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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单位全称： 南通装配式建筑与智能结构研 
究院  

单 位 地 址： 南通市崇川区崇州大道 60 号

紫琅科技城16 号楼8 层  

单 位 联 系 人：   魏晨光  

联 系 电 话：   18061809490  

电 子 信 箱：   MKT_Dept@zhjcx.cn  

合 作 高 校 名 称 ：   南通大学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制表 

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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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南通装配式建筑与智能结构研究院 

单位性质（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 

 
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或

管理专家(人) 

 
37 

 
其中 

博士 1 硕士 19 

高级职称 2 中级职称 12 

科学研究平台情况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同济大学国家土建结构预

制装配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南通分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国家土建

结构预制装配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2020.08.26 

江苏省建筑产业现代化专

项能力实训示范基地 

 

人文社科基地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2019.12.26 

职大-智聚装配式建筑产业

学院 

 
大专院校产业学院 

 
南通职业大学 

 
2019.07 

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 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的纵向 

和横向项目或合作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3 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位、获

批时间、项目内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南通装配式建筑与智能结构研究院（以下简称“我院”）与南通大学已有合作基础如  下

： 

1、合作申报的市厅级课题： 

（1）项目名称：以废弃硬化水泥浆体为胶凝材料的再生混凝土固碳胶结研究 

研究内容：本课题是通过碳化的途径将废弃混凝土中不易利用的组分（硬化水泥浆

体以及部分细骨料）转化为具有良好性能的建筑制品。再结合固体高分辨 NMR 技术探

明其中硅氧（铝氧）组分聚合状态的变化，分析废弃硬化水泥浆体粉碳化胶结机理。因

此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部分：废弃混凝土中硬化水泥浆体粉成型与碳化机制

调控；废弃混凝土中硬化水泥浆体粉碳化硬化机理研究；硬化水泥浆体粉成型体碳化胶

结后全生命周期组分、结构演变特性及对性能的影响机理研究。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提出了通过碳化使硬化水泥浆体粉胶凝胶结的方法，为处置和

利用废弃混凝土、固化 CO2 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 

（2）项目名称：考虑多级地震作用的医疗建筑抗震韧性评估与提升 

研究内容：针对地震动复杂性、时空差异性和强随机性等特征，以基于全概率理论

的建筑抗震性能评估方法、地震一致风险最终性能目标为基本出发点，本项目拟从以下 



四个方面开展虑多级地震作用的医疗建筑抗震韧性评估与提升研究：医疗建筑的整体易

损性分析与构件易损性分组；基于 FEMA P-58 方法的医疗建筑结构地震损失分析；基于

三指标的医疗建筑的抗震韧性评估；基于隔震加固技术的医疗建筑抗震韧性提升。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研究了医疗建筑的整体易损性分析与构件易损性分组，并进行

了阶段性的研究总结。 

（3）项目名称：基于动态系统矩阵的在役桥梁剩余预应力与移荷载协同识别研究

研究内容：预应力相关效应对桥梁振动特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压缩软化”、钢束偏 

心距和微裂纹闭合作用三个方面，通过理论推导和实验数据修正共同探讨三者对于简支

梁动力指纹的耦合影响；利用影响矩阵将力筋进行预分组能有效提高多元回归模型在复

杂布筋预应力梁上的适用性；基于频率等效条件，识别复杂布筋预应力梁的动力等效刚

度；以虚拟变形为中心的协同反演的本质是多荷载识别问题，需要限制未知荷载数量、

降低荷载源相似性以保障识别稳定。针对于此，通过引入动力等效刚度、荷载形函数和

分布式时间窗研究预应力与移动荷载的协同识别问题。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建立了轴心、偏心预应力梁的耦合振动方程；建立了多元回归

模型，确定了频率对预应力钢束及其附属效应的回归函数。 

2、合作开展学生实践实习：2021 年 6 月 29 日我院举行智能建造沙龙，如图 1 所示， 

本次沙龙由南通装配式建筑与智能结构研究院（简称研究院）和南通大学（简称通大） 

主办。沙龙以智能建造交流学习为主题，吸引了通大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师生前来参加。 
 

 

图 1 智能建造沙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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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建智能建造实训实验室：打造桥梁结构健康监测实验教学平台，为最大程度地再

现实际工程中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各组成部分，让学生全面深入地了解桥梁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 

4、合作开展教师国培项目：近年来，我院一直与南通大学合作开展骨干教师专业能力

提升培训，开展经验交流，持续深化学习效果，促进能力大提升。 

5、合作申报中国建筑劳动学会科学研究项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筑工人技能提

升路径研究》。 

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人员保障条件（包括能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专家等情况） 

我院由中国工程院欧进萍院士、国家土建结构预制装配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比利时皇家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李国强领衔，立足国家土建结构预制装配化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国家平台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等知名高校，依托“建筑之乡”南通的行

业优势，聚焦绿色装配智慧建筑，开展新一代装配式建筑与智能结构领域的研究工作。 
 

 

