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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

创 出 桥 梁 界 的 中 国 标 准
本报记者 康琼艳

从港珠澳大桥的调研论证到开通运

营，从年富力强到两鬓泛白，港珠澳大桥

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一干就是 15 年。

港珠澳大桥 2018 年 10 月正式建成

通车。这个创下多项世界第一的超级工

程 ，不 仅 打 通 了 粤 港 澳 地 区 的 空 间 阻

隔，也将三地的未来发展紧密相连。苏

权科带领团队，破解一项项世界级难题，

把国际同行眼中无数个“不可能”变为

“可能”。

从零开始 自主研发

2003 年，国务院批准开展港珠澳大

桥项目前期工作，作为参与筹建者之一，

当时 41 岁的苏权科把精力都投入在建

好这座跨越伶仃洋的港珠澳大桥上，决

心要用中国标准建一座中国桥。

第一次在外海环境建设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从谋划之初就面临着没有基

础数据、不掌握核心技术、缺乏施工装备

的“三无”困境。“当时，国外的公司并不

看好我们。海中混凝土结构设计使用寿

命要达到 120 年，我们还没有一套成型

的方法。”回忆起当时的艰难处境，苏权

科百感交集。

面对只有少数国家掌握关键核心技

术的壁垒，苏权科横下一条心，从零开

始，自主研发。伶仃洋海域气温高、湿度

大、海水含盐度高，在海水、海风、盐雾、

潮汐、干湿循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建

造一座高标准的跨海大桥，每一个问题

都要反复实验。“从设计资料到技术标

准，包括国际上跨海大桥的行业动态，绝

大多数材料都是英文的，幸亏我当时进

修了英语。”苏权科说。

国之重器，容不得半点马虎。为了

编制出合适的技术标准体系、科研规划

纲要、设计咨询管理办法、质量管理方

案，苏权科飞赴世界各地拜访桥梁界的

专家，观摩了上百座桥；组织审查了几十

万张技术资料和图纸，反复论证完成了

几百本设计施工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15 年的探

索与努力，苏权科终于和团队一起，攻

破了海洋环境下深埋（大回淤）沉管隧

道设计与施工、海上装配化桥梁建设、

混凝土结构 120 年使用寿命保障、桥—

岛—隧集群工程防灾减灾等一系列技

术难题。

与桥为伴 勇争一流

生在西北旱地，却与水乡结缘、与桥

梁为伴。上世纪 80 年代末，苏权科从西

安公路学院桥梁与隧道专业硕士毕业

后，远赴广东，从事桥梁结构的设计和检

测工作，先后担任广东省公路工程质量

监督站副站长、广东省交通科学研究所

总工程师，并参加公路桥梁世界银行贷

款项目管理工作。

这些经历让他对国内桥梁建设水平

与国外的差距有着清醒的认识。“技术力

量相对薄弱，尤其在装备和材料方面与

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设计施工阶段

对桥梁运营和维护也缺乏周密的预先布

局。”苏权科回忆当时的情形。

外界饶有兴致地盘点港珠澳大桥创

下的多个“世界之最”——总体跨度最

长、钢结构桥梁最长、海底沉管隧道最

长，苏权科对此却十分淡然。在他看来，

量化的指标固然可以体现一座桥梁的技

术水平，但衡量一座桥梁的先进程

度如何，更应关注那些难以量化却

意义深远的方面。

苏权科介绍，港珠澳大桥在

设计、施工、管理、运维、环保、

景观等多方面，已形成 61 套

标准。“这些标准既能保证

