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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_E4_BA_A4_E9_c73_206139.htm 一、学科概况 由于

交通土建工程的特点，防灾减灾研究一直在西南交通大学百

年历史的土建工程领域中占有很大比重。在我校最早获批的

道路与铁道工程和桥梁与隧道工程两个博士点，岩土工程、

结构工程、地质工程、环境工程、大地测量学及测量工程六

个硕士点的学科方向中也一直含有防灾减灾工程的主要内容

，从而形成了以多学科综合性学术群体支持防灾减灾工程这

一新兴交叉学科的雄厚力量。1997年，我校防灾减灾工程与

防护工程硕士授权点获批，2001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同

时该学科隶属的一级学科土木工程和相关的交通运输工程在

我校均有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本学科还可以在上述两个一

级学科所设的博士后流动站中招收博士后人员。这样逐渐形

成了培养土木工程减灾防灾领域高级专业人才的教学科研基

地。目前，本学科具有博士、硕士、工程硕士和高师硕士的

培养和学位授予权。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是土木工程学

科中的边缘学科，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重要作用

。学科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发展用以提高工程结构和工程

系统抵御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科学理论、设计方法和工程

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未来灾害可能造成的破坏，保证人民

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障灾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能力，提高

国家重大工程的防灾能力。 我校本学科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围

绕重要陆地交通干线建设和运营阶段出现的灾害现象，以工

程科学和现代技术相结合研究常见灾害的形成条件、成灾模



式、预测预报、防治工程优化以及防灾管理的信息化技术等

课题，提高交通干线的抗灾能力。本学科有一支由年轻的博

士、教授为主组成的充满朝气的研究队伍，由于具有边缘学

科的特点，研究队伍组成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特色，研究领

域偏重于前沿性、基础性问题。 二、主要研究方向 本学科目

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为： （1）地下工程减灾防灾。利用工程

学的方法研究解决和防治自然灾害、人为灾害、施工灾害的

破坏效应，开展地下结构减震、隔震理论与方法，地下工程

火灾特征及损伤评估方法，地下工程施工灾害的防御技术，

动态可靠度与耐久性设计理论，高应力场与高温度场耦合分

析等理论研究。本方向近几年来，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20项、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特等奖1项

，其中“南昆线”高烈度地震区隧道抗震加固与计算方法研

究，将长大隧道抗震设计理论与方法提高到国内领先水平。

“广大线”九度地震区隧道洞口段隔震研究，为世界首例，

其研究成果已应用到工程中。长大隧道火灾分析与评估加固

技术、瓦斯隧道封闭结构形式及降压措施研究、电力牵引瓦

斯隧道运营通风设计研究等，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填补了

国内空白。在“隧道及地下工程结构物剩余寿命评估方法的

研究”中，首次在地下工程结构物变异程度的分级及其评定

中引入健全度的概念并与结构动态可靠度相联系，研究工作

处于国内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长大隧道岩爆、

大变形机理研究成果，在秦岭隧道（铁）、夹竹箐隧道（铁

）、二郎山隧道（公）、华莹山隧道（公）、太平驿输水导

洞、锦屏电站18 km导洞等工程中的应用，使这些工程的技术



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线路系统防灾减灾工程与

防护工程。该方向的研究内容以高山峡谷区重力作用为主的

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铁路、公路工程防治技术

为主线，同时覆盖了特殊岩土地质条件的路基病害整治及公

路路面病害处理技术、轮轨和车路系统本身的运行安全技术

以及工务安全管理保障系统等领域。泥石流及其灾害防治工

程领域是本方向的一个亮点，有关泥石流预测预报及信息开

发系统研究居于国际先进水平。近来年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2项、面上项目5项，铁道部及其他省部级项

目10余项，获省部级二等奖2项。尤其是通过成昆、宝成、南

昆等铁路干线和川藏公路、西攀高速等公路干线灾害防治的

生产科研实践，在铁路、公路工程灾害防治技术与研究领域

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3）岩土工

程灾害预测和防治。利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进行岩土工

程学、地学、环境学、灾害学等多学科交叉解决岩土工程灾

害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和岩土工程灾害防治中的重大难点

问题，着重进行岩土工程环境地质评价及地质灾害防治研究

、岩土工程中水环境效应及其工程危害研究、岩土工程环境

地质问题风险分析与防灾决策可靠性研究，渗流场、应力场

、温度场耦合分析及其在工程灾害防治中的应用等。本项目

方向是一个新兴的方向。近年来本方向主持和负责了国家科

研项目3项，省、部重点和普通科研项目11项，对外合作科研

项目1项。出版了专著5部，在国内外发表了论文80余篇。其

中，一些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认为整体研究水平处于国内领先，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已获两项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本方向正以中青年博



士和博士后为主体，以对外合作科研项目为契机，不断提高

研究的学术水平。 （4）大型结构物抗风与抗震。针对工程

实践中急需解决的大型结构物抗风、抗震的关键技术问题，

利用现代科学理论与实验技术，研究造成风害和震害的机理

，寻求大型结构物抗风、抗震能力的有效措施，着重进行大

型结构物风致响应与地震反应的预测及评估、大型结构物环

境振动抑制技术、大型结构物抗风、抗震设计等理论及应用

研究。桥梁风工程作为本研究方向的重要内容，已有10年研

究工作积累。我校作为国内公认的桥梁风工程的权威研究学

位，迄今共主持省部级项目6项，国家重点工程委托研究项目

近20项，其中除大跨挢梁之外，还包括三峡工程升船机、首

都机场新航站大楼等大型结构的风工程研究，获部级科技进

步二等奖1项。在风工程应用基础研究方面，我校在结构风振

理论，钝体非定常气力辨识，大气边界层模拟等方面处于国

内先进水平。在大型结构物抗震方面，本方向已主持完成国

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2项。 三、从业领域 主要从业领域

为：土木工程领域尤其是铁路、公路、机场等部门的技术开

发、勘测设计、特殊工程设计和运营管理等工作。也可在高

等院校或科研院所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 四、主要相关学科 

桥梁与隧道工程、工程力学、结构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

岩土工程、地质工程、材料学、工程测量、市政工程、运输

工程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