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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就势
走出成功的产学研结合之路

王复明的成功得益于他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注重成果转化，走产学研一体的
发展道路。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项目研发需要经
费投入，需要国家给予支持，但又不可能
全靠国家投入，其中的绝大部分只有通过
自己的努力去解决。

王复明对于这一点十分清楚。
他最初走上产学研结合之路，也是情

势所迫。
1994年，出于购买检测设备的需要，

他成立了一家道路检测公司。由于最初
几年基本是免费检测，公司一直处于亏损
状态，直到 2000 年无损检测技术得到认
可后状况才好转。

配合高聚物注浆技术的研发，他又在
2005 年成立了基础工程维修公司，最初
主要是为研发团队提供现场试验条件。
随着该项技术的成熟，相关设备的生产及
工程施工任务由维修公司负责。

在他这里，科研前期的理论研究以工
程技术中心为主，后期的现场试验、设备
研发生产以公司为主；工程技术中心为公
司提供人才、学科、基础理论等方面的智
力支持，公司又开始“反哺”研发团队的基
础研究，为其提供资金、装备、材料、试验
人员支持，两者形成了一种有机衔接、良
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关系。

“这么多年，我走得并不轻松，这条路
不一定对所有的人都适合。”对于自己的
发展道路，王复明这样评价。

产学研结合在王复明的团队中也体
现得很充分。

这个团队中，既有硕士生、博士生，也
有大学教师、企业研发人员、高级技工。
这样的人员构成可以实现基础理论、软件
开发、现场试验、装备制造、材料开发、施
工工艺等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研
发和成果转化链条。

在这个有着五六十名成员的团队中，
王复明是一个出色的“二传手”：特有的前
瞻性眼光使他知道该组织这个团队往哪
个方向“进攻”，使团队一次次攻克技术难
题，始终走在行业发展最前沿；对每个成
员专业特长的了如指掌，让他懂得“在合
适的时间把球传给合适的人”，让每个人
各用其长、各尽其能。

除了环境所迫，王复明的血液里也有
着学以致用的基因，小实践、小发明是他
儿时的最爱。他曾做出小型变压器将家
里照明灯电压由220伏变成了12伏，还曾
动手做出豫剧板胡。

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王复明的团队
多年来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完成国家
和省部重点科研项目 20 余项、重点工程
科技项目 60 余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两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他
的工程安全学术团队被评为河南省创新
团队、教育部创新团队。

2008年，王复明当选“中原学者”，成
为我省的院士后备军。今年，他又捧回了
沉甸甸的2011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
贡献奖。

面对种种荣誉，王复明丝毫没有“功
成名就”的感觉。他已将高聚物注浆技术
在高速铁路、地铁等领域的应用作为自己
下一步研究的着力点。

结束采访时，王复明谈起了自己多
年的愿望：拥有一个永久性工程防护试
验场。

希望他的夙愿早日实现。

病路险坝“微创”修复技术开拓者病路险坝“微创”修复技术开拓者
——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王复明

本报记者 刘春兰 武建玲 文 杨光 图

见到郑州大学教授王复明是在他的试验场。
走进这个位于郑州高新区枫杨街和石楠路交叉口附近的试验场，

却发现它其实就是一片荒地。
“这块地是郑州大学待建的科研用地，暂时让我们用用。”王复明

解释说，“以前的试验场在黄河大堤附近，去年刚搬到这里。”
现场，一台特种车辆正在工作。“集成式高聚物注浆系统”，车厢上

的几个字说明了它的身份。
“高聚物注浆技术就是将能快速凝固的液态高分子聚合物材料注

入存在问题的道路、堤坝，实现‘微创’修复。”说起自己的专业，王复明
神采飞扬。

王复明的成功与他在道路和堤坝维修方面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密
切相关。

采访王复明不容易。
一是他太忙，不好约；二是他的

研究方向专业性太强，不好写。
采访中，发现他是一个善解人意

的人。对于不太好理解的专业问题，
他总是尝试用贴切的比喻将其说清
楚。整个采访进行得愉快顺利。

他是一个真实坦诚的人。当问
他是否有喜欢的格言时，他想了想
说，没有。不过儿时姥姥教导他的

“好儿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
衣”，多年来他一直牢记心中。

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的人。对于
一些专业问题在报道时的提法，他会
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甚至到了咬文
嚼字的地步。

我想，善解人意、真实坦诚的他
在事业发展中应该会得到更多帮助
和支持，认真严谨的他对工作也一定
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由此看来，他的成功不难理解。