桥梁品质，又能保障施工

安 全 ，工 人 的 作 业 环 境

也得到了优化。”苏权科的语气中充满

自豪。

跨界工程 数字转型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如何管好用好

大桥，让其真正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成为桥梁人的新使命。“以前，港珠澳

大桥是一座物理大桥；未来，我们要再造

一个基于数字孪生的智能化大桥。”苏权

科说，他们正在挑战土木工程数字化这

一跨界工程难题。

2019 年年底前后，港珠澳大桥管理

局联合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大

学、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等机

构 ，成 立 了 粤 港

澳大湾区交通建

设智能维养与安

全运营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围绕

港珠澳大桥的

安 全 运 营 、

结 构 监 测

和 应 急

管 控 展 开 了 新 一 轮 协 同

攻关。

为 什 么 要 建 这 座 数 字 化

大桥？苏权科表示，通过物联

网、大数据、AR/VR 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精确感知大桥本体及其外

部环境的状况，一方面可以为大桥

的维护提供支持，延长使用寿命，另一方

面能够在流量分析、路政巡查、应急管理

上进行预警监测，提高大桥运营效率。

为了让物理大桥上的每一个细小构

件都能在数字世界中找到位置，苏权科

和他的团队需要先研发一套包含无

人机、无人艇、机器人在内的数据采

集装备。“在此基础上，通过摸索海

量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

分析模型，不断测试、反复验

证，最终实现对大桥的智能

化运维。”

“建设这样的数字化

大桥在国外没有系统全

面的先例，我是搞土木

工程出身的，现在数字

大桥建设是人工智能

领域。我每天都在学

习 ，我 相 信 依 靠 团 队

的力量，数字大桥一

定能够做出来。”苏权

科说。

创新路上奔跑者

万

政

面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

问题时，该怎么办？这是摆在许

多科技工作者面前的难题。港珠

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带

领团队，挺起腰杆子，破解一项项

世界级难题，建设了一座为中国

人争气的桥。

突破封锁、自主创新，从习惯

性的追随转向开拓性的引领，实

现更多的“从 0 到 1”，是时代赋予

科技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科技

工作者要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勇

于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追求卓

越，敢于做创新路上的奔跑者。

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从

0 到 1”是对未知的探索，走的是

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的是前人

没有做过的事，难免荆棘丛生、关

隘重重。如果没有“摸着石头过

河”的勇气，没有“第一个吃螃蟹”

