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报告期内产生的数据，数据统计起止

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二、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关成果支

撑材料的存档工作。 

三、多个单位联合共建的科研基地由第一依托单位负责填报，年度报

告内容由第一依托单位负责审核。 

四、年度报告真实性由科研基地负责人进行把关，不得出现《国家科

学技术保密规定》中列举的属于国家科学技术秘密范围的内容。 

五、年度报告经依托单位考核通过后，应在科研基地网站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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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表 

科研基地 

名称 
文物防震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依托单位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单位性质
注 1 企业 

联合依托 

单位 
无 单位性质 央企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文物地震风险分析与防震承载机理 

研究方向 2 文物防震共性关键技术及装备 

研究方向 3 文物建筑结构安全稳定性保护 

研究方向 4 文物防震标准化及成果转化 

研究方向 5  

近两次评估

结果 

评估年份 无 评估结果 无 

评估年份 无 评估结果 无 

科研基地主任与学术委员会主任信息 

科研基地 

主任 

姓名 葛家琪 单位职务 

全国工程勘察设

计大师、总院首

席专家 

职称 研究员 

出生年月 1964.11 研究方向 
文物安全稳定性

保护 
任主任年月 2023.9 

科研基地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马伯涛 出生年月 1981.9 职称 研究员 

研究方向 文物防震，结构振动控制  
任副主任 

年月 
2023.9 

科研基地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张曼生 出生年月 1981.6 职称 
正高级工程

师 

研究方向 文物防震，文物结构安全稳定性保护 
任副主任 

年月 
2023.9 

学术 

委员会主任 

姓名 吕西林 出生年月 1955.1 职称 教授/院士 

工作单位 同济大学 
任主任委员

年月 
2023.11 

科研基地工作信息 

科学技术 

研究与开发
注 2 

论文与专著
注 3 发表论文 3 篇 出版专著 1 部 

科技奖励
注 4 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专利
注 5 获批专利 2 项 申请专利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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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科研 

任务 

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及课题 
项 

获批省部级科研项目 

及课题 
项 

自主立项项目/课题 项 
横向委托科研 

项目/课题 
项 

科技基础性 

工作 

科研标本总计 件 新增科研标本 件 

科学数据总计 5000GB 新增科学数据 2000GB 

队伍建设与

人才培养
注 6 

科技人才
注 7 

科研基地固定人员 20 人 科研基地流动人员 1 人 

院士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人 

短期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人 

讲座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人 

青年长江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人 

青年千人计划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3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 

群体 
人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 

团队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注 8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博士后 统计期内进站博士后 人 统计期内出站博士后 人 

研究生培养
注 9 统计期内毕业博士生 人 统计期内毕业硕士生 1 人 

成果转化 

与推广 

成果转化与 

应用
注 10 

转化科技成果 4 项 实施工程技术项目 4 项 

科技成果试应用项目 4 项 转化管理类研究成果 项 

标准 

   制修订
注 11 

新增国家标准 

制修订项目 
项 

新增行业/地方标准 

制修订项目 
项 

工作站
注 12 现有工作站 3 个 新增工作站 3 个 

开放交流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 

会议
注 13 

国际 3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 次 

主办学术会议 国际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注 14 项 

依托单位保障 

实验室面积 273m2 
科研基地 

网址 
 

科研标本库面积 m2 经费投入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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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单位性质”栏中请填写：文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2） “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统计起止时间内由科研基地人员

在本科研基地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 

（3） “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科研基地。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不

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4） “科技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科研基地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数。

系数计算方式为：1/科研基地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人员中，排名最靠前

的科研基地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科研基地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

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

奖励不统计。 

（5） “专利”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国家级证书（如：新软件证

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6）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栏中，除特别说明统计期内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

当前总数。固定人员指依托单位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

士后研究人员等。 

（7） “科技人才”只统计科研基地固定人员。 

（8） “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只统计科研基地

固定人员。 

（9） “研究生培养”栏填写科研基地固定人员作为研究生导师或合作导师，培养博士、

硕士研究生情况。 

（10） “成果转化与应用”栏填写近 5 年产生新科技成果的后续试验、开发、试应用、

工程应用和推广情况。“试应用项目”指由文物行政部门批准立项，或科研基地自主立项的，

针对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后续试验、开发和试应用性项目。 

（11） “标准制修订”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12） “工作站”指科研基地依托其他单位（一般为文博单位）设立并共建、以文物科

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为主要目的的工作机构。 

（13） “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术会议是指

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14） “国际合作项目”包括科研基地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局等部门