他与道路无损检测新技术结缘出于偶
然。

1957 年，王复明出生于河南沈丘，高中毕
业后返乡务农，当起了水利技术员。1977年恢
复高考，他被郑州工学院水利工程系录取。学
习机会难得，王复明一口气念了十年书。1987
年从大连理工大学博士毕业后，有着很浓家乡
情结的他回到母校郑州工学院执教。

1994 年，王复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
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期
间，他参加了美国战略性公路研究计划的一
个项目。该计划是美国国会批准实施的重大
科技计划，主要研究公路质量和耐久性方面
的关键技术问题。

当时，公路无损检测技术是国际上研究
的热点。不同于传统钻孔挖坑式的检测方
法，公路无损检测技术是通过振动、电磁等快
速检测方法分析评价路基路面结构特性或诊
断病害，不造成对路面的破坏。“就像给公路
做CT一样，每小时可检测上百公里。”

但该项技术的“瓶颈”在于如何解析无损
检测信号。“就像医生给病人做了B超，要从B
超结果反推哪儿有问题，找到病灶，这是一个
复杂的理论问题。”

王复明对该项目关于路面材料性能反演
这一核心内容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创造性地
建立了解析无损检测信号的新方法。

这段“美丽邂逅”，让王复明看到了高速
公路无损检测技术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他对
于该技术在国内公路建设与管理中的应用充
满信心，决心回国一展抱负。

1993 年 4 月，王复明带着全家回到祖国，
投入公路无损检测技术研发。

没有设备，研究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为了解决无损检测技术中的关键问题，王复
明急需购买一台价值 16 万美元的检测设备，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王复明试着走了四
条路；

争取学校支持。学校校办产业处组织两
次论证会，但一下子解决这么多经费还是有
难度。

争取有关部门的资金支持。但当时一般

的科研项目只有几万块钱支持经费，上百万
的科研项目立项谈何容易。

和企业进行技术合作。有意合作的两家
企业提出同一个问题：“投入 100 多万元买设
备，多长时间能收回成本？”“不知道。”王复明
老老实实回答。因为他也不知道这项技术多
长时间内能在国内得到认可并创造效益。合
作因此卡壳。

和朋友合作。有一个朋友拿出20万美金
打算和王复明合作，合作协议都签过了，但对
方私下到交通部门做了调研，结论是“这项技
术不符合中国国情”，遂不愿再投资。

一年多的劳累加上屡次碰壁的打击，王
复明病倒了。躺在病床上，他清醒地认识到，
尽快解决设备资金只能靠自己。

出院后，他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又托朋
友以 18%的年息申请了 60 万元投资贷款，终
于凑齐了设备款。

设备买回来了，但王复明却又面临许多
想不到的困难。

我国的高速公路起步较晚，内地第一条
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是1990年建成的沈大
高速公路，1993 年我国的高速公路尚在起步
阶段，当时社会争论的焦点还是中国是否要
修高速公路，王复明研究的公路无损检测技
术似乎太过超前。

检测遭遇冷淡。很多单位不欢迎他去做
检测，原因很简单，害怕他的先进设备检测出
道路有问题反而给人家带来麻烦。

技术遭受怀疑。“不符合中国国情”、“不
符合中国公路设计理论体系”、“不适用于施
工过程质量检测”……种种非议扑面而来。

面对冷遇和怀疑，王复明选择了坚持。
他和他的团队开着检测车，从一个城市到另
一城市，从省内到省外，既做技术讲座，又做
现场试验，还提供免费检测，渴了喝开水，饿
了啃馒头、泡方便面。

从 1994 年到 2000 年，他们的车轮奔驰在
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公路上，其间共举办
各类技术讲座60余期，无偿检测公路1.6万公
里。

说起当年的不易，王复明十分淡定，但其
中的辛苦滋味，他最清楚。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王复明的研究逐渐引起有关部门的重

视。1995年，他申报的“高等级公路无损检测
技术研究”入选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受到
国家资助；1996年，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资助，成为全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学者；同
年，他负责申报的“河南省道路检测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入选河南省首批六个工程中心组建
计划。

王复明的研发也取得丰硕成果。他建立
了路基路面材料反演理论体系，在国内外首次
实现动力无损检测与电磁无损检测技术配套
集成，并将其应用于高速公路施工过程分层检
测与实时分析。

2004年，“高等级公路无损检测技术”被列
入国家重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至今已在 27
个省、市、自治区广泛应用。

长期检测积累的大量数据使王复明对于
各种道路“病症”了然于心，他开始思考如何在
无损检测技术的基础上治好道路的“病症”。

传统高速公路的维修方法是开挖式维修，
必须“开膛破肚”，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还影响
交通、污染环境。而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快速
发展，道路养护任务越来越重，亟须新的维修
方法。

