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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桥筑山河 奋楫远航

——2024 桥隧发展科技创新大会及桥隧创新成果展

暨《桥梁》杂志编委会、理事会年会在贵阳成功召开

（转载于微信公众号“桥梁视界”）

2024 年 11 月 8-11 日，2024 桥隧发展科技创新大会及桥隧创
新成果展暨《桥梁》杂志编委会、理事会年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
大会以“科技成就品质工程，创新驱动桥隧发展”为主题，围绕助力
桥隧科技持续发展，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桥隧和交通领域的应
用，共同探讨桥隧科技创新，弘扬桥梁文化，提升桥隧产业核心竞争
力等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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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幕式（汇聚力量 创新发展）

本次大会由《桥梁》杂志社主办，贵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和贵州省公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
单位协办。来自全国交通主管部门、建管单位、设计、施工、设备、
材料等数百家单位和企业领导、专家齐聚盛会，共同交流，为早日实
现交通强国梦，凝聚了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

黄镇东 原交通部部长

胡希捷 原交通部副部长

高宏峰 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

杨同光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张剑飞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高 烽 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

凤懋润 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桥梁》杂志编委会主任

周海涛 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数智视界》杂志编委会主任

周 伟 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

成 平 交通运输部原安全总监、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周纪昌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名誉

理事长

郑皆连 中国工程院院士

邓文中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王景全 中国工程院院士

侯保荣 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绪红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建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

曾 滨 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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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光 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公路学会原会长、《桥梁》杂志编委会

副主任

张 胤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厅长

李彦武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原局长、《大桥养护与运营》杂志编委会主任

庞 松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原司长

柯林春 交通运输部直属机关党委原常务副书记

胡荣明 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德华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原局长

王 太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原副局长

刘家镇 原交通部科技司巡视员

于胜英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原巡视员

张劲泉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桥梁》杂志编委会副主任

侯金龙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桥隧产业》杂志编委会主

任

宫 辉 重庆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唐伯明 重庆交通大学原校长

杨 亮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养护保通处处长

王福恒 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公路处处长

陈健蕾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党委委员、副厅长

许湘华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

张群力 贵州省公路学会理事长

阮有力 贵州省公路局局长

袁 泉 贵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龙平江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白虎 贵州省公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游庆仲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原厅长、江苏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丁 峰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蒋振雄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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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焕陵 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原主任、党组书记

顾德军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杨育生 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厅长/陕西省公路学会理事长

陈冠雄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原副厅长、广东省公路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黄成造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朱永灵 广东省航道事务中心党委书记、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原局长

姜友生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

乔 墩 原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主任

李关寿 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党委副书记

吴华金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

胡钊芳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研究员、原总工程师

李 强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

王潮海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原总工程师

王 谷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林树枝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二级巡视员

朱玉龙 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原局长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用中、马庭林、廖朝华、徐恭义、邵长宇、陈宜

言、韩振勇、蒋树屏、张敏、徐升桥、周良、史海欧、崔冰、吴明先、王仁贵、

于松伟、朱忠义、陈楚江

肖汝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桥梁及结构工程分会理事长、同济大学教授、《桥

梁》杂志编委会副主任

周文波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市政工程分会理事长

王 昭 中国建筑业协会质量管理与监督检测分会副会长、秘书长

杨 毅 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主持秘书处工作副秘书长

洪显诚 广东省公路学会理事长

鲁昌河 广东省交通运输协会会长

冯良平 中国公路学会桥梁和结构工程分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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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致辞（凝聚共识 并肩同行）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同光；原交通部副部长、中国国际咨询
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中国公路学会原理事长、“老交通”智库
主任胡希捷；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厅长张胤；交通运输部公
路科学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公路学会副理事长、《桥梁》杂志编委会
副主任张劲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表达对本次会议的期待与对行
业发展的展望。

贵州交通和桥梁建设取得的

显著成绩，体现了贵州人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是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大踏步前进的缩影。当前，

贵州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

交通运输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将紧紧围绕人享其行、物畅

其流的美好远景，加快推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书记
这一重要的论述既深刻解释了科
技创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中的引领性、支撑性的地位，

也为桥隧领域实现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杨同光

胡希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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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隧是交通内畅外联的重要

支撑，串起是一条条致富路、幸福

路、连心路、振心路。特别是对沟

壑纵横的贵州来讲，钻隧架桥不断

彰显贵州基建伟大缩影和大国工

匠的智慧担当，也生动刻划出贵州儿女牢记嘱托、感恩思进、感恩奋

进的精神群像。

当前我国已踏上建设交通强

国新征程，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

交通发展的主题，这对中国桥梁建

设提出更高要求。我们要让桥梁建

设更好走向外海、走向深海峡谷，

推动桥梁特别是特大桥梁结构理论创新发展，提高桥梁耐久性、可靠

性、延长使用寿命。

大会开幕式由《桥梁》杂志社

社长、总编杨志刚主持。杨总编对

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大

会的支持单位表达感谢。

2024 年，《桥梁》杂志迎来创刊 20 周年。杨总编特别在开幕
式发言中回顾杂志社的 20 年发展历程，并强调要秉持初心，不断为
行业发展和交通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他说：“桥梁杂志走过了 20 个

