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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9 日，由中国建筑学会组织的

“地下空间灾变环境安全保障理论与关键技术研

发及应用”项目科技成果鉴定会在北京召开。钱

七虎院士、陈湘生院士、罗继杰勘察设计大师领

衔的专家委员会对该技术成果进行了鉴定，认为

“该研究成果创新性显著，总体上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地下空间灾变环境安全保障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发及应用”技术成果由我校李安桂教授牵头，火

箭军工程设计研究院等7家企事业单位共同完成。

截至2020年底，我国现有地下空间总面积约

24亿平方米，总面积居世界第一。地下工程多深

埋地下，与地上相比，地下洞室群平斜交贯、体量

巨大，封闭性强，且围护结构与环境介质与地面建

筑显著不同，突发火灾或毒害气体溢出事故，人民

生命与国家财产安全环境保障风险更大。

项目针对长期困扰地下空间环境保障的历

史难题，基于近20年的积累，通过理论—技术—

设计方法—标准制定—示范应用全链科研攻

关，建立了保障地下空间生命安全的火灾烟气

高效通风引排理论与技术，创建了灾变环境重

气等多组分有害气体高效通风引排设计方法，

发明了系列低阻输配技术及关键设备，完成的

系列成果成功应用于鲁地拉水电站、西安地铁

等国家或区域重大工程，并纳入国内外标准规

范及指南手册。

本次成果鉴定会专家组由国家最高科技奖获

得者、防护与地下工程专家钱七虎院士担任主任，

陈湘生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罗继杰担任

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地下空间学术委员会理事

长、西南交通大学沈中伟教授，清华大学杨旭东教

授，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杨志刚教

授级高工，中铁二院华东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李懋教授级高工组成。

会议由中国建筑学会副秘书长孙建超主持。

我校校长赵祥模致辞。项目组成员侯立安院士介

绍了项目基本情况，项目负责人李安桂教授汇报

了研究成果。鉴定专家组审查了鉴定资料，并对

相关技术问题进行了质询，专家组认为，项目组在

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创新成果：一是地下洞室

群的火灾烟气、热污染迁移规律及高效通风引排

理论与技术；二是地下空间灾变环境重气等多组

分有害气体的扩散及“重气池”分层控制新技术；

三是低阻长距离通风输配技术设备，实现了地下

洞室群有害气体通风引排安全保障技术的突破，

为保障地下空间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该研究

创新成果在地下空间灾变环境安全保障技术领域

总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地下空间灾变环境安全保障理论与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本报讯（记者 赵阿锋） 变革性技术和

