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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

专攻工程结构监测评估十余
载， 他巧用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
以及自动监测等前沿技术， 为大
型桥梁结构提供科学 “体检 ”；
聚焦建筑遗产保护新领域， 他为
古建文物提供定制保护方案； 为
了激励学生成长成才， 他推出学
术 “宝藏礼盒”， 引领学生 “做
人、 做事、 做学问”。 他， 就是
北京建筑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
院青年教授邓扬。

古都各式大桥上都留下
他的科研足迹

邓扬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工程
结构监测评估和建筑遗产保护关
键技术， 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项
目、 省部级基金项目等10余项，
发表论文50余篇， 并入选北京市
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
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
划。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方
兴未艾， 将它们应用于土木工程
领域会出现什么样的成果？ 早在
十几年前在东南大学读研时， 他
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走上了
工程结构健康监测与状态评估领
域的科研之路。

“当时这属于一个新兴方
向。” 邓扬介绍， 土木工程结构
的特点是规模大、 构件多、 构造
复杂， 他的主要做法是在桥梁、
建筑上布置传感器， 通过采集分
析数据， 评估其真实状态。 安装
在结构上的传感器少则一两百
个， 多则上千个， 数据量大而庞
杂， 但这些海量数据经存储后大
部分仅是简单展示， 并未进行有
效处理分析 。 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 ， 在导师李爱群教授的主导
下， 邓扬和团队成员利用力学理
论和结构分析方法建立桥梁结构
健康监测系统， 并自主研发了成
套分析软件。

“这套系统能让数据动起
来， 真实生动地反映结构状态的
变化。” 他说， 有了这套关键技
术， 仅需少量传感器， 就可采用
智能方法， 对日常运营条件下大
跨桥梁结构整体工作状态进行自

动监测与预警。 他们将成果应用
于单跨世界第一的苏通大桥和单
跨世界第三的润扬大桥， 成功地
实现了运营条件下桥梁结构的实
时状态监测。

要想获取一手数据， 现场采
集环节必不可少。 那些年， 古都
南京各式各样的大桥上都留下了
邓扬奔波的足迹， 时至今日， 测
量南京二桥拉索振动数据的画面
仍然会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我
和同学们一起扛梯子 、 搬发电
机、 架数据采集仪， 还自己搭梯
子在桥面上安装拉索振动传感
器， 从清晨到夜晚， 在严寒中忙
活了好几天才完成任务。”

经年累月的积累， 让邓扬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针对结构健
康监测海量数据 ， 运用结构理
论、 信号处理和人工智能等手段
进行深入处理、 分析和解读， 形
成了结构安全状态评估的系列关
键技术； 针对钢桥疲劳开裂的工
程顽疾 ， 从现场监测 、 构件试
验、 疲劳机理等方面开展工作，
形成了在役钢桥疲劳评估方法和
维护加固技术。

他在该领域承担了多项基金
课题项目， 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
30篇， 研究成果在系列重大工程
建设与运营管理中得到示范应
用， 并出版学术专著 《桥梁健康
监测海量数据分析与评估》。

为不可移动文物监测自
然灾害风险

2017年调入北建大后， 邓扬
将土木工程的新理论、 新技术和
新方法和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结合起来， 在不可移动文
物自然灾害风险与管理、 复杂高
耸古木塔的结构抗风性能评价、
复杂石窟寺力学建模与抗震性能
评价等方向开启全新探索。

位于山西朔州的应县木塔无
钉无铆， 却能耸立千年， 是世界
上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木塔， 具
有极高的历史 、 文化与科学价
值。 邓扬带领研究生探究在地震
与风荷载作用下应县木塔的结构
响应机制， 提出了关注脆弱构件
的残损、 木塔构件变形、 木塔振
动等监测建议， 为木塔进一步监
测与有效保护奠定基础。

