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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上午，本报记者在东南

大学材料楼 218 办公室对孙伟院士进

行了专访。 

孙伟院士是材料领域的专家，当

被问到对本次结构竞赛的所用到的新

材料竹材的看法时，孙伟院士认为结

构与材料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总体，国

外所有的名牌大学，土木工程结构和

土木工程材料是在一个系或者一个学

院，这样的好处是材料是一个基础，

结构能做到节能减排和抗震减灾，如

果把材料和结构分开就达不到相互促

进的效果。结构要不断地对材料提出

要求，材料更要不断地创新，促进结

构的变革，这样，行业的前景要比大

家孤军奋战要好得多。 

作为一名女性，孙伟院士谈到了

建筑材料这门学科吸引自己 40多年来

一直研究它的原因。孙院士认为过去

人们认为材料很简单，因为以前的材

料种类单一，长期不变，很难适应结

构的变化，而现如今出现了很多的新

型材料。现在国内外许多结构都很难

达到设计寿命，原因很复杂，有结构

问题、施工问题、材料问题，她认为

这三者应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科学 

总体，缺一不可。她致力于促进结构的

更新，结构强度的提高和结构寿命的延

长。 

当谈到中国教育体制与国外教育

体制的区别时，孙伟院士提到了她在美

国做 NSF 项目的经历。作为国家科学

基金，NSF 项目不仅重视理论研究，

更重视理论成果在工程中的应用。有一

个教授的“纤维混凝土的界面有限元分

析和断裂力学特性”项目对孙伟院士吸

引力很大，而当时国内硬件设施不好，

但在美国，不管是哪所学校的实验室，

她都可以随时去做实验，国外教育体制

不同，国外讲究设备要充分发挥作用。

对于目前国内与国外一些高校的联合

培养项目，孙院士也简单谈了他对合作

交流对大学生影响的看法。她非常重视

这个 

圆满成功，也祝愿结构工程与材

料工程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够更好

的结合起来，发挥更加巨大的作

用！  

（杜浛） 

附： 

孙伟，女，1935 年 11

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8 年 7 月毕业于南京工学

院（现东南大学）工业与民

用建筑 专业 即留 校任 教至

今。曾任土木工程系建筑材

料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土

木工程系副主任，材料科学

与工程系主任。2005 年 11

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兼任中国建筑材料科技教

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水泥制

品工业协会理事，中国土木

工程学会纤维混凝土委员会

和高性 能混 凝土 委员 会委

员，中国《硅酸盐学报》副

主编，中国《建筑材料学报》

编 委 ， 英 国 《 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学报编

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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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每年会派 2 个学生出去，今

年已经有 8 个了。她认为把学生送到

名校，在名师的指导下学习是很好

的，不仅在业务上有很多提高，而且

利用国外先进的设备，可以做出更多

的科研创新成果。她还要求年轻人不

光要去学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去学

人家的思路，比如如何培养人才，如

何加强科研创新，这对学生来说是个

锻炼。 

当谈到对本届结构竞赛的期望

与祝福时，孙伟院士希望大赛涌现出

更多结构设计中的技术创新，这对推

动结构设计的进步是非常有价值的，

同时她还希望大家不断引进新材料，

促进结构的变革，提高结构的耐久性

和服役寿命，提高结构抗力，即防灾 

减灾，把材料与结构的

交叉融合体现出来。采

访在轻松愉快的对话

中结束，笔者被老人 76

岁高龄仍兢兢业业，活

跃在科研一线，对科学

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

精神深深打动，真诚愿

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 

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吕志涛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 

