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室简介：

柳浩创新工作室于2011年1
月由北京市总工会认定为北京市
劳模创新工作室， 2014年11月由
全国总工会认定为 “全国示范性
劳模创新工作室”。 北京市政路
桥集团每年围绕节能环保、 质量
提升、 技术革新等沥青路面新材
料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 ， 设立
1-2项科技研发课题， 委托创新
工作室开展研发， 并提供经费支
持。 2018年至今， 工作室共承担
课题18项， 累计经费投入资金1
亿多元 。 同时 ， 工作室深研市
场， 找准需求点， 与相关院校合
作。 目前， 工作室累计拥有发明
专利17项 ， 其中 2016-2019年 ，
授权发明专利9项， 申请发明专
利10项， 均已进入实审阶段。

我国道路沥青路面材料领域有这样一支队伍， 他们研发出的防冰融雪路面技术， 应用
在大兴新机场高速， 从而打破了国外公司在这一行业的技术垄断； 10项新材料新技术应用
在长安街道路大修， 经过11年仍不需再次修复； 他们还捧回了建材行业唯一一座詹天佑奖，
这是我国土木工程最高奖项。 他们就是柳浩创新工作室团队。

初冬， 在位于大兴区的一座小院内， 柳浩创新工作室团队的研发人员正如常工作。
这间以技术研发和技术推广为主要目标，主要从事道路路面材料的研发、生产和技术服
务的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隶属于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是集技术研发、试验检
测、咨询服务和成果推广转化等产学研用为一体的职工创新平台。

科技铺路的“硬核”团队
———记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柳浩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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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二环路沥青路面材
料配合比设计难题

“我们这个院里都是自己研
发产品的试验路段， 这段是抗车
辙沥青，这段是融冰雪沥青，这边
是渗水沥青，这是彩色沥青……”
来到柳浩创新工作室， 围着试验
室和办公楼转一圈儿， 脚下已经
踩过十几种新型沥青材料 。 这
些， 都是创新工作室近年来研发
产出的成果。

试验员连超和彭欣欣在柳浩
的指导下 ， 正在进行新型沥青
“抗滑性能 ” 的试验 ， BM-V型
电脑摆式摩擦系数测定仪将对路
面的安全指标作出测定。 试验室
内， 研发人员正在进行沥青延伸
度测试， 将不同配比在室温定型
好的沥青， 放入5℃的水中， 保
温90分钟， 然后使用机器进行拉
伸， 以测试不同配比的改性沥青
的延伸度。

柳浩是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总
工程师 。 作为创新工作室领导
人， 她带领着这支朝气蓬勃的科
研团队克服了成长过程中遇到的
一个又一个难题， 在沥青路面材
料研究领域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科
研成果， 赢得了多项荣誉。

1994年8月 ， 从西安公路学
院研究生毕业后， 柳浩被分配到
了公路设计研究院试验室。 整天
面对一堆堆砂石料， 一桶桶散发
着刺鼻气味的沥青， 常常为了一
两个数据， 一个试验要反复做几
十次， 甚至上百次， 一天下来，
不是被筛分试验挂满一身灰土，

就是被沥青试验熏出一身臭味。
2002年年初的一天， 柳浩接

到一个电话： 为办好2008北京奥
运会， 将对路面破损严重的二三
环路进行全线大修， 希望她尽快
拿出二环路路面材料配合比设计
方案。 当时的二环路还是水泥路
面， 在承载着巨大交通流量的路
面上加铺沥青混凝土， 还要保证
沥青路面的高温稳定性和耐久
性， 那时并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
经验。 柳浩为把室内的试验成果
更好的应用到施工中， 每晚安顿
好年幼的孩子， 她便带着各种检
测仪器驱车赶往工地， 经常一干
就到凌晨两三点钟。

就这样， 她带领技术人员终
于完成了二环路主路加铺沥青路
面材料的配合比设计任务。 业主
单位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承
诺以后所有的沥青路面材料设计
都委托他们来完成。 工程交付使
用至今， 路面质量、 性能均经受
住了大流量交通的考验， 得到了
业内专家及社会各界的好评。