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如：ITER、CERN 等）项

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国际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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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概述本年度科研基地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

文和专著、标准、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等。

总结科研基地对文物事业发展需求、文物和博物馆行业科技创新的贡献。

（1000 字以内） 

本来年度内，科研基地充分发挥自身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联合多家高校及

科研院所开展学术研究合作，在基地的 3个研究方向上均产出了实质性的科研

成果。 

文物地震风险分析与防震承载机理研究方向上，与多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合

作，在应县木塔稳定性预测模型与静力稳定性能研究项目，首次设计开展应县

木塔整体结构缩尺模型的静力稳定试验，提出考虑木塔既有损伤的稳定性预测

分析模型建立方法。在砖石质古塔结构稳定性评估技术与应用示范项目中，联

合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砖石质古塔既有损伤情况调研，初步确定了砖石质古

塔稳定性评估的三水准的评级标准；提出了基于实塔信息数据库及 K 均值聚

类算法/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算法的砖石质古塔稳定性评估方法。基于离散体

数值模型分析方法，开展相应损伤机理及失效模式研究，进行了静力作用下砖

石质古塔结构稳定承载机理研究，初步提出典型古塔结构的静力稳定性能评估

指标。 

文物防震共性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方向上，着力推动既有研究成果的推广

应用，本年度在我国多个地区共完成 4项代表性文物防震保护项目，推动了馆

藏文物一体化防震关键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同时持续推进防震装备研发，开发

新一代文物防震装置以及完全可逆且不侵入文物本体的大型残损石碑栓绑技

术措施，并进入项目实际应用。 

文物防震标准化及成果转化研究方向上，与国际知名学者合作，提出编制

文物防震保护方面 ISO国际标准倡议，签署了“国际标准编制委员会筹备工作

组”共同体备忘录，为文物防震保护贡献中国力量。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完成国

家文物局行业标准《馆藏文物防震装置》的送审稿，并完成送审工作，切实推

动了我国文物防震设备标准化进程。 

基地本年度共撰写文物防震方面的科技论文 3篇。以开成石经防震保护项

目为基础，总结梳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可科研成果，形成专著《开成石经石碑防

震保护》，详细记录并研究了大型石碑文物防震保护中的风险分析与量化评估、

防震风险处置措施的参数设计经验以及防震措施安装实施中全过程安全控制

策略与成果。 

本年度基地共提交文物安全稳定性保护技术专利 7项，涉及文物安全稳定

性分析、评估方法，文物防震保护新型设备，砖石质古塔稳定性能提升措施等

方面。共授权发明专利 2项，涉及古建筑木结构安全稳定性的勘察与稳定性评

估方法。 

仪器设备方面，完成“超低频、高精度、大行程”文物防震专用地震模拟

振动台以及拟动力试验设施建设，并通过专家组验收，切实加强了基地在文物

安全稳定性理论与试验研究方面的基础能力建设。 

总体上基地以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为核心，解决共性关键技术难点，引领

国内文物安全稳定性保护方面的理论研究与技术措施研究，提升了我国馆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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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水平；促进科研成果向标准化实

用性技术转化，推动文物科技保护，支撑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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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所有作者 期刊名称 
卷、期（或章

节）、页 

收录 

类型
注 1 

第一作者/通讯

作者
注 2 

所属研究 

方向编号
注 3
 

 
支架固定馆藏人物俑文物的抗震优化

设计研究 

王萌;施勋;杨维

国;葛家琪;马伯

涛;张曼生;刘佩 

振动与冲击 
2024,43(05):

110-120 

EI、CSCD、

北大核

心、科技

核心 

 2 

 基于振动台试验的鱼线固定梅瓶文物

响应规律性研究 

杨维国;高雅巍;王

萌;刘佩;葛家琪;

邹晓光 

振动与冲击 2024,43(04):

250-260 

EI、CSCD、

北大核

心、科技

核心 

 2 

 馆舍-展柜-文物耦合体系振动台试验

方案设计 

纪金豹;王诗雨;赵

亚敏;葛家琪;马伯

涛;张国军;张祥义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24,50(10):

1206-1218. 