图 2 研究院部门架构 
 

我院通过聚集优势科研资源，进行高端人才引进和本土优秀人才培养，打造一支集

研发、孵化、产业化为一体的、市场化运作的高层次队伍。截止 2022 年 6 月，我院专职 

研发人员总计 37 人，其中博士 1 人，硕士 19 人，高级职称 2 人，中级职称 12 人。

可参与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人员信息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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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年龄 学历 专业 职称 

1 宫海 46 博士 
结构减震、钢结构优化及装配式建筑 

集成技术 
高级工程师 

2 白石 41 博士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工程师 

3 徐海洋 31 本科 土木工程 工程师 

4 储海军 39 本科 土木工程 高级工程师 

5 陈晨 34 硕士 工程管理 工程师 

6 黄陈晨 31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助理工程师 

 

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我院围绕装配式建筑与智能结构研发方向，配置建设一批具有国内领先性的科技研

发实验设备与中试应用展示设备，服务于行业的研发、实验与中试。 

我院通过技术创新，在装配式钢结构体系与部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与部品、

装配式智慧建造与运维平台、结构健康监测与智慧基础设施系统、结构减振控制与智能

防震减灾系统、结构高性能加固材料、部品与智能监测维护系统等方面，形成一批有影

响力的科研成果，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提升南通在绿色智慧建筑产业的研究能力和研

发层次。部分如下： 

（1）我院具有建设工程设计、检验检测资质，多年来持续对减震部品进行深化开发

并实现了完整的产业配套支持，我院参与研发的大型多功能金属减震产品伺服加载试验机

可检测减震支撑：最大拉压力 25000KN；最大试件长度 12 米金属阻尼器：最大剪力 

3000KN；最大高度 1.8 米；综合设备检测能力世界第一。我院具备的部分仪器、设备等

研究试验条件如下： 

图 3 钢材抗拉强度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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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条件 

图 5 大型多功能金属减震产品伺服加载试验机 

（2）我院具有多家 PC 部品工艺研发与培训中试基地，基地针对装配式建筑的深化

设计、构件生产、施工工艺、工程质量控制等方面展开工艺与技术研究，并以基地为平

台，将行业新的技术发展与岗位职业技能的新要求，通过实训培训的形式带给建筑行业

的从业人员及建筑行业的在校学生。 

未来，我院将与南通大学进行持续、深度的设备共享和科研合作，保障了研究的开

展。 

 
3.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况） 

（1）我院将严格遵守《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管理办法》规定，加强研究生学习、研

发和安全等日常教育管理，为进站研究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商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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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进站的硕士研究生，在进站工作期间，分别提供不少于 1000 元/月的生活

补助； 

（3）我院与南通大学步行距离仅 15-20 分钟，学生进站期间可住在学校学生宿舍， 

如遇疫情，本单位根据需要可安排住宿。学生可在我院所在园区食堂进行就餐； 

（4）配备专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并提供电脑、打印机等必要办公设备和耗材； 

（5）出行可给予相应的交通补贴。 

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限 800 字以内） 

培养计划： 

我院计划通过聚集优势科研资源，在原有基础及专家人员上，再进行高端人才引进

和本土优秀人才培养，打造一支更集研发、孵化、产业化为一体的、市场化运作的高层

次队伍。计划打造装配式建筑与智能结构领域创新发展和技术孵化的高水平平台，建成

国际先进、国内一流、高端科研人才汇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装配式绿色智慧建筑与智

能结构的科创中心。 

培养方案： 

（1）研究生进站近期可围绕以下 3 个研发方向进行培养 

1）新材料方向： 

研究内容：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再生利用以及对环境影响评价与对策研究；绿色生态

混凝土、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技术研究；服役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物修补加固理论与技术的

研究。 

2） BIM 协同方向： 

研究内容：针对数字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状，为满足企业设计技术升级

换代和生产经营的需求，项目基于 WebGL 三维引擎、云计算、微服务架构、开源数据库、

云服务等核心技术，结合调查、调研成果，梳理数据格式、数据来源、数据存储、服务模式、

研发流程、业务流程、对外服务等体系，组织研发 BIM 协同设计管理平台，实现项目配置

、计划管理、成果审批、事务管理等应用，并在工程项目中实践应用。 

3）结构工程方向： 

研究内容：装配式钢结构体系研究；装配式建装一体化研究；结构全寿命安全监测

系统研发；结构减振控制与智能防震减灾研究；结构高性能加固材料研发。 

（2）后期环节 

1）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产业教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论

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习计划２ 

个月内提交。 

2）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学院为

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以上的学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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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做１次， 

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 

3）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

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生实践环

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3）成果归属 

1）研究生在站期间所完成的科技论文，经校院双方认可，可在国内外杂志和学术会

议上发表，论文署名单位为学校和企业双方。 

2）在站研究生完成的科研成果产权归学校和研究院双方共同所有。 

 

 

 

 

 

 

 

 

 

 

 

 

 

 

申请设站单位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高校所属院系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高校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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