你们好！ 

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从祖国

各地及海外来到南京参加第五届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我这个

东南大学的老教师更是热情地祝

贺竞赛开幕！ 

我们都认为，开展结构设计竞

赛这一活动十分重要，因为《国家 

 幕式，今天更高兴参加在我们东南大学举

办的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的

开幕式。在这里，我除了上面表达的欢迎、

祝贺之外，我还说两点建议。一是建议竞

赛名称中加“创新”两字，改为“全国大

学生结构创新设计竞赛”。这是为突出创

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我

认为，我们都应该勤奋学习，创新工作。 

二是建议每届竞赛最好要有个主题。

譬如，这届竞赛的主题我认为可称为“结

构抗灾与可持续发展”，因为我国地震灾

害频发，采用竹结构，可大大减轻结构自

重，利于抵抗地震；竹结构材料是天然的，

比木材还速生，而且是低碳的，有利于环

保要求。做结构抗震试验，利于抗震知识

和动手能力的增强。 

最后，祝各位在南京期间过得紧张而

愉快，使这次南京之行成为你一生中难忘

的记忆。 

谢谢大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年》中强调高等学校应努力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

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

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结构设

计竞赛是十分符合党的教育方针的，十分符

合《纲要》要求的。正因为如此，结构设计

竞赛从第一届在浙江大学创办以来一直受

到全国高校特别是土建专业师生的欢迎和

积极参与。已连续办了四届，今年是第五届，

并且参赛规模一届比一届大，今年参赛高校

已达 73 所，学生 222 人。尤其值得高兴的

是我们的结构竞赛已引起国际上的注意，这

次就有美国、日本等国以及台湾、澳门地区

的高校应邀前来参赛。我认为结构设计竞赛

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提高以及团结合作精神等方面

素质的培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几年前，我有幸被邀参加了浙江大学承 

办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的闭 

中国工程院吕志涛院士专访 
全国赛在即，作为对吕院士进行

专访的记者，给他递送邀请函的工作

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吕院士家在东大家属区的“院

士楼”，客厅里放着一摞摞的书，体

现出吕院士的博学多闻。在王景全老

师的引荐下，笔者见到了期待已久的

吕志涛院士。对本科生而言，和院士

在学科领域的距离简直遥不可及，然

而和院士面对面，却觉得他和蔼地像

爷爷一般。我们拿出此次结构大赛的

邀请函递给他。他看到竞赛手册，称

赞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吕院士一看到

赛徽立刻就了解了其中的含义，还兴

致勃勃地聊起自己一直很喜爱的图

标设计，提到曾设计过 ECP 的图标，

三个字母错位排放，就形成了一个锚

具的样子。 

20 日早上七点，我怀着敬仰的

心情接吕院士来九龙湖，一路上我就

和吕院士聊了起来。 

吕院士曾作为嘉宾出席了第一

届全国大学生结构大赛的闭幕式，现

在东大作为东道主举办了此竞赛，无

论从参赛队伍的人数和规模，较往届

都有提高。吕院士说，结构赛对本科

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影响，是十分有

意义，以后回忆起来的时候将是很珍

贵的经历。 

谈起曾经的求学经历，吕院士

回忆起曾经考南工时也是报的建筑，

但是入学就先考素描，当时没怎么学

过，不够要求，却因为数理好，被分 

到了工民建，但吕院士却因此而

与土木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提到

平常的兴趣爱好，吕院士说他喜

欢打游戏机，玩俄罗斯方块，打

乒乓球等等。说着，边比划出两

下回球的标准动作。 

吕院士认为给学生做的题目

要尽可能新一些，领先一些，这

样学生的兴趣会大一些。吕院士

对预应力混凝土的贡献众所周

知，只有他将这项早已存在的技

术在其应用方面有了诸多的创

新，比如门式钢架的配件形式，

预应力在厂房建造中的应用。 

著名的“两门一塔”：珠江口

北岸工程、北京西客站工程以及

南京电视塔都是吕老师的得意之

作。然而在最初改革开放左右的

上海纺织厂厂房设计，才是真正

影响最广泛的设计，将占地面积

大却利用率不高的单层厂房，通

过大量实验和技术难题的攻克，

改造成了 6层楼高但跨度可达 20

米的厂房结构。这一创新，使得

当时每年便可增收 540 万元，后

被全国推广，连国际预应力专家

伽维辛也惊叹不已。 

吕院士总结说，土木是理论

基础和经验相结合的。不管怎样，

“勤奋学习，创新工作”应该是

我们一直奉行的观念和准则，创

新才能更好的发展。 

（林慕桥） 

 

 