EI、CSCD、

北大核

心、科技

核心 

 1 

注：（1）收录类型包括：SCI、SCIE、EI、SSCI、AHCI、CSSCI、CSCD、北大核心，其他收录类型请注明。（2）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指本基地固定

成员，若本基地成员不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不填。（3）请与基本情况表中编号保持一致，下同。 

（2）出版著作 

序号 著作名称 著作类型
注 1
 出版社 出版年月 

本基地作者 

（固定人员）及排序 
完成情况

注 2 

1 开成石经石碑防震保护 专著 文物出版社  葛家琪（排序 2） 

非第一完成

人（非独立

完成） 

注：（1）著作类型包括：专著、编著、译著。（2）完成情况指科研基地作为第一完成人独立完成情况，包括：第一完成人（独立完成）、第一完成人（非

独立完成）、非第一完成人（非独立完成），下同。  

（3）获奖成果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奖励类型及等级 颁奖部门 主要完成单位 本基地获奖人员 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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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人员）及排序 

1  
重型文物震损风险一体化

防控系统 

第十届全国十佳文

博技术产品及服务

推介/优秀案例 

中国文物报

社、文物保护

装备产业化

及应用协同

工作平台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西安碑林博物馆 

 

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

成） 

（4）授权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类别 
申请 

年月 

授权 

年月 

本基地完成人 

（固定人员） 
完成情况 

所属研究 

方向编号 

1 
古建筑木结构力学参数识别方法及

其辅助测试装置 
2022106333760 发明 

2022年

6 月 7日 

2024年

7月 9日 

葛家琪  刘鑫刚  

马伯涛  刘金泰  

张国军  张曼生 

第一完成人

（独立完成） 
 

2 
古建筑木结构稳定评估计算模型的

构建方法 
2022106327191 发明 

2022年

6 月 7日 

2024年

7月 9日 

刘金泰  马伯涛  

刘鑫刚  王明珠  

覃杰  葛家琪   

第一完成人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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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科研基地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600 字以内） 

科研基地 2024 年度承担外部课题两项。 

其一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砖石质古塔结构稳定性评估技术与应用示

范”的课题三“砖石质古塔静力损伤演化与稳定承载机理研究”，课题在本年

度完成了课题实施方案的编写并通过专家评审，完成陕西、四川典型古塔的损

伤状态、既往修缮历史和保存现状调研报告。建立了包含古塔损伤界面状态的

离散化砌块墙体模型，初步研究了损伤状态与离散化砌块墙体稳定性的关系制

定了针对整体砖塔和整体石塔的试验研究计划，确定了试验模型的具体形制和

尺寸。 

其二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与保护研究”的

课题三“应县木塔稳定性预测模型与静力稳定性能研究”。课题在本年度完成

了基于文献调研和现场调查，厘清了木塔营造形制、节点性能研究、整体结构

性能研究三个方面的主要研究现状，解构出木塔目前的倾斜状态。设计完成

1:8 大比例木塔缩尺模型及试验方案。完成考虑“离散实体模型+连续杆系模

型”结合的方式对木塔整体结构进行了模拟分析，同时将铺作层简化方式、连

接方式、几何残损对预测模型的影响进行了对比分析。 

科研基地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

馆等文博单位联合共同承担中国博物馆协会专业委员会项目科研项目“自然灾

害后文物受损评估、保护修复与风险防控综合研究”，科研项目调研获取了受

灾地区博物馆文物的受损情况数据，全面系统地评估灾后文物病害情况；提出

了可应对地震次生/衍生灾害对文物造成二次损伤的应急保护措施；提出对文

博行业有指导意义的馆藏文物灾害风险防控策略。 

科研基地还内部立项年度研究课题 4 项。 

其中“砖石质文物建筑结构离散单元模拟方法及试验研究”课题，为砖石

质文物建筑风险评估和性能提升措施研究提供基础。“适用于馆藏文物防震的

地震模拟振动台控制算法与试验研究”课题，为馆藏文物的防震保护提供技术

支持及决策支撑。“联排石碑文物防震措施设计及振动台试验研究”课题，为

防震一体化模型的设计优化提供必要依据。“联排石碑防震措施实施全过程安

全控制及监测关键技术研究”课题，有效控制了安装过程风险，取得项目的圆

满成功。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注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元) 类别 

1 
砖石质古塔静力损伤演

化与稳定承载机理研究 

2023YFF09

06003 
张曼生 

2023.11 至 

2026.10  
160.00 

国家重

点研发

计划 

2 
应县木塔稳定性预测模

型与静力稳定性能研究 

2023YFF09

06303 
刘金泰 

2023.11 至 

2026.10  
160.00 

国家重

点研发

计划 

3 

砖石质文物建筑结构离

散单元模拟方法及试验

研究 

技 24 研-13 赵亚硕 
2024.1 至
2024.12 

  

4 
适用于馆藏文物防震的

地震模拟振动台控制算
技 23 研-42 张祥义 

2024.1 至
2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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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试验研究 