二环路收获的成功， 一下子
为企业拓宽了市场， 一些业主带
着问题纷纷找上门来， 这让她更
加坚信： 科技创新将成为公路事
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将成为企业
发展的动力源泉， 是企业引领市
场的 “秘密武器”。

让工业废料摇身变成道
路建设 “新宠”

有点年纪的人都会记得， 十
多年前， 即便是北京市中心的路
面， 车流量大的地方， 每条车道
都会有两条深深的凹槽， 尤其是
繁华的十字路口。 那是车辆轮胎
经常摩擦路面形成的车辙。 而如
今， 车辙几乎已经成为北京人遥
远的记忆， 即便是车流量不断的
长安街， 也再看不见车辙。 这是
柳浩带领技术人员自主研发的
“沥青路面抗车辙技术” 大范围
应用的结果。 如今， 长安街大修
11年过去， 依然平整如新， 没有
路面下凹、 开裂， 不但减少了大
修带来的工程量和费用支出， 而
且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出行体
验。 “沥青路面抗车辙技术” 也
成为北京市科技成就之一。

在一次环保问题交流会上，
一位来自首钢的负责人和大家谈
起了废钢渣堆放和污染问题。 听
了他的一番话， 柳浩不禁联想到
自己从事的建材产业也是典型的
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 原材料
来源不足和价格偏高已成为制约
公路建设的主要瓶颈， 如果能让
钢渣变成道路建设原材料的替代
品， 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带着这个问题， 她承担了北
京市科委的研发项目———“钢渣

在公路工程中的综合应用研究”，
从消灭钢渣山入手， 开始了第一
个环保项目的研发。 最终， 让作
为工业废料的钢渣摇身一变， 成
为道路建设的新宠。 如今， 堆积
如山的钢渣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个已拔地而起的新农村。
这件事让她领略了科技创新在循
环经济发展中所蕴藏的巨大效益
和无穷潜力， 她的创新思路又一
次被迅速打开， 并开始了一系列
环保项目的研发。

此后，“废胎胶粉改性沥青应
用研究”让废旧轮胎重新上岗，实
现了废轮胎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变难于消纳的“黑色污染”为物美
价廉的“降噪沥青”；“温拌沥青混
合料技术”的应用，结束了有史以
来施工人员在摊铺作业时被高温
蒸烤，浓烟熏呛的历史，同时有效
地降低了有害气体排放；“矿山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不仅让煤
矸石变废为宝， 还为山区提供了
近百个就业岗位， 帮助他们走出
了一条以发展生态经济为支撑的
新型环保产业之路。

解决制约城市桥梁大修
瓶颈问题

在原高级沥青路面配方中添
加一种神奇的 “白色细小粉末”
———国产高性能融雪添加剂 ，可
使高速公路小雪即融， 中大雪不
结冰。 这项拥有国内自主核心技
术的高性能防冰融雪沥青混合
料，被使用在“新国门第一路”的
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 这也是
柳浩创新工作室研发成果之一。

“它可以使高速路关键路段
拥有更强的防冰抗冻、 自融雪性
能， 大幅提升雨雪天气的行车安
全和通行效率。” 建材集团所属
北京正达道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 研发部部长王真说，“新
材料使得路面如同微微发热的
‘暖宝宝’， 能有效避免北方秋冬
及初春时节路面‘地穿甲’。 ”

城市桥梁大修过程中经常要
求 “无痕施工”， 传统桥面防水
技术要求必须满足24小时养生条
件后才能进行后续工艺， 这成为
制约首都道路桥梁大修的关键因
素。 为了彻底解决这项难题， 工
作室成立了课题组， 仅仅用一个
多月的时间研发出了 “混凝土桥
面防水快速施工技术”。 “可在
一个半小时内完成3000平方米桥
面防水施工， 而且各项防水性能
远远高于传统工艺， 彻底解决了
制约城市桥梁大修的瓶颈问题。”
王真说。 这项技术在北京三环大
修工程的所有桥梁上得到了成功
应用， 目前该项技术已在北京地
区施工应用超过100万平方米。

柳浩与科研人员研讨沥青延伸度试验

柳浩与试验员进行沥青路面抗滑性能试验

柳浩（左三）与创新工作室的部分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