10 月 20 日下午，浙江大学参赛团

队及指导老师在焦廷标馆前接受了本

报记者简短的采访。 

本次浙江大学参赛队由邹道勤老

师、姜涛老师和陈勇老师随行。当记者

与他们聊起初到南京是否习惯的问题，

他们说东大的校园很大，很安静，同时

浙江与南京的气候相差并不大，所以很

习惯。 

在与记者的简单交流中他们提到

本次大赛的主题很好，很贴近现实，跟

抗震结构关系很密切，对实际工程应用

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交流中他也提到他

们的参赛队员都是一些大三的学生，一

些诸如抗震和结构方面的专业课程还

没有接触到，而且他们的参赛队员也是

第一次接触竹材，所以队员们还是有一

点小小的压力。为了做好竞赛准备，一

个月前他们曾专程来东南大学，取加载

时地震波的波形。 

作为第一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的主办方和结构设计竞赛的倡导者，谈

到结构设计竞赛如今的规模和影响力， 

浙江大学代表队 

他们表示很欣慰，他们说这种类型的结

构设计竞赛就是要向世界推广，这样才

可以促进大家相互交流和学习。 

他们对团队在本次结构设计竞赛

中的表现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他们打

趣的说他们就是奔着一等奖来的。团队

中一个活泼的女参赛队员表示他们充

满了信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做好

自己该做的，尽可能拿一个好名次就

好。            （王云飞、於恒） 

 

附： 

浙江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省部共建

的普通高等学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建设的若干所重

点大学之一。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成

立于 1897 年，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

的新式高等学府之一。1998 年，同根

同源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

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

大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学

校已成为一所基础坚实、实力雄厚，特

色鲜明，居于国内一流水平，在国际上

有较大影响的研究型、综合型大学。 

重庆大学代表队 

重庆大学代表队乘火车于 10 月

19 日下午 3 点半到达东南大学九龙 

湖校区，并于 20 日中午接受特刊记者

的采访。 

记者采访时重庆大学指导老师正

要赶往焦廷标馆，于是我们在路途中

对他进行了一次简短的采访。当被问

及对东大的第一印象时，贾老师表示

东大给人的感觉很壮观，尤其是东大

的校门给人古朴庄重的感觉，而学校

的布局也侧面体现了东大严谨的学术

气氛。他也称赞志愿者服务细致周到，

态度积极热情，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便

利。 

贾老师在谈到本次结构设计大赛

的赛题时，认为该赛题以抗震为背景

非常具有实际意义，并且能够体现出

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本次大

赛，重庆大学的作品名称为“陆上方

舟”。贾老师还兴致勃勃地谈到“陆上”

二字的含义，他说他们作品的本意是

“移动的船”，但为与此次大赛的主题

“抗震”契合，遂取名为“陆上”。 

谈及参赛队员目前的状态时，贾

老师说队员们都经过精心准备，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和不错的动手能力，并

不会觉得很紧张。他还称赞了本届结

构设计大赛参赛选手良好的心理素

质。          （方根深、方藜燕） 

 

附： 

重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

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

大学。 

重庆大学创办于 1929 年，经过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重庆大学成为

国家教育部直属的、以工科为主的多

科性大学，1960 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

大学。2000 年 5 月，原重庆大学、

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

校三校合并组建成新的重庆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代表队 

10 月 20 日中午，本报记者于焦

廷标馆前对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带队老

师和参赛团队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哈

尔滨工业大学参赛队由汪鸿山老师领

队，张东昱老师任指导老师。本届大

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的专家顾问计学闰

老师和张金生老师也和他们一同来到

了东南大学，其参赛队阵容显得颇为

豪华。 

在采访中，他们认为本次结构设

计竞赛很贴近工程实际应用，竹材作

为一种天然环保的建筑材料，强度高

而且经济实惠，用较少的材料就能修

建起高质量的建筑，有效地节省了造

价。而且在校内选拔赛时，他们就以

竹材为模型制作材料，所以对竹材不

是很陌生。 

作为去年结构设计竞赛主办方， 

哈工大的老师对本届结构设计竞赛

的筹备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对本次

结构设计竞赛的接待工作也很满意。

有过主办经历的他们认为举办这样

的活动难度很大，志愿者们的热情、 

细心和周到的服务，从这一点就可以

看出东南大学对本次活动给予了高

度的重视，并且做了精心的准备。 

对于本届结构设计竞赛，他们表

现得自信满满。他们说首先肯定是重

在参与，当然，他们会竭尽全力拿到

一个好的名次。 

（於恒、王云飞） 

 