5 
联排石碑文物防震措施

设计及振动台试验研究 
技 24 研-16 黄瑞桦 

2024.1 至
2024.12 

  

6 

联排石碑防震措施实施

全过程安全控制及监测

关键技术研究 

技 24 研-17 覃杰 
2024.1 至
2024.12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

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

为序填写，并在类别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科研基地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

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或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

号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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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1、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序号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团队成员 

1 
文物地震风险分析与

防震承载机理 

葛家琪、王

明珠 

刘鑫刚、张玲、刘邦宁、黄威振、朱鸿钧、刘

佳豪 

2 
文物防震共性关键技

术及装备 

葛家琪、张

曼生 

覃杰、宋毛毛、张奇铭、张祥义、田学帅、黄

瑞桦 

3 
文物防震标准化及成

果转化 

葛家琪、刘

金泰 
张国军、冯泽康、赵亚硕、吴思 

    

    

 

（2）固定人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最高学位 学位授予专业 职称 类型
注

 

1 葛家琪 男 1964.11.30 学士 结构工程 研究员 研究人员 

2 马伯涛 男 1981.09.20 博士 结构工程 研究员 研究人员 

3 王明珠 男 1980.09.02 硕士 结构工程 研究员 研究人员 

4 张曼生 男 1981.06.06 硕士 结构工程 研究员 研究人员 

5 刘鑫刚 男 1983.11.06 硕士 结构工程 
高级工程

师 
研究人员 

6 张国军 男 1977.07.16 博士 结构工程 研究员 研究人员 

7 张玲 女 1972.11.15 学士 建筑工程 研究员 研究人员 

8 刘金泰 男 1991.10.30 博士 结构工程 
高级工程

师 
研究人员 

9 吴思 女 1986.02.04 学士 
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 
工程师 管理人员 

10 覃杰 男 1984.08.23 硕士 土木工程 
高级工程

师 
研究人员 

11 宋毛毛 女 1991.12.01 硕士 结构工程 
高级工程

师 
研究人员 

12 张奇铭 男 1984.10.01 学士 土木工程 
高级工程

师 
研究人员 

13 刘邦宁 男 1993.01.06 硕士 结构工程 工程师 研究人员 

14 张祥义 男 1991.12.18 硕士 建筑与土木工程 工程师 研究人员 

15 赵亚硕 男 1992.10.09 硕士 建筑与土木工程 工程师 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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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最高学位 学位授予专业 职称 类型
注

 

16 黄威振 男 1994.08.13 硕士 结构工程 工程师 研究人员 

17 田学帅 男 1993.10.07 硕士 土木工程 工程师 研究人员 

18 黄瑞桦 男 1996.06.19 硕士 建筑与土木工程 工程师 研究人员 

19 朱鸿钧 男 1997.01.02 硕士 结构工程 工程师 研究人员 

20 刘佳豪 男 1999.08.10 硕士 结构工程 
助理工程

师 
研究人员 

        

        

注：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依托单位聘用的

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 

 

（3）流动人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类型
注 学位授予专业 工作单位 

1 冯泽康 男 1996.07.03 博士 土木工程 工程师 博士后研究人员 

2        

3        

注：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种类

型进行人员排序。 

（4）人才情况 

序号 姓名 荣誉称号
注 获得年份 

1 葛家琪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2020 年 1 月 

    

注：荣誉称号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其他人才计划请注明。 

 

（5）重要学术组织、学术期刊任职情况 

序号 姓名 
学术组织/学术

期刊名称 
职务 任职起止年月 

1 葛家琪 
中国航空学会工

业遗产分会 
主任  

2 葛家琪 
中国建筑学会结

构分会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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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青年科研骨干培养 

简述科研基地对青年科研骨干的培养举措和效果。（500 字以内） 

科研基地鼓励并引导青年科研骨干积极承担科研课题，2024年内安排刘金泰

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与保护研

究”的课题三“应县木塔稳定性预测模型与静力稳定性能研究”，首次设计开展

应县木塔整体结构缩尺模型的静力稳定试验，提出考虑木塔既有损伤的稳定性预

测分析模型建立方法，揭示木塔静力损伤演化规律、稳定承载机理和性能指标，

形成系统的静力稳定评估理论，同时为制定兼顾木塔静力与动力稳定性能提升需

求的保护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新的思路。赵亚硕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公司内部