张胤

张劲泉

杨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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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20 年来，杂志是幸运者，幸运地赶上了中国桥梁波澜壮阔的
大发展时期。在与中国桥梁共同成长的岁月里，杂志有幸见证并记录
了在这 20 年的时代年轮中，中国桥梁发展的每一道刻痕。

三、“本安亚大”科学大工程报告会（前沿观点 智慧分享）

李建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

党委副书记

《人工智能发展历程》

报告从人工智能的起源入手，
介绍了机器学习的主要方法及深

度学习的模型，探讨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分析了各行各业未来都可能
离不开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在各自的领域建立大模型等关于人工智
能的思考。

万步炎

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主任

《海底钻机技术与装备研发及应
用》

海底钻机是开展海洋矿产资
源勘探、海底工程地质勘察、海洋

科学钻探的重要装备，由于不受海面风浪流和海水水体的影响，它在
成本、效率、取芯质量和作业隐蔽性等方面都有巨大优势，已成为海
洋地质钻探的重要发展方向。报告主要介绍了海洋钻探与海底钻机、
海底钻机的发展历程、海底钻机的应用情况，以及海底钻机的发展趋
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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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桂鲁

清华大学教授、北京量子信息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

《用量子说悄悄话》

量子计算的发展严重威胁经
典非对称密码算法，量子通信是一种解决方案。量子直接通信利用量
子态作载体，具有感知窃听和防止窃听的能力，实现用量子说悄悄话，
保证通信安全。它具有部分隐身通信、保护使用者的能力，并且兼容
既有网络，简化业务流程，实现量子增强。报告介绍了量子直接通信
的进展。

周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教育部脑
启发感知与认知智能实验室副主
任

《大模型与 ai 如何在垂直领域落
地》

ChatGPT 标志着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以其为代表的
大模型技术在内容生成，智能辅助等方面已经产生一定的商业价值和
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大模型技术在垂直领域上的应用目前并不
太成功。本报告从技术侧分析其原因，并指出大模型在可靠性、可解
释性及推理能力等问题上依然存在重大缺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
们提出“1 本体 3 库 2 引擎”的智能信息系统框架，展示其在数学、
金融、科学等领域的应用，并探讨 AI 在交通领域落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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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红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高分

子材料重点实验室主任

《诺贝尔奖科技实践导电聚苯胺
推动桥隧防腐材料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重点介绍了导电聚苯胺防腐材料的长效防腐（>25 年）和环
保特征，同时展示 20 年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与湖南本
安亚大新材料有限公司如何通过产学研和应用相结合，解决导电聚苯
胺的工业化合成和环保防腐涂料的生产等关键难题，将诺贝尔奖科技
成功作为重防腐材料用于桥隧行业，尤其是特大型桥梁、高速公路护
栏、机场的长效防腐，推动桥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许湘华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

《贵州公路桥隧技术发展与展望》

以梁桥、拱桥、悬索桥、斜拉
桥为例，阐述山区桥梁工程的技术
创新及数智赋能精细化建造，详述

贵州瓦斯隧道、涌水隧道及最长隧道大娄山隧道的建造技术。展望未
来，贵州桥隧将继续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在数智化技术引领下，为交
通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努力成为中国交通建设新标杆，助力经济腾飞
与区域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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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松 肖汝诚

科学大工程报告会，由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原司长庞松和中国土木
工程学会桥梁及结构工程分会理事长、同济大学教授、《桥梁》杂志
编委会副主任肖汝诚共同主持。两位主持人都表示：科学大工程报告
旨在拓宽桥梁界的视野，为今后的新技术在桥梁界的应用提供借鉴。

四、桥隧创新成果展（为企业发展搭建高质量平台）

“2024 桥隧创新成果展”与大会同步举办。百余家来自桥梁与
隧道方面的建管、设计、施工、建设、材料、科研、设备和养护领域
的企业参展，向与会人员集中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与创新技术。参展
商从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应用、云平台、智能建造及新型系统、装备、
材料、方案等方面全产业链展示了中国桥隧创新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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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术参观（零距离见证贵州桥梁的跨越式发展）

11 日，大会组织对六枝特大桥、花江峡谷大桥、平塘大桥、坝
陵河大桥及桥梁博物馆以及册三公路文化园(摩崖石刻）进行了技术
参观。

近年来，贵州不断延展桥隧发展的长度。据了解，贵州在近 126
万个山头间已建成桥梁、隧道分别达 3 万座、2800 座，连起来已经
超过 8400 公里。梁桥、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各类桥型实现全覆
盖，贵州省已经成为世界上特大峡谷桥最密集、数量最多的地区，被
誉为“世界桥梁博物馆”。