在这一研究基础上， 他们采
用数值模拟和风洞试验相结合的
方法， 深入探究高耸古建抗风机
制， 已初步形成中式风格古建筑
风荷载模型与风致响应分析方
法， 在 《建筑结构学报》 《工程
力学》 等多家权威刊物上发表4
篇高水平论文。

邓扬团队还承担了 “十三
五” 国家 “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
警与防范” 重点专项的课题， 主
要开展不可移动文物的自然灾害

风险监测。 在这个项目中， 研究
人员主要关注古建筑、 石窟寺及
石刻 、 古遗址三类不可移动文
物， 对其所受的风、 地震、 洪水
等自然灾害进行监测， 通过梳理
总结分析文物灾害特征， 希望找
到合适的监测技术、 监测策略，
针对不同对象和目标编制一套监
测指南。

经过一番研究， 他们已为应
县木塔、 云冈石窟、 蒲津渡故城
量身定制了监测方案， 并提交给
项目牵头单位。

为研究生送上学术“宝
藏礼盒”

邓扬不仅是一位在科研领域
中颇有建树的学者， 也是一位尽
职尽责教导有方的师者。 他的研
究生鞠翰文刚入学就收到了一份
惊喜礼包———课题组精心制作的
文件包， 里面囊括了科研文献查
找下载办法 、 科技论文写作方
法、 论文图表绘制方法、 论文修
改注意事项、 课题组项目进展、
研究文献、 领域动态等诸多实用
信息。 “这简直就是宝藏礼盒，
顺着这些 ‘真经’， 我们能迅速
进入研究状态。”

这些珍贵的学术文件包是邓
扬带领研究生入门的秘笈， 灵感
源于他在美国访学时的经历。 他
当时发现， 给出一套规范性、 流
程化、 标准化的指南， 可以帮助
学生迅速了解工具和技术层面的
基本操作， 少走弯路， 留出更多
时间进行科研思考。 于是在入职
北建大之初， 他就推出学术文件
包1.0版 ， 几年下来团队形成习
惯， 每届学生毕业时都会将文件
包更新迭代。

要促进学生成才， 科学指导
必不可少。 新生入学时， 他会与
学生畅谈读研规划， 选定研究方
向； 学生读研期间除了固定召开
例会外， 每周他都会和研一研二
学生单独见面， 沟通科研进展；
平时他也会身体力行， 带领学生
深入工程现场获取一手资料。

邓扬深知， 对学生来说， 想
要干出科研成果， 抓选题、 抓方
向很重要， 他善用兴趣驱动法激

励学生， 引导和带领学生开展创
新思考与实践， 他说对于老师而
言， 最引以为傲的莫过于学生积
极向上、 勇于进取， 取得丰硕成
果， 这是老师最快乐的事情。

刚入学时， 他就建议鞠翰文
尝试将AI和深度学习用于结构监
测 ， 对方听到后却有些犯难 ，
“老师， 我以前都没有接触过这
些 东 西 ， 不 知 道 能 不 能 做 。 ”
“那你想不想做， 觉得有没有意
思？” “很好玩， 我愿意尝试！”
“那就行了。” 他引导鞠翰文刻苦
钻研一个学期后， 小伙子在算法
和编程上有了明显提升， 之后顺
利发表了中英文论文。

李雨航也是在兴趣驱动下开
启应县木塔抗风机制研究， 如今
已在东南大学读博的他与邓扬保
持密切联系。 一年前， 读博二的
他遇到科研瓶颈， 连投四五篇论
文被拒， 颓丧了半个多月。 邓扬
请他吃了一顿饭， 席间谈到论文
被拒， 邓扬当即打开电脑投稿系
统展示自己的 “血泪史”， 透露
曾给某权威学术期刊投稿十多
次， 被拒稿好几次， 随后拍拍学
生的肩膀宽慰他， “这是读博时
必然经历的低谷期， 我当时也有
这样一段难熬的时光， 挺过去就
好了。 再说投顶刊的人那么多，
被拒也很正常， 拒稿的审稿意见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论文的质量。”