研发课题“砖石质文物建筑结构离散单元模拟方法及试验研究”，通过采用离散

单元模拟方法，并开展连接界面—墙体构件—整体模型的多层次试验，为砖石质

文物建筑风险评估和性能提升措施研究提供基础。张祥义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公

司内部研发课题“适用于馆藏文物防震的地震模拟振动台控制算法与试验研究”，

通过对馆藏文物防震的地震模拟振动台控制算法与试验研究，为馆藏文物的防震

保护提供技术支持及决策支撑。黄瑞桦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公司内部研发课题

“联排石碑文物防震措施设计及振动台试验研究”，采用足尺石碑模型试件进行

了几十次模拟地震动振动台试验，检验了一体化防震措施的抗震效果，为防震一

体化模型的设计优化提供必要依据。 

通过引导鼓励支持青年科研骨干积极参与课题研究，一方面锻炼提升了青年

科研骨干的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同时有效推动了基地在相关技术领域的持续研

究与技术开发，形成了多项与文物安全稳定保护需求相匹配的关键技术成果，并

推广应用到实际的文物保护项目中，切实推进了文物安全稳定性保护相关技术的

进步。 

青年科研骨干注 1培养情况信息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在职深造、出国访学或在政府科

技管理岗位挂职锻炼情况
注 2 

牵头承担科研任务、作为第

一作者发表科研成果情况 

1 刘金泰 1991.10  牵头承担科研任务 

2 赵亚硕 1992.10  牵头承担科研任务 

3 张祥义 1991.12  牵头承担科研任务 

4 黄瑞桦 1996.06  牵头承担科研任务 

2     

注：（1）青年科研骨干指截至 2024 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的科研基地固定人员（2）在职

深造、出国访学需不少于 3 个月，在政府科技管理岗位挂职锻炼需不少于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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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培养 

（1）研究生培养情况（有博/硕士学位点的高校、科研院所填写） 

简述科研基地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例如：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

交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文博单位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研究生在

科研基地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例如：高水平论文发表、国际

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500 字以内） 

基地以文物安全稳定性研究为总体目标，在馆藏文物、木结构古建筑、砖石

质古建筑以及工业遗产建筑等方面分别展开研究，近年来特别在工业遗产建筑方

面，依托公司硕士学位点招收了 1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专门针对工业遗产类建

筑中钢筋混凝土排架结构的安全稳定性能评估和稳定性能提升措施展开研究，硕

士研究生与 2024年通过毕业答辩，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毕业研究生信息 

序号 学生姓名 
硕士/博

士 

研究方 

向编号 
依托学科 论文题目 学校导师

注 合作导师 

1 刘佳豪 硕士 1 结构工程 

钢筋混凝土排架式工

业遗产建筑结构静力

稳定性能研究 

葛家琪  

        

        

注：所填研究生的学校导师必须是科研基地固定研究人员。 

（2）合作培养研究生情况（仅文博单位填写） 

简述科研基地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培养单位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代表性举措和

效果。（500 字以内） 

 

合作培养毕业研究生信息 

序号 
学生 

姓名 

硕士/

博士 
依托学科 论文题目 培养单位 

学校 

导师 

合作

导师
注 

        

        

注：合作导师必须是科研基地固定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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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转化与推广 

1、成果转化情况 

简述科研基地将近 5 年形成的科研成果进行后续试验、开发、试应用、工程

应用和推广的情况；或研究成果被政府、行业团体或文博单位采用，形成政策文

件或作为重要决策依据的情况。（1000 字以内） 

基地前期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馆藏文物一体化防震关键技术研究”项

目中开发了馆藏文物一体化防震技术，其中开发的大型陶俑防震设备、大型石碑

防震设备、文物支架等防震措施在针对具体项目进行进一步适配试验和研发后，

持续进入文物保护项目应用。 

2024年基地完成了成果转化及技术推广应用项目 4项。 

云南李家山博物馆地处 8度(0.3g)设防烈度区，馆藏脆弱青铜器文物的防震

风险突出，应用馆藏文物防震参数一体化设计方法，及基地前期研发的柜内桥架

式防震平台及独立柜防震平台产品，将脆弱青铜器文物的地震加速度响应减震率

达 70%，有效提升了馆藏脆弱青铜器文物防震保护能力。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地处 8度(0.2g)设防烈度区，秦兵马俑文物均为残损修复