桥梁杂志微信公众号《桥隧创新周周探》栏目曾对本次技术参观
的六枝特大桥、花江峡谷大桥、平塘大桥进行过详细报道。

六、先睹为快（大会其他议程抢先看）

以下“抢先看”的内容，后续将在《桥梁》杂志微信公众号桥梁
视界上得到详细呈现，请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

（1）2023-2024 十大桥梁人物荣耀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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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下午，“2023-2024 年度十大桥梁人物”颁奖仪式隆
重举行。

获得本届十大桥梁人物的分别是：（按颁奖顺序排序）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徐军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刘小波

天津城建设计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张振学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魏胜新

贵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韩洪举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桥梁分院院长刘振宇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顾民杰

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彦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志新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敏

（2）“华纤杯”桥梁摄影大赛记录桥梁之美

本次摄影大赛，收到近一万幅摄影作品投稿。最终共有 30 幅作
品获奖，一等奖作品是由黄晓楠拍摄的《深中通道日出》。大会现场，
华纤科学技术（深圳）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市场总监邬惠娟为获
奖人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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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4 桥梁杂志新媒体栏目杰出桥梁工匠

在“十大桥梁人物”颁奖仪式的尾声，原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和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名誉理事
长周纪昌，特别为参与本年度《桥梁》杂志新媒体原创栏目——《杰
出桥梁工匠》报道的 7 位工匠授予了纪念证书和纪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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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栏目报道的七位杰出工匠分别是：

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特聘专家莫素碧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钢结构分公司总工程师蒋德林

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马保林

原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欧阳钢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工程师田克平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蔚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松

（4）对话中国桥梁二十年我们共同走过讲述活动

《桥梁》杂志创刊二十年来，有幸参与新时代中国桥梁发展的蓬
勃二十年。为讲述这二十年的桥梁故事，总结 20 年间各省桥梁发展
情况，传承中国桥梁人的奋斗精神，向全社会宣传桥梁建设中体现出
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9 日晚间，“对话中国桥梁——
二十年我们共同走过”特别活动拉开帷幕。各省市优秀的桥梁建设者
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对话活动。共同对话新时代，踔厉奋发；记录新征
程，展望未来。讲述活动的尾声，为此次活动特别制作的主题曲《见
证非凡》在现场唱响。生动展现了中国桥梁人用平凡的每一天，成就
非凡的动人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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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第九届桥隧技术及产品创新大赛

10 日上午，第九届桥隧技术及产品创新大赛如期举行。大赛为
企业界和工程界提供了一个展示最新科研成果、应用成效的专业平台。
吸引百余家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得到业内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6）平行分会场

此次大会，还设置了多个平行分会场。主题涵盖了数智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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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养护管理、监测检测、桥旅融合、组合结构等多个报告主题。
报告人涵盖领导、专家、学者、一线建设人员等行业领军人物和行业
精英，报告内容含金量十足。

本次平行分会场主题报告设置如下：

桥隧技术发展“大师”报告会

桥隧技术发展“十大桥梁人物”报告会

桥隧设计建造与数智技术发展报告会（一）

桥隧设计建造与数智技术发展报告会（二）

桥隧设计建造与数智技术发展报告会·贵州桥梁专场

高速公路改扩建·桥梁工程改扩建研讨会

极端环境下桥隧建设与管养技术研讨会

桥梁钢结构创新设计与制造研讨会

桥旅融合创新发展研讨会钢混组合结构桥梁研讨会

桥隧工程养护与管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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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隧结构监测与检测技术研讨会

桥隧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研讨会

后续我们将对平行分会场的精彩报告进行视频推送安排，一起期
待吧～

放眼神州大地，一座座雄伟的大桥跨山越海，不断刷新“最长、
最高、最大”纪录，彰显新时代中国桥梁建设的雄厚实力。如今，中
国桥梁工程建设的关键技术已转化为多项行业标准和规范，在推动我
国交通运输整体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正在为世界桥梁建造贡献中国方
案和中国智慧。

万桥飞架，天堑变通途。桥梁已经成为我国又一张亮丽名片和彰
显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科技含量，无论国内
施工还是海外建设，中国桥梁以其磅礴的气势和无穷的活力，跨越四
海，通向未来。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桥梁》杂志社

协办单位
贵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公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顺康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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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德阳天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黔桥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交通职业大学
中铁贵州公路建工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承包分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铁长江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专业设计院股份公司
黑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交通大学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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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咨公路养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交世通(重庆)重工有限公司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中路交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镇江蓝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路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旭泰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大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济通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佐敦涂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冠众中企（上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本安亚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桥梁》杂志社
北京捷路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中路创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