王复明注意到国际上新兴的高聚物注浆
技术很可能成为公路非开挖式维修技术领域
的研究热点，而长期的无损检测技术研发为他
研究高聚物注浆道路维修技术打下良好基础。

当时高聚物注浆技术在国外主要用于工
业和民用建筑的地基加固，很少听到在道路维
修方面的应用。这主要是因为高聚物注浆施
工工艺依赖经验，很难满足道路维修的精细化
要求。而王复明在无损检测技术方面的研究
成果恰好能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王复明终于开发出
了高聚物注浆成套技术及装备。“先对道路进
行无损检测和病害分析，再在此基础上用高聚

物注浆技术进行针对性修复。不需开挖，不需
养生，十几分钟就可恢复通行。”

这项新技术为高速公路病害诊断和快速
处治开辟了全新的途径。

2007年，省交通厅和省科技厅联合组织实
施该项技术示范工程，选取的路段是京港澳高
速安阳至新乡段。该路段车流量大，重载车
多，病害严重，多种处治措施均未根治病害。
采用该项技术，80天内处治病害两万多处、30
万平方米，一次性处治完好率 95%以上，比传
统开挖式维修方法节省工期 70%、节省经费
50%。

2007年，该项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目前在河南、安徽、湖北等省的高速公路和
干线公路逐步推广应用，并被列入交通部重点
推广项目。

着眼实际 让检测与维修有机结合

公路检测维修方面的成绩没有让王
复明止步。

出身水利工程专业的他对我国水利
工程的安全现状也倾注了更多关注。

我国现有4万多座病险水库中九成以
上为土石坝，江、河、湖、海的堤防也大部分
为土质堤防，渗漏及渗透破坏是病险堤坝
及江河堤防普遍存在的问题。据初步测
算，约 50％以上的小型病险水库及大部分
堤防需要进行防渗加固。

王复明将下一个攻关目标锁定在病
险堤坝的除险加固上。

传统的防渗加固技术主要有混凝土
防渗墙、水泥土搅拌桩等。这些技术在我
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的同时，也长期存在对堤坝扰动破坏大、
工期较长、造价高、施工不便等缺点。特
别是对于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堤坝，传统防
渗墙技术由于施工设备体积庞大，往往进
场困难，“有劲使不上”！

王复明独辟蹊径，提出了柔性防渗新理
念，建立了堤坝超薄防渗新方法，首创了堤
坝微创修复高聚物注浆成套技术和装备。

运用这套技术和装备对病险堤坝进
行除险加固，不需要对堤坝“开膛破肚”，
只需将液态高聚物材料注入堤坝“体内”，
便可形成约一厘米厚的防渗墙，完成对病
险堤坝的“微创”修复。

2009年10月，专家组对该科研成果出
具的鉴定意见认为：该研究成果具有重大

创新和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其中，土质
堤坝定向劈裂、超薄帷幕及防渗墙注浆技
术在国内外属首创，为国际领先水平。

这项成果的“成色”在 2010 年全国性
的洪涝灾害中接受了检验——

当时，我省白河流域出现罕见大水，
多处堤坝出现渗漏和管涌。接到省水利
厅的通知，王复明连夜赶到了最危险的唐
河段。河堤上到处堆积的是装满泥土的草
袋，由村民组成的护堤大军熬红了眼，但险
情依然存在。王复明带领团队经过 4 天

“连轴转”，将80余处渗漏和管涌成功封堵。
河堤安稳了，村民对这项新技术啧啧

称奇。
2010年11月，省水利厅和科技厅联合

组织召开的该项成果推广论证会上，与会
专家一致认为该成果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系统性原创性成果，符合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河流治理等重大民生工程的迫切需
求。我国著名水利水电工程专家潘家铮
院士还特别建议，要进一步研究该成果在
新建工程中作为防渗方案设计的可行
性。这让王复明深受鼓舞。

2011年，在中国举行的“国际大坝技术
及长效性研讨会”上，王复明的成果成为关
注热点，许多外国专家提出合作意向。

目前，该成果已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9
项，并被列入河南省“十二五”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规划。海南、浙江等地已开始应用
该成果，水利部还将其列为重点推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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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 “推销”道路无损检测技术

王复明，1957年出生，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863计划现代交通技术主题专家、“中原学者”、省特聘教授、
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20多年来，他潜心研究，攻克了堤防
大坝防渗加固、高速公路检测修复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难
题，为提升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技术水平作出重要贡献。他
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重点科研项目20余项、重点工程科技项目60
余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两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获授
权发明专利13项。

王复明介绍高聚物注浆技术原理

王复明查看实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