“很感谢邓老师， 在我最难
过的那段时光， 他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帮我缓解了焦虑。” 那顿饭
之后， 李雨航豁然开朗， 重新振
作反复打磨论文， 终于在那一年
迎来突破， 成功发表了4篇SCI和
1篇EI论文。

“做人 、 做事 、 做学问 ”，
这是邓扬求学东南大学时导师李
爱群教授的谆谆教导， 也成为邓
扬教书育人生涯中秉承的宗旨。
在他看来， “师生之间不仅仅是
简单的教与学的关系， 更重要的
是通过言传身教、 激励鞭策、 身
体力行， 引领学生积极向上， 脚
踏实地， 刻苦勤奋， 锐意进取。”
从教十余年， 他践行了教书育人
的初心， 也从中享受着教学相长
的乐趣。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东城区崇外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下沉干部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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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崇外街道有支 “抗疫
急先锋”， 这支队伍里有30余人，
全是街道办事处的下沉干部。 无
论在什么时候， 这支队伍都24小
时待命， 只要有需要就做到随时
下沉一线。 东城区崇外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的下沉干部杨超就是其
中一员， 她在单位和核酸检测采
样点之间两头跑， 哪里有需要就
去哪里。

这天， 杨超在崇外街道兴隆
都市馨园小区内的核酸检测点，
为居民进行信息采集。 虽然已经
是下午， 但是前来进行核酸采样
的居民依然不少。 居民们有序排
着队， 长长的队伍甩出了好几十
米。 杨超穿着蓝色防护服， 戴着
一次性防护手套 ， 头上罩着面
屏， 挨个为居民录入身份信息。
此时， 天气十分炎热， 虽然蓝色
的防护服不比 “猴服 ” 罩得严
实， 但厚厚的防护面料依然让人
感到闷热。 没过多久， 杨超就全
身湿透， 被汗水浸湿的手套牢牢

粘在她手上， 但这些都不能阻挡
杨超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您好” “谢谢”， 这是杨
超面对居民说得最多的两个词。
每次扫完居民的信息， 她都要对
着身份证上的号码、 姓名再仔细
核对一遍， “这个活儿虽然看起
来简单， 但是容不得出半点错。”
杨超说， 烈日强光照射下， 虽然
有遮阳篷， 但隔离面罩和手机屏
幕反光让扫面、 核对信息十分不
易， 用不了多久双眼便会干涩、
泛红。

比起自己的不舒服， 杨超更
担心的是扫描证件信息的速度，
室外高温下的手机工作久了会发

烫， 容易卡顿、 闪退甚至死机，
严重影响录入信息的速度， 杨超
和同事们就用 “冰贴” “冰袋”
为手机冰敷降温。 “大热天居民
排队不容易 ， 我们得想办法快
速录入 。 ” 杨超说 。 小区里还
有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 有的
老人需要家人推着轮椅带过来。
杨超和其他工作人员会为老人们
开辟绿色通道， 方便老人们进行
核酸检测。

除了做好防疫工作， 还要服
务好居民， 崇外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大厅的工作不能停。 工作单位
在辖区最东头， 杨超负责的核酸
采样点又在辖区最西头， 于是，

每天杨超和同事们都是骑着电动
车在辖区东西两头跑， “我们便
民服务中心是窗口单位， 同事们
都是下了工作岗位就奔着核酸采
样点去， 或者下了核酸采样点就
直奔政务大厅接待居民， 所以核
酸点的早晚班特别抢手， 因为不
耽误正常工作 。 但现在天气热
了， 核酸点的中午班又成了 ‘抢
手货’， 谁都想把最热、 最晒的
时段留给自己。”

杨超说 ， 炎炎夏日 ， 无数
“大白” “小蓝” 冒着酷热奋战
在核酸筛查一线。 我也想为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建筑结构领域的学术“尖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