的胆识，就难以在未知领域刻下

坚实印迹，也不可能在科技前沿

占据一席之地。经过 15 年的探

索与努力，苏权科终于和团队一

起，攻破了混凝土结构 120 年使

用寿命保障、海上装配化桥梁建

设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正是对创

新的执着追求，坚持不懈的尝试，

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思路和解

决方法，才能取得突破。

当前，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推

进，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

者的智慧和热情，崇尚创新、潜心

钻研、宽容失败的科研氛围日益

浓厚，特别要提升做原创基础研究的主动性、创造性，着

力破除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更要针对科技

人才急难愁盼，做好有温度的服务，让科技工作者心无旁

骛投身到创新工作中。

“无限风光在险峰”，科技工作者要无惧“九死

一生”，努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抢占科技竞争和

未来发展制高点，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

越发展，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大显身手、

赢得主动。

给 河 狸 一 个 温 暖 的 家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国家

一 级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河 狸 仅 分 布 在 我 国

新疆阿勒泰地区，数量稀少。而

在河狸大家族中，分布在阿勒泰地区

乌伦古河流域的蒙新河狸，是极为特

殊的一个亚种。

阿勒泰是“90 后”自然保护工作

者初雯雯的家乡。她在童年时期就常

与野生动物相伴，与可爱的河狸结下

不解之缘。“小河狸总是让我念念不

忘！”初雯雯说。从北京林业大学野生

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硕士研究生毕

业 后 ，2018 年 ，初 雯 雯 回 到 了 阿 勒

泰。“回家乡是为了学以致用，能够更

好地照顾它们。”她说。

导致河狸数量稀少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其生存环境受到影响，生存空间

缩小，繁殖能力下降。初雯雯感慨，环

保意识日益深入人心，互联网应用不

断普及，使她的许多想法得以顺利实

现。她和同伴发起成立了“阿勒泰地

区自然保护协会”，逐步解决了蒙新河

狸栖息地修复、自然保护队伍建设、意

外受伤救助及野外放生等难题，组建

了一支专业、高效的志愿者队伍，获得

数百万网友关注和支持。

“少喝一瓶可乐，能种一棵树；少

喝一杯咖啡，能种六棵树；少吃一顿炸

鸡，能种十棵树。”初雯雯启动了互联

网公益项目“河狸食堂”，主要任务是

在乌伦古河畔种植灌木柳，以改善河

狸栖息地条件，为河狸提供食物来源，

项目一经上线便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乌伦古河沿线多沙石，灌木柳难

以存活。初雯雯和伙伴在河边安营扎

寨，忍受着蚊虫叮咬，沿沙行走，为树

苗浇水。然而，即使这么拼，第一年种

下的 20 余万棵树苗，存活率不足三

成。“走过的每一步路，都不白走。”虽

然遇到困难，但初雯雯始终保持乐观，

依然坚持向前。

后来，初雯雯和同伴在母校老师

的建议下，先后尝试了扦插、压条、移

种，又修筑沟渠、铺盖地膜，终于将树

苗成活率提升到了 70%以上。算起

来，四年间，初雯雯和伙伴们种活了

42 万 棵 树 苗 ，搭 建 起 了 食 物 丰 盛 的

“河狸食堂”。

如何建立一支河狸保护者队伍，

始终是初雯雯思考的问题。“牧民朋友

熟悉自然环境，特别是受益于各项惠

民政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在他们

有精力、有意愿参与自然保护事业。”

初雯雯认为，要从培养身边人做起，打

造一支“不走的队伍”。

她和同伴在乌伦古河流域走访牧

民，一路宣讲自然保护工作的意义，引

发共鸣。“大家都知道，咱们牧民生活

的 地 方 ，也 是 各 类 动 物 的 家 。”牧 民

说。现在日子越来好了，天更蓝、水更

清了，持续帮助动物们，它们的生活环

境就会变得更好。

初雯雯还为牧民们讲授植物学、

野 生 动 物 学 等 课 程 ，细 心 教 他 们 使

用 红 外 相 机 、填 写 野 生 动 物 观 测 表

格 等。如今，已有 190 户牧民成为自

然保护公益巡护员，变身为“河狸守

护者”。

“人们对环境越来越重视了，对

野生动物格外呵护。”这些年来，初雯

雯 最 深 的 感 受 就 是 ，同 行 者 越 来

越多。

为救治受伤的野生动物，初雯雯

还发起了“河狸方舟”公益项目。在

当地政府支持下，阿勒泰地区富蕴县

建设了一所河狸救助中心，能够完成

野生动物常规外伤处置及放归，为意

外 受 伤 的 野 生 动 物 提 供 更 多 生 存

机会。

近三年来，初雯雯和同伴每年都

会进行河狸种群调查。“终于达到 600

只啦！”去年年初，初雯雯和同伴去探

访阿尔泰山脚下的一处河狸窝，为第

三次河狸全种群调查工作收尾。调查

数据出炉时，大家紧紧相拥在一起。

数据显示，当地河狸数量比三年前增

长近 20%，为我国自然保护工作自有

河狸观测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今 年 27 岁 的 初 雯 雯 ，因 创 办 自

然保护协会，发动社会力量持续关注

和保护河狸，启动“河狸食堂”、野生

动物救助中心等公益项目，被人们熟

知。“能够生活在尽展才华、自然保护

事业深入人心的伟大时代，我感到非

常幸运。”初雯雯坚定地说，“我会继

续 努 力 ，守 护 好 河 狸 和 我 们 共 同 的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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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雯雯在野外工作时小憩初雯雯在野外工作时小憩。。

方通简方通简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苏权科在港珠澳大桥通车前苏权科在港珠澳大桥通车前

进行最后一次全面检查进行最后一次全面检查。。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