附：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隶属于工业

和信息化部的全国重点大学，创建于

1920 年，坐落在素有“东方莫斯科”

之称的北国名城哈尔滨市。20 世纪

50 年代，哈工大是我国政府确定的

学习苏联先进教育制度的两所院校

之一。1954 年哈工大进入国家首批重

点建设的 6 所高校行列，1984 年再

次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 15 所大

学之一，1996 年首批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1999 年被确

定为国家“985 工程”首批重点建设

的 9 所大学之一。 

特邀高校专访——美国

田纳西大学代表队 

在赛题解释会之后，领队老师

Pro. Ma 去参加研讨会，队长 Jeseph

去抽签，于是我便有机会对这支美国

队伍的另外两名成员 Ann 和 John 进

行采访。与其说是采访，更像是聊天。 

Ann 出生在密西西比州，虽然和

我一样是大三的学生，但其实她已经

有两个孩子了，男孩 9 岁、女孩 7 岁，

还很开心的给我看了她两个孩子的

照片。她向我解释说其实这是她第二

次回到大学。Ann 讲，Beaver 是她的

姓，其实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动物，生

活在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的森林中，一

般在沼泽或者河的旁边，棕色毛，有

着长长的尾巴。由于我不太能想象是

什么样的动物，她比划来比划去也没

解释清楚，干脆拿起笔给我在纸上画

了一个示意图。可是如此还是不能和

中文的动物名称对应起来，最后只好

求助万能的金山词霸，啊，原来是海 

狸——不像狐狸，不像熊，有些像狗

狗的一种小动物。 

John 没有说太多话，据说他很

喜欢旅游，去过很多次欧洲和其他国

家。John 会说比 Ann 多一点的中文，

Ann 只知道“你好”，John 还会说“谢

谢”和“再见”。John 很好奇自己的

名字写成中文是什么样子的，便非要

我写给他看，结果我一时还忘了“约

翰”的“翰”怎么写。他们的导师

Pro. Ma 其实是中国人，不过在美国

生活也有二十多年了，我很奇怪他们

怎么没有学一点中文呢，Ann 说中文

发音和英语不一样，学着好难。 

他们昨天抵达上海，然后坐高

铁过来，打算下周二回国，之前会去

上海转一转。因为美国的城市历史也

就三百年，而中国有上千年，他们觉

得很神奇，很想多看看。但是却没有

那么多的时间。 

为了参加比赛，他们大概准备

了一个月，不过前两个星期都只是做

电脑模型分析，因为没有竹子材料

卖；直到后两个星期，有别的教授从

中国回去，才带回了一些竹子。他们

一共做过两个模型，第一个没有加太

多的荷载，所以震动的时候表现很

好；至于第二个，多增加些荷载后，

不幸倒塌了。这便是他们对此次比赛

所做的准备。当我问他们有没有什么

获奖目标时，Ann 笑着说没有没有，

他们觉得这里有很多的挑战，能获奖

当然很好，不能得奖也没关系，最后 

开玩笑的说要是有个奖是奖励他们

从地球另一边飞了这么远来参加比

赛的也不错哈。 

采访的过程真的很欢乐，他们

对这次参加比赛也感觉很激动。只是

觉得，到处都只有中文，比如赛题讲

解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听不懂，所有宣

传也以中文为主，有一些沮丧。所以

让我们期待一下全国赛有一天规模

会扩大到“全球赛”吧。 

（林慕桥） 

附： 

田纳西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ut）位于诺克思维尔市

（knoxiville）于 1794 年成立，是一

所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旗舰大

学之一，是 24 所田纳西州立大学之

一，是受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田纳

西大学历史悠久，是该州第二古老，

全美第 29 位最古老的高等学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