文物，且自身高宽比大，防震风险突出。应用馆藏文物防震参数一体化设计方法、

大型陶俑专用防震装置等基地牵头开发的专有先进技术，计算分析了地震波从地

面经基础、展厅建筑结构、楼面传递至展柜及文物的全过程中频谱成分及幅值的

变化规律，并基于各脆弱兵马俑文物展陈位置楼面的地震响应频谱和幅值特征，

完成了博物院常设展厅更新项目中 15 个大型秦兵马俑文物的防震保护方案设计

及防震设备参数设计，并完成防震设备的配置。针对展线中的一件特大型玻璃拼

接展柜，应用馆藏文物防震一体化设计方法，完成展柜金属结构、展柜玻璃的防

震安全性设计。以上科研成果的联合应用，将秦兵马俑的地震响应降低 80%左右，

有效控制了脆弱兵马俑文物的防震风险。 

西安碑林博物馆地处 8度(0.2g)设防烈度区，馆藏的开成石经等大型残损碑

刻高厚比大、本体质量大，且部分碑刻为断裂后修复拼接，地震中再次发生碑体

断裂或崩裂的风险极高，本体防震风险极为突出。应用馆藏文物防震参数一体化

设计方法，以及大型石碑文物专用重型防震装置，完成开成石经等大型石碑文物

震损的本体直接风险、展厅建筑结构间接风险、以及展厅屋顶吊挂物次生风险的

识别、风险处置，针对不同风险源类型配置了对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大幅降低了

开成石经的大型石碑文物在地震中再次发生震损的风险。 

上海博物馆东馆地处 7度(0.1g)设防烈度区，东馆展出了原上海博物馆馆藏

的大部分精品文物，部分文物高宽比较大；东馆展厅建筑为钢框架结构且层高较

高，高楼层对地震加速度的放大作用明显，致使文物防震风险明显放大。项目采

用馆藏文物一体化防震风险分析及量化评估技术，对各楼层拟展出珍贵文物的震

损风险进行量化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完成高风险文物的防震支架、防震装置以及

特型展柜的防震设计，有效控制了文物防震风险。 

 

科研成果工程应用情况（仅应用基础和工程技术类科研基地填写）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起止时间 

1 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文物防震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 2023.12~2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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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保护项目 究总院 

2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综合陈列（基

本陈列）设计和施工制作项目防

震装置采购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

究总院 
2024.8~2024.12 

3 
西安碑林博物馆珍贵文物防震

预防性保护能力提升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

究总院 
2023.1~2024.12 

4 文物防震预防性保护措施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

究总院 
2023.12~2024.11 

研究成果形成政策文件或被采编情况（仅管理类科研基地填写） 

序号 名称 文件号或采编年期 采纳部门 

    

 

2、标准制修订情况 

简述科研基地承担或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修订情况，以及

自行开展实验室标准建设情况。（500 字以内） 

本年度基地持续开展国家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年度内完成

《馆藏文物防震装置》的送审稿，并完成送审工作。 

同时基地还积极开展了馆藏文物防震 ISO 标准编制的前期准备工作，召开了

一次文物防震 ISO 标准编制委员会工作组筹备会议，与会各国专家签署了“国际

标准编制委员会筹备工作组”共同体备忘录，有力推进了文物防震 ISO 标准编制

工作。 

 

 

在研和已发布标准 

序号 计划号/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 

类型
注 承担/参与 在研/发布 

1 WWT 0069-2015 馆藏文物防震规范 
行业标

准 
参与 发布 

2  
馆藏文物防震 防震装

置 

行业标

准 
参与 在研 

3      

4      

5      

6    参与 在研 

注：标准类型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3、标准宣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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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主办或承办政府委托的标准宣贯培训活动情况，或科研基地固定人员作

为讲师参加培训活动情况。（500 字以内） 

基地以“河南省第二届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培训班”为平台，联合中国国家

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对《馆藏文物防震规范》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宣贯。中国国家博物馆王建平研究馆员，针对我国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风险防

范工作政策法规与标准化发展状况，特别是对馆藏文物的防震风险防控方面的政

策与法规进行了详细解读；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

基地（上海博物馆）”副主任吴来明，针对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风险管理与高质

量发展进行详细解读；本基地张曼生专职副主任对国内博物馆文物一体化防震理

论创新与装备开发情况，以及如何利用参照《馆藏文物防震规范》开展文物防震

预防性保护工作进行了详细解读；上海博物馆徐方圆分享了上海博物馆东馆建设

过程中的文物预防性保护特别是防震保护方面的成果；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修

复中心主任张东分享博物馆馆藏可移动文物防震保护研究与实践经验。 

 

标准宣贯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举办时间 宣贯对象人数 承担/参与 

1 
河南省第二届馆藏文物预防

性保护培训班 
2024.8 50 参与 

 