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交通行业带来哪些新问

题和新挑战？资源约束条件下交通与运输

工具存在哪些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些

关乎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发展的关键基础

理论和“卡脖子”技术难题集体“亮相”了。

10 月 14 日，由我国道路交通智能检测

专家、我校校长、长安大学教授赵祥模作为

总召集人，多位院士掌舵把关，140 多所高

校、行业学会的420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历

时3年凝练出七类交通方式的557个科学问

题结集出版的《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前沿技

术发展与科学问题》系列丛书，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发展

论坛上正式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田红旗、

侯晓、严新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

程与材料科学部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项目

主任王之中，我校校长赵祥模教授和西北工

业大学史忠科教授出席发布仪式并共同点

亮发布屏幕。

赵祥模在论坛上以“集众智、聚合力，

不断推进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发展”为题，

介绍了该套丛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指

出，为积极响应国家“交通强国”战略，着力

解决我国交通与运载工程领域“卡脖子”技

术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

2021 年以来，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学术共

同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指导下，遵

循“需求牵引、问题导向”原则，在全国相关

高校和行业学会开展了“交通与运载工程

学科前沿技术发展与科学问题”征集活动，

系统归纳、整理和汇集交通与运载工程学

科目前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812个，历时3

年最终遴选出涵盖七大交通方式和 8 个二

级学科领域的科学问题共 557 个。内容包

括重大基础问题、前沿瓶颈问题、关键共性

问题、颠覆性技术、“卡脖子”技术问题等多

个类型。

据介绍，此书提出的当前学科发展面临

的科学难题主要来自以下方面：综合立体交

通多网融合给综合运输服务品质、综合交通

系统整体效能带来的挑战；变革性技术和第

四次工业革命给交通行业带来的新问题和

新挑战；新型交通运载体系与原创关键技术

对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基础理论的挑战；地

面运载工具的功能与性能测试评价理论与

关键技术带来的挑战；资源约束条件下交通

与运载工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同时，该

书还回顾了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的发展历

程，厘清了学科内涵与外延，明确了学科发

展的重大需求，研判了学科未来发展趋势及

新兴学科生长点。

据悉，该套丛书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

版，共分五册，近 400 万字。包括道路交通

篇和综合与新型交通系统篇、轨道交通篇和

磁浮运载系统篇、水路交通篇和管道运输

篇、航空交通篇和航天运载工程篇、地面运

载工程篇和移动作业装备与作业工程篇。

该项工作由长安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牵头，

140 余所高校和行业单位的 4200 余名专家

学者广泛参与，实现了产学研用的有机结

合，形成了全国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基础研

究的强大合力。

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主任

张军院士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挖掘

学科研究难题，探明学科发展趋势，为交通

与运载工程学科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

科学基础，促进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在支撑

国家重大需求、产生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等

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是本书的初心和使

命。本书是全国交通与运载工程广大科研

工作者的集体智慧结晶，期盼此项工作能对

我国交通与运载工程相关研究产生有益引

导，激发科研工作者探索未知、努力创新的

研究热情，引导广大研究人员从源头上破解

学科难题，有力支撑我国交通与运载工程科

技和学科的发展。

活动现场，还为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各

分领域召集人赠送了新书。仪式后，召开了

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发展论坛，启动了学科

发展第二期相关工作。

《交通与运载工程学科前沿技术发展与科学问题》系列丛书正式发布

10月20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我校承办的“百

年先驱——谭炳训生平及学术贡献展”在校史馆开幕。展

览以图文展板、文献实物陈列相组合的方式，共展出珍贵文

献及手稿50余件（套），其中很多都是首次展出。比较珍贵

的有谭炳训手稿、《市镇计划纲领》（《雅典宪章》首个中文译

本）、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收回庐山牯岭租界的报告（中英文）

原本、中国城市规划早期学术杂志《市政评论》等。

谭炳训是并校初期的教授之一，民国时期曾任庐山管

理局局长、北平市工务局局长，先后主持了庐山规划、北平

规划、北平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在任北平工务局局长

期间，曾领导保护修缮了天坛、故宫、颐和园、北海等处的建

筑文化遗产。他最早将国际城市规划纲领《雅典宪章》翻译

为中文出版，是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先驱学者。

（文/图 崔凯、温升杰）

我校举办优秀科级干部提升履职能力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陈思瑩） 10月11日至24日，党委组织部、

党校、教育行政学院举办了优秀科级干部提升履职能力培训班，

来自全校26个部门的48名科级干部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既注重宏观层面拓宽学员视野，又聚焦岗位需求

