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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结构材料研究所）

  甲子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结构材料研究所的前身——电力工业

部水电科学研究院材料室（主任关英俊）和结构室（副主任张晓宇）始建于1956年。1957年12月

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结构与土工组（组长由水工研究室主任张光斗兼任）与水利部所属的北京水

利科学研究院结构材料研究所合并。1958年6月电力工业部水电科学研究院结构材料室又与水利部

水利科学研究院结构材料所和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结构与土工组合并，由时任电力工业部水电科

学研究院副总工赵佩钰负责组建并成立了结构材料研究所，本所是原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建院之初八大研究所（研究室）之一，至2018年建所已整整六十年。

  1958~1966年为结构材料所初期发展阶段，最初设6个组（其中四组为混凝土结构组，五

组为大坝观测组，六组为原型观测组），当时聘请了苏联专家（布林柯夫）来所作顾问，并派员去

苏联学习考察，同时吸纳了多名留苏归国副博士与日本归国技术人员和每年录用大学毕业生等人员

逐步加入，大大增强了我所技术力量，我所逐渐成为当时我国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结构与材料研究

中心。

  1966~1978年为文革期间，科研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68年开始大部分科研人员下

放，先后分五批下放至三门峡、刘家峡、渔子溪、水电十三局、水电二局等一线生产建设工地，至

1971年8月结束。未下放人员合并到水电部科研所实验工厂，后改名为水电部水利调度研究所工

作。

  1978~1980年为结构材料所恢复重建期，先后调回部分我所下放人员，同时从其它单位调

人，又招收研究生和大学毕业生若干名，到1983年底我所人员已有90多名。经数年快速发展，我所

科技队伍得到了壮大，科研手段得到了增加，科研条件得到了改善，科研工作一片欣欣向荣，我所

又逐渐成为我国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结构与材料研究中心。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在中国水科院领导下，我所从运行

机制、管理机制、人才使用、内部分配等方面着手，改变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吃大锅饭”的做法，实

行课题承包制，大大激发了我所的活力，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1991年开始我所进一步深化内部体制改革，创办经济实体（电科公司），兴办科技产业

（止水材料厂），加快转换运行机制，使我所科学研究、科技开发与经济效益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1997年对电科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了北京科海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公司业务不仅有止水材

料厂生产产品，而且承接水工混凝土建筑物修补加固等工程施工。

  2001年，根据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精神，结构材料所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与岩土工程

研究所合并成立岩土结构研究所，按公益科研事业单位管理；另一部分为北京科海利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内部实行企业化经营。2002年初，根据水科院专业调整规划，岩土结构研究所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为岩土工程研究所，另一部分为结构材料研究所（研），两部分均按公益科研事业单位管

理。为推动水电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提高环境友好型水电建设技术水平，加强水电建设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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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研究工作，国家能源局于2009年1月26日批准成立了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依托单

位为我院；同年8月24日，水利部批复我院成立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水电中心），

作为院内单设机构进行管理。

  2017年3月，为进一步推动我院相关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水电可

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中国水科院水电中心与结构材料研究所整合组成统一运行实体，仍称水电中

心，对外保留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中心和结构材料研究所（研）牌子。

水电中心研究领域包括两大学科方向：

一是水工结构学科，主要包括：

（1）拱坝优化与混凝土坝安全评估
（2）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
（3）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
（4）岩石渗流与地下结构分析
（5）岩体工程稳定分析、监测评估与加固处理
（6）水工建筑物病险检测与健康诊断
（7）输水管道爆管监测、检测与预警
（8）混凝土结构防水防渗材料与修复技术
（9）水利工程信息化与智能化

二是水电可持续发展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水利水电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2）水利水电工程生态环保修复技术
（3）可持续水电的评估理论、方法与标准
（4）可持续水电发展战略、体制机制与政策
（5）河流健康评价

  截止到2021年7月底，中心共有员工53名，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教授级高工27人，

高工19人；博士46人，硕士6人。另有长期外聘专业员工60余名。目前设有坝工技术研究室、可视

化仿真研究室、工程安全监测研究室、地下结构研究室、生态环保研究室、战略规划研究室、结构

检测评估研究室、结构诊断加固研究室、政策标准研究室、智能监控研究室10个研究室。

  试验仪器设备方面，2008年以来，先后购置了大量先进仪器设备61台（套），如高密度分

布式应变温度监测分析仪、高清晰相位式三维激光测量系统、预应力实时监测仪、地质雷达、边坡

变形实时监测设备、曙光高性能服务器设备、华威无人测量船等重要设备。现有仪器设备总价值达

四千余万元。

  建所以来，我所先后参与了三门峡、丹江口、新安江、刘家峡、新丰江、柘溪、乌江渡、

潘家口、龙羊峡、东江、安康、东风、岩滩、漫湾、五强溪、鲁布格、西北口、天生桥、紧水滩、

大朝山、万家寨、小浪底、普定、观音阁、二滩、沙牌、三峡、小湾、龙滩、水布垭、景洪、溪洛

渡、构皮滩、沙湾、向家坝、金安桥、龙开口、白鹤滩、李家峡、拉西瓦、锦屏、光照、洪家渡、

招徕河、索风营、蔺河口、南水北调等一百多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科研与咨询，为以上工程解

决了水工混凝土结构与水工材料的关键技术问题，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所还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6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104项、部级重点研究项目87

项等，其中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7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90项，

获国家专利95项；编写出版专译著76部、论文集11本；主编与参编规程规范21部。其中2008年以

来发表论文279篇，其中SCI论文28篇，EI论文66篇。

  水电中心（结构材料研究所）优良传统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为工程建设服务的宗

旨；坚持踏实严谨、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坚持开拓创新、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创业

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