科 研 成 果 ，还 主 动 邀 请 我 国 相 关

机构科研骨干开展合作研究，为培养青年人才，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

化 作 出 了 突 出 贡 献 。 此 外,在 他 担 任 国 际 科 学 理 事 会（ICSU）执 行 主

任期间，促成了 ICSU 麾下首个国际计划办公室——全球科学研究计

划项目办公室（IRDR）落户中国，为我国科技创新走向国际舞台发挥

了巨大作用。

陈德亮
Deliang Chen

施扬，美国籍，男，1960年 3月生。美国科

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国际知名表观遗传学家、

甲基化动态调控领域的奠基人、哈佛大学医

学院终身教授。由上海市推荐。

施扬教授长期从事表观遗传学以及染

色质生物学研究。近 30 年来，他系统性阐明

了该领域十分关键的甲基化的动态调控规律，奠定了甲基化研究的理论

体系。他于 2004 年开创性地发现了首例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LSD1，结束

了长达 40 多年来高等生物甲基化信号是否可逆的争论，并快速应用到制

药领域，现已在逆转肿瘤耐药性难题中获得成功。他在顶级刊物《Na-

ture》和《Cell》上发表论文 24 篇（其中通讯或第一作者身份 14 篇），SCI 论

文他引超过 28000 次。

2005 年以来，施扬教授通过与国内科研院所合作，推动了我国表观

遗传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他参与筹建了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和表

观遗传学中心，利用自身影响力从海外招募了一批顶尖人才，已取得一

批重要科研成果，并于 2016 年获批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他还与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等高校院所一起构建了该领域的发展框架，绘

制了中国表观遗传学发展的蓝图。为积极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他建立

了 一 系 列 研 究 交 流 论 坛 ，包 括 我 国 该 领 域 的 首 个 专 项 会 议（the Epi-

genetics Retreat）。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在表观遗传机制解析、染色质动态

结构探究、早期胚胎发育调控等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性前沿成果，产生

了重要的国际影响，为我国该领域十多年来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跨越

作出了突出贡献。

施扬
Yang Shi

保罗·斯潘诺斯，美国籍，男，1950 年 2 月

生。美国莱斯大学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

士 、美 国 艺 术 与 科 学 院 院 士 、欧 洲 科 学 院 外

籍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由上海市

推荐。

斯潘诺斯教授长期从事随机动力学、非线

性力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现任两个国际权威期刊

的主编、国际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协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等。曾获首届美

国总统青年科学家奖、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颁发的 Freudenthal 奖章、New-

mark奖章和 von Karman奖章。

他致力于推动与我国学者的研究合作。2008 年以来,他先后与同济

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近 20 所国内高校建立了广泛的学术

联系，开展了实质性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以同济大学为主要基

地，推动建立了中—美—欧工程可靠性与随机力学国际合作网，作为外方

主任协助成立了工程可靠性与随机力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他与我国学

者共同组织了一系列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有效促进了国内外学者的交流，

提升了我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他与我国学者在地震工程、随

机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我国超高层建筑抗震、大跨结构抗风、高

速铁路安全等领域得到应用，有力促进了技术进步。他先后受聘为教育

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创新引智基地国际学术大师等，

在我国开设讲座近 40 场，直接听讲师生和工程师超过 4000 人，在美国莱

斯大学接收和指导 30 余位我国访问学者和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为培养

我国青年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保罗·斯潘诺斯
Polichronis-Thomas Span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