 
4、工作站建设与运行 

简述新建工作站情况，已有工作站开展工作情况。(1000 字以内） 

基于本基地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物防震风险分析与防震承载机理、文物防震共

性关键技术及装备、文物防震标准化及成果转化三个方面。基地工作站均建立在

我国抗震设防烈度较高，文物防震保护需求突出的省份。已设的各省工作站工作

模式中，针对可移动馆藏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分别选则 1家在省内研究基础扎实

的单位挂牌工作站。 

工作站针对博物馆文物，聚焦于博物馆文物的防震预防性保护，致力于可移

动文物防震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方案落地、高端人才培养。工作

站在馆藏文物防震保护方面，以馆舍结构自身的防震能力研究；地震动在传播过

程中衰减研究；馆舍和馆藏文物防震安全的性能化分析及馆藏文物参数化动力响

应研究；馆舍和馆藏文物防震减灾风险管理；馆舍展陈装饰装修防震安全性研究；

馆藏文物防震技术措施开发；防震展柜和文物防震展具相关产品开发；传统卡固

绑扎防震性能措施有效性研究；防震性能卡具及绑扎工具开发；人致振动及碰撞

对文物安全研究；环境及轨道交通振动对文物安全研究等为主要的科学研究方向

并开展技术应用推广。 

工作站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聚焦于古桥、古塔、古建筑、石窟寺、古遗址、

近现代建筑、革命文物建筑、工业遗产等的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文物防震、文

物结构安全稳定等方面，致力于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方案落地以

及高端人才培养。不可移动文物方面以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研究；基于试验、数

值模拟及理论分析的文物建筑结构承载机理研究；基于损伤演化与地震响应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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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防震理论研究；基于实验及数值分析的材料性能及耦合界面分析；基于

多元数据的三维数字模型重建；古建筑结构安全稳定风险评估；古建筑稳定风险

因子监测；基于无损检测技的文物防震性能评估；应用于文物本体的最小干预式

防震新材料、新装具新方案的创新式研发；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古建筑防震

安全稳定监测数据的实时评估反馈与预警应急系统研究等为主要的科学研究方

向并开展技术应用推广。 

目前本基地已挂牌工作站 3个。分别是山西联合工作站、四川工作站、云南

工作站。 

山西联合工作站于 2024 年 7 月挂牌，此工作站为多个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的联合工作站，以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为依托单位，主要开展古

建筑保护研究工作和技术推广。目前本基地以工作站为平台正在开展应县木塔的

安全稳定性研究。 

四川工作站于 2024年 10月挂牌，联合了四川地区馆藏文物防震保护工作突

出，研究基础扎实的成都博物馆，作为四川工作站馆藏文物防震研究和技术推广

方面的平台，联合了在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稳定性研究方面具有良好基础的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作为四川工作站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稳定性研究和技术推广方面

的平台。四川工作站目前在砖石质古塔完全稳定性保护方面已开展深入工作，切

实推进了直波碉楼、丹巴碉楼等倾斜、开裂严重，稳定性风险突出的古塔结构的

抢险以及修缮保护工作。 

云南工作站于 2024年 12月挂牌，联合了云南地区技术实力雄厚、研究基础

扎实的云南省博物馆及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为工作站依托单位，其中云南省博物馆

着重开展馆藏文物防震保护方面的技术研究及推广工作，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主要

负责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稳定性方面的技术研究及推广工作。 
 

工作站信息 

序号 设立年份 工作站依托单位 工作站名称 

1 2024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

壁画保护研究院 

古建筑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

科研基地联合工作站 

2 202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成都博物馆 

文物防震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四川工作站 

3 2024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

省考古研究 

文物防震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云南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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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科研基地设置开放课题概况。（500 字以内） 

本年度基地未设置开放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注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人数 类别 

1 
2024文物防震技术国际

学术研讨会 

四川省文物局，文

物保护装备产业

化及应用协同工

作平台，中国文物

保护协会 

葛家琪 2024.10 150 全球性 

2 
文物防震国际标准编制

委员会工作组 筹备会议 

文物防震国家文

物局重点科研基

地 

葛家琪 2024.10 30 全球性 

3 
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保

护国际学术交流会 

5·12汶川特大地

震纪念馆、绵阳市

博物馆、抗震救灾

精神与地震文物

协同研究中心 

葛家琪 2024.10 50 全球性 

4 
2024年博物馆文物防震

防灾学术研讨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

藏品保护专业委

员会 

王建平 2024.7 50 全国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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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科研基地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研究机构共

