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高韧、高耐久固废基混凝土研发与多场景应用关键技术

青岛市科技进步奖（海洋产业创新类）二等奖

提名者：青岛理工大学

提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提名书材料，确认提名材料真实有效，完成人

及完成单位排序无异议，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

该项目研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下完成。针对青岛滨海地区构筑物易受海洋严酷而复杂的腐蚀环境的

影响，存在固废资源化利用不彻底；混凝土脆性大、易开裂；耐久性

腐蚀损伤机理不明等问题。开展了（1）混凝土用固废基原材料性能

提升技术；（2）绿色混凝土增韧和耐久性提升技术；（3）滨海多场景

绿色高性能混凝土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

成果。成果应用与多个滨海地区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提名该项目为 2023 年度青岛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海洋严酷和复杂的服役环境导致海洋构筑物服役 10～30 年即需

维修，且易导致重大灾害性事故。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山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依托青岛海洋优势，针对“固废掺入混凝土

后影响混凝土性能，固废资源化利用不彻底；固废混凝土脆性大、易



开裂，耐久性腐蚀损伤机理不明；混凝土应用场景差别大，需求各异”

等关键问题，项目组开展了十余年的合作研究，实现了工程应用。

主要创新性成果如下：

（1）混凝土用固废基原材料性能提升技术。通过化学改性、聚

合和构造设计等实现橡胶颗粒、再生骨料和粉煤灰等混凝土常用固废

原材料性能提升。

（2）绿色混凝土增韧和耐久性提升技术。揭示橡胶颗粒和仿生

骨料对混凝土增韧的机理；研发温度可调的加速锈蚀试验装置，揭示

了橡胶颗粒和 SAP 对混凝土中氯离子传输和钢筋锈蚀抑制的作用机

理；基于数字图像技术实现对固废混凝土韧性和耐久性的评价。

（3）多场景绿色混凝土应用技术。研发了现浇轻骨料混凝土上

浮控制技术、蒸养预制混凝土构件开裂控制技术、滨海环境低碳、高

耐久混凝土研发技术等，实现了绿色混凝土多场景应用。

项目成果应用与多个海洋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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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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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姓名：于泳；排名：1/10；技术职称：副教授；行政职务：无；工

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完成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具体贡献：进行

了橡胶颗粒改性，揭示固废骨料增韧混凝土的机理，研发了蒸养预制



混凝土构件开裂控制技术，并推动相关研究成果的工程应用。

2.姓名：李宁；排名：2/10；技术职称：副教授；行政职务：无；工

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完成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具体贡献：基于

仿生设计研发了再生骨料增韧机制，进行了混凝土韧性提升和评估，

研究了寒冷气候高韧性混凝土材料应用技术。

3.姓名：金祖权；排名：3/10；技术职称：教授；行政职务：副校长；

工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完成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具体贡献：指

导项目研究方向和进展，进行了固废混凝土高耐久性和钢筋锈蚀抑制

等相关研究，推动相关研究成果的工程应用。

4.姓名：梁建；排名：4/10；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安徽

省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站）；完成单位：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

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安徽省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站）;具体

贡献：研发温度可调的加速锈蚀试验装置和轻骨料上浮控制技术。

5.姓名：李浩然；排名：5/10；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行政职务：

工程技术总院技术质量部部长；工作单位：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具体贡献：进行固废混凝土韧性

和耐久性的评价，进行蒸养预制混凝土构件开裂控制技术工程推广。

6.姓名：傅强；排名：6/10；技术职称：副教授；行政职务：无；工

作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完成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具体贡

献：进行了固废混凝土韧性评价。

7.姓名：杨昆；排名：7/10；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行政职务：联



席董事长；工作单位：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单位：中青

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具体贡献：进行了滨海环境低碳、高耐久混

凝土的研发和项目成果的推广。

8.姓名：张小影；排名：8/10；技术职称：副教授；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完成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具体贡献：研

发了粉煤灰和吸水树脂共聚技术。

9.姓名：任鹏程；排名：9/10；技术职称：副高级工程师；行政职务：

党委委员、副主任；工作单位：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岚山

管理处；完成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具体贡献：对滨海环境低碳、高

耐久混凝土技术和蒸养预制混凝土构件开裂控制技术，进行工程推

广。

10.姓名：路伟亭；排名：10/10；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行政职

务：副所长；工作单位：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

研究院（安徽省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站） ；完成单位：安徽省（水

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安徽省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中

心站）；具体贡献：参与研发温度可调的加速锈蚀试验装置和轻骨料

上浮控制技术，并进行工程推广。

1. 青岛理工大学：

主持制定本项目实施方案的制订，组织各项目合作单位完成本项

目的实施及工程应用，并对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主要贡献有：

通过化学改性、聚合和构造设计等实现多橡胶颗粒、再生骨料和

粉煤灰等混凝土常用固废原材料性能提升；揭示了橡胶颗粒和仿生骨

料对混凝土增韧的机理；揭示了橡胶颗粒和 SAP 对混凝土中氯离子传

输和钢筋锈蚀抑制的作用机理；基于数字图像技术实现对固废混凝土

韧性和耐久性的评价；组织研发多场景绿色混凝土应用技术。

2. 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安徽省水利

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站）：

研发温度可调的加速锈蚀试验装置；揭示橡胶颗粒对混凝土中氯

离子传输抑制的作用机理；研发轻骨料混凝土上浮控制技术，推动项

目整体工程应用。

3.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一种 Z 型预制管廊制作及机械化施工工法》，推广蒸养预

制混凝土构件开裂控制技术、滨海环境低碳、高耐久混凝土研发技术

和寒冷气候高韧性混凝土材料应用技术工程应用。

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研究了混凝土的增韧机理，研发了寒冷气候高韧性混凝土材料应

用技术。

5.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进行了滨海环境低碳、高耐久混凝土的研发和项目成果的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