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少年时起，苏林王对工
程建造便充满了兴趣，他谈道：

“父亲工作在建筑施工行业，每
天早出晚归，总是闷头干事。”
正是父辈在平凡岗位的坚守、
对工匠精神的传承，影响着、激
励着他，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
工程师。

在他的回忆里，从福建的
莆田到三明读高中后，由于以
前的道路交通并不发达，每次
过年回家在路上都要花费至少
2 天的时间，这段经历促使他
在大学报考了交通土建专业。
此后，他在安徽理工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攻读硕博阶段，一直
在工程领域深耕。

“我工作后的第一个任务
是给码头‘看病’。”苏林王一参
加工作就被分配到码头检测的

第一线，当时他意识到码头长
期安全运营以及升级改造研究
迫在眉睫。

经调查，他发现老旧码头
普遍存在“超能力”停靠的运
行情况，相关行业缺乏规范指
南、地方港务管理存在差异、
工作方法无章可循……面对
现实的重重困难，他迎难而
上 ，为 了 摸 清 码 头 损 伤“ 病
理”，一头扎进“港口码头结
构安全性检测评估技术研究”
项目中，与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前往华南、华东等地，在上百
个码头开展采集样本、测试数
据的工作。

“1个码头的全覆盖采样，
往往要耗费 10 天到 2 周的时
间。”苏林王谈道，在码头下方
检测作业的交通艇一旦遇到强

风、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工
作人员和仪器设备的安全都难
以保障。这也让他下定决心，
要让这些老旧码头既安全又能
耐久。

在开展一系列交叉研究
后，他研发了高桩码头“整体快
速筛查、局部细查、实时监测”
的无损检测技术，进一步提出
了基于结构性能退化模型与维
护技术评价指标的全寿命维护
设计理论。这些成果后来写入

《港口码头结构安全性检测评
估指南》并在全国宣贯推广应
用。

他也成了国内系统研究码
头检测评估的先锋者，为相关
海工结构安全服役能力和使用
寿命提升作出突出贡献。

构建港口码头结构安全性检测评估技术体系，攻克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设计、施工技术难题，发展复杂海洋
地质动力沉桩理论及关键技术……在中交四航研究院耕
耘的二十年间，苏林王始终坚守着“万事勤为先”的信念，
投身海洋工程的科研事业，最终结出了累累硕果。

苏林王，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水工构造物耐
久性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主任。他长期从事海洋工程基
础设施建设与维养方面研究和
技术支持工作，先后主持参加
重大科技项目 40 余项，深度参
与港珠澳大桥、广州港、马来西
亚槟城二桥、斯里兰卡汉班托塔
港等多个国内外重大工程科技攻
关工作；主持和参与了国家、省部
级及重大科技攻关项目40余项；获
省部级科技奖 30 余项，授权专利
58件，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
4部，主参编行业标准7部，为水运
交通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作出突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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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四航研究院党委书记、董事苏林王：

苏林王带队与沙特环保咨询公司交流

匠心铸匠心铸““海工海工””奉献在奉献在““深蓝深蓝””

简介物人

初露锋芒，给老码头“看病”

港珠澳大桥仿佛一条巨
龙，横跨珠江口伶仃洋海域，
2018 年后成为连接内地与香
港、澳门的重要通道。

在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历程
中，苏林王积极投身其中。在
方案初步设计阶段，他负责了
业主委托的管节水密性和管节
浮运安装的模型试验研究，同
时牵头负责了中交集团特大项
目多个专题研究工作。到2008
年年底，随着项目的正式建设
启动，他又具体负责了国家科
技支撑项目子课题——“长大
管节海上寄放、浮运和沉放施
工关键技术研究”的研究任
务。彼时，他深感时间紧迫、任
务繁重且标准极高，但他毅然

暗下决心：“我们不仅要做好，
还要做到世界领先。”

港珠澳大桥拥有当今世界
最长的海底沉管隧道，这是由
33节沉管组成，每节沉管的重
量接近 8 万吨，相当于一艘中
型航母的重量。他谈到，隧道
沉管连接就像“搭积木”，积木
堆高后会造成变形，沉管也可
能出现非设计线性的连接问
题，存在一定的风险。

“隧道沉管从出坞到浮运、
寄放、下沉，每一步都要事先预
估，当时在国内几乎是零经验。”
他坦言，这也是整个课题最重要
和复杂的科技难题。为了保证
施工安全，他带领团队研究每一
种工况下的水动力作用状态，开

展仿真试验和物理模型试验，进
行无数次的现场监测和数据采
集，不断优化研究方案，最终实
现了“零的突破”。

在这个过程中，苏林王和
团队成员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围
绕技术难题在激烈讨论。经过
不懈努力，团队提出了多项具
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针对大
型预制构件海上浮运、沉放、系
泊和寄放等施工关键技术，施
工船舶适应性评估、一体化模
拟试验、气象窗口选择及施工
监控系统……

不经苦，何来甜。挑战“世
纪工程”成为苏林王科研生涯
向前迈进的“关键一步”，他也
开始将科研目光瞄向了海外。

顺势而为，挑战“世纪工程”

在外海复杂环境下，如何
将 100多米长的桩打到海底来
承载整座桥梁？

“这就像在豆腐上插筷子，
要先搞清楚怎么让筷子稳住且
承担支撑作用。”苏林王远赴海
外参与马来西亚槟城二桥项
目，带领团队不断发展完善复
杂海洋环境动力沉桩理论和技
术，顺利解决海洋环境超百米
长桩基沉桩全过程解析和高品
质控制的难题。

目前，由他和团队主导的
上述理论及关键技术也在尼日
利亚莱基深水港、越南海上风
电等 20 多个国家的系列海洋
基础设施工程中得到应用与推

广，为超百项重大海洋工程打
下“ 定 海 神 针 ”保 驾 护 航 。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苏林
王带领团队还研发了全球海况
数据分析和推演可视化系统，
在项目建设前期掌握工程海域
附近风、浪、流等海况数据，为
施工船舶作业、设计方案和造
价提供重要的支撑，也为中国
企业承揽多项海外重大工程建
设赢得先机。

“国际知名、国内一流、行
业领先。”苏林王向记者介绍，
这是中交四航研究院加快建设
创新型科技企业的目标。

未来五年，研究院将巩固
和发展在地基处理、海工混凝

土结构耐久性两大传统优势领
域的国际知名水平，在海洋深
基础、水动力分析、建造品质控
制等专业方向跻身国内一流水
平，在施工安全监控、工程环
保、数字化建设、地质勘测与地
灾防治等专业方向达到行业领
先水平，布局智能建造核心控
制系统与工程大数据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

他也将带领研究院继续秉
承创新、务实、协作的精神，不
断推动海洋工程技术的进步和
发展，为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
贡献更多的力量。

劈波斩浪，阔步新的征途

最 科技人物 风采美

苏林王编制《港口水工建筑物修补加固技术规范》等多部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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