建科研基地、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计划、在国

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填写。（500 字

以内） 

基地积极推动文物防震及文物建筑安全稳定性方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本年

度承办 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成都召开的“2024文物防震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美国、意大利、

日本、英国、希腊以及国内文物保护行业共 20 位专家学者，就博物馆文物防震

理论方法、防震装置开发、防震技术集成应用、防震防灾标准等议题展开学术研

讨，联合国内外科技力量、追踪国际文物防震的前沿科技，加强国际性的技术创

新合作与学术交流，推动建立文物防震技术国际标准，为全球文物防震保护作出

中国贡献。在成都召开的“文物防震国际标准编制委员会工作组 筹备会议”邀

请了美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希腊以及国内文物保护行业专家，围绕拟编制

馆藏文物防震方面的 ISO国际标准展开深入交流，共同商讨了馆藏文物国际标准

编制的相关工作内容及成立筹备工作组的准备工作，签署了“国际标准编制委员

会筹备工作组”共同体备忘录。在绵阳市北川县召开的“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保

护国际学术交流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行业主管部门、遗址保护机构和

科研单位等，分享国内外遗址保护经验，探讨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保护的价值、

理念、原则，共商遗址保护的技术和方案，达成多项保护共识。 

承办国内学术交流研讨会 1 次，在兰州召开的“2024 年博物馆文物防震防

灾学术研讨会”，聚焦博物馆文物防震防灾领域的最新理论、技术方法以及实践

案例，不仅为博物馆文物防震防灾领域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更展

示了行业内外对该领域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 

基地除承办会议以外，还积极参与“第四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文物保护

技术装备供需对接研讨会”、“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十二次学术年会”、“文物

保护科技与管理创新论坛”、“第三届文化遗产保护青年学者论坛”等国内其他文

保行业学术会议，并作文物防震保护、文物安全稳定性保护方面的专题报告。 
 

 

 

2、组织管理与条件保障 

（1）学术委员会 

序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

外籍 

1 吕西林 男 
院士/教

授 
 同济大学 否 

2 葛家琪 男 研究员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否 

3 
Dina 

D'Ayala 
女 教授  英国伦敦大学 是 

4 王明明 男 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 否 

5 铁付德 男 研究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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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来明 男 研究员  上海博物馆 否 

7 张爱林 男 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 否 

8 韦荃 男 研究员  四川博物院 否 

9 赵强 男 研究员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否 

10 周萍 女 研究员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否 

11 姚军 男 研究员  四川考古院 否 

12 杨晓飞 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否 

13 杨维国 男 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 否 

14 马伯涛 男 研究员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否 

15 宁响亮 男 
正高级

工程师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请简要介绍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缺席

人员，以及会议纪要。（1000 字以内） 

尚未召开全体学术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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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单位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依托单位本年度为科研基地提供基地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相对集中的

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队建设、研

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文博单位还需简述省

级文物行政部门对科研基地建设给予的支持情况。（800 字以内） 

 

依托单位本年度为提升科研基地的技术条件建设，投资完成文物防震专用地

震模拟振动台设备一套、拟动力试验设备一套，高精度动态数据采集设备一套，

高清视频记录设备一套，设备通过专家组验收，各项性能满足预期目标，为基地

后续高效科研工作开展奠定技术基础。 

科研基地依托单位年度内支持文物防震保护方面自主选题研发课题 4项，其

中“砖石质文物建筑结构离散单元模拟方法及试验研究”课题，通过采用离散单

元模拟方法，并开展连接界面—墙体构件—整体模型的多层次试验，为砖石质文

物建筑风险评估和性能提升措施研究提供基础。“适用于馆藏文物防震的地震模

拟振动台控制算法与试验研究”课题，通过对馆藏文物防震的地震模拟振动台控

制算法与试验研究，为馆藏文物的防震保护提供技术支持及决策支撑。“联排石

碑文物防震措施设计及振动台试验研究”课题，采用足尺石碑模型试件进行了几

十次模拟地震动振动台试验，检验了一体化防震措施的抗震效果，为防震一体化

模型的设计优化提供必要依据。“联排石碑防震措施实施全过程安全控制及监测

关键技术研究”课题，通过对开成石经一体化防震措施安装实施过程的，安全控

制措施设计和实施过程监测数据的对比研究，有效控制了安装过程风险。 

科研基地 50万元以上设备情况 

类别 
设备总数

（台） 

设备总价值

（亿元） 

平均每台仪器研

究工作总机时

（小时） 

平均每台仪器服

务工作总机时 

（小时） 

机时率 

数量 4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