强化实务训练，从而增强教学效果，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指导

性。在理论教学方面，西北大学教务处处长曹蓉教授、陕西师

范大学心理学院李瑛教授应邀分别作了“高校青年干部的综合

素质提升”“有话好好说——如何实现有效沟通”主题报告，学

校档案馆、党办校办、党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等职能部门的专

家分别就大学之魂、公文与新闻写作、新时代学校发展的历史

方位与使命任务等做了专题辅导；在实操技能中，开展了 PPT

制作进阶训练；在交流分享时，三名分别在国家部委、省级部

门、驻村一线挂职锻炼的年轻干部代表分享了自己以青春力量

勇于担当作为的经历；在实践教学里，培训通过团队素质拓展

训练活动、集体参观西安国家版本馆（文济阁）、中国传统瓦作

博物馆，加强了学员之间的团结与合作，进一步接受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

丝路国际建筑科技大会举办多场分论坛
本报综合消息 丝路国际建筑科技大会举办

期间，为加强与国内外大学的沟通联系，推动我校

“国际+”转型路径实施，学校举办了多场分论坛。

10月14日上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主办、我校承办的第

二届环境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研讨会举办。会

议围绕环境科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环境健康学

科建设与发展等进行交流研讨。

10月14日至15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人居环

境生态科学与工程国际论坛召开。论坛以“携手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主

题，旨在探索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城

市可持续发展。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

等4个国家的17位专家学者进行了论坛主旨报告和

特邀报告，31位青年学者参与了青年论坛报告。

10月18日上午，由资源学院承办的矿业与安

全国际学术分会暨2023国际矿业高水平学术技术

高峰论坛在雁塔校区举办。论坛聚焦国际矿业与

安全发展，推动国际交流和交叉融合，分享了国内

外最新理论、技术与研究成果，为师生对外交流与

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10月18日下午，丝路国际艺术与设计分论坛在

草堂校区召开。论坛举办了“丝路国际高校艺术与

设计联盟”揭牌仪式。该联盟将整合艺术学院与意

大利、俄罗斯、泰国、法国、美国、斯洛文尼亚、韩国等

高校的艺术设计领域及艺术机构的合作资源，打造

国际艺术交流的新模式。

10月19日上午，苏南工专建筑科创立100周

年纪念大会在我校雁塔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由我

校和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联合主办，苏州校友会

协办，建筑学院和艺术学院联合承办。苏南工专

建筑科1956届校友代表、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名誉总建筑师、国家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孙

国城，我校党委书记朱晓渭，苏州文化中心主任徐

惠等出席活动。

10月20日至21日，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创新发展论坛在我校召开。论坛以

“立足新时代文化复兴使命、做好大遗址保护传承

利用”为主题，旨在面对新时代我国文物保护发展

要求，探讨中国特色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发展新模式。

丝路国际人才培养与就业论坛于10月21日

在我校召开，论坛以“丝路沿线高质量人才培养和

就业”为主题，旨在搭建政策对接、人才培养、供需

匹配等方面互融互促的平台，深化丝路沿线建筑

科技领域相关高校、企事业单位的交流与合作。

活动当天，共有来自全国460家企业来校招聘，提

供就业岗位15000余个。

10月21日，由我校建筑学院和绿色建筑全国

重点实验室共同主办的“根植丝路·共创未来——

丝路国际建筑院校合作论坛”召开。来自11所国

外建筑院校和机构的负责人共 26 位嘉宾与建筑

学院进行了多边交流和洽谈。本次论坛形成并签

署了《丝路建筑合作论坛共识》草案，为进一步扩

大和深化国际建筑院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0月21日，建筑学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在雁塔校区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建筑科学领域高

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试点工作进展”“我国建筑

科学领域期刊现状及高质量发展”等进行了交流

研讨。

10月23日，由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

校团委、草堂校区管委会主办，文化艺术教育中

心承办的“我的大学”2023 年迎新师生联欢会在

草堂校区紫阁大礼堂上演。学校领导朱晓渭、赵

祥模、陈琪、梅争利、张晓辉、雷鹏、王怡与2023级

新生一起观看了演出。

师生演出人员分别为现场观众带来《穿越时

空遇见你》《我是如此爱你》《如愿》《逐梦栋梁》《凤

凰花开的地方》《在你身旁》《青春誓言》等十余个

情景剧、朗诵、歌曲、舞蹈、音乐剧、合唱等文艺作

品，一次次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欢快的旋律在

艺术的盛会里流淌，热烈的掌声迸发着每个人的

激情，将台上台下连成一片激情四溢的海洋。晚

会在全场齐声高唱《我们的名字叫建大》的歌声中

圆满落下帷幕。

（文/薛靖云 图/詹鹏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