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敢担当者必有勇，能担当者必有谋，善

担当者必有为。作为一家国有企业，每当国

家需要、人民需要的重要时刻，甘肃建科院

都会挺身而出，冲在一线，彰显国企担当。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甘肃建科院迅速组建抗震救灾队伍，数 10

名技术人员分别奔赴天水和陇南多地开展

抗震救灾鉴定工作。按照省住建厅要求组

建“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灾区受损建

（构） 筑物安全性应急鉴定专家组”，配备了

价值数十万元的设备前往文县，比计划时间

提前两天完成了所有鉴定工作，共鉴定工程

项目456个，面积近60万平方米。

2009 年 8 月，完成了定西地区中小学

多层校舍约 82 万平方米、575 幢房屋的鉴

定任务。

2010 年 4 月 14 日，青海省玉树州发

生地震后，甘肃建科院抽调 10 人组成队

伍奔赴玉树市结古镇震区开展震后应急

危房结构鉴定对口援助。经过 15 天的不

懈努力，共完成 600 余栋、建筑面积近 9.4

万平方米的民用住宅结构安全性鉴定任

务，出具鉴定报告 600 余份。

2010年8月，在甘南州舟曲县发生特大

山洪泥石流灾害后，甘肃建科院迅速赶赴当

地，完成了13栋楼、2万平方米住房的加固维

修任务。同时，投入100余万元，配备试验检

测人员 10名，仪器设备 60余台套，成立“甘

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舟曲工程质量检测中

心”，为舟曲县重建项目提供24小时服务，为

灾后重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2013 年 7 月 22 日，在定西市岷县、漳

县交界处发生 6.6级地震，甘肃建科院第一

时间前往救灾现场，技术人员仅用 6 天时

间便完成了 5 所学校、2 个教学点，共计 31

个单体校舍的震害应急评估鉴定任务。成

立“岷县灾后重建工程质量检测中心”，顺

利完成了包括甘肃建投旗下一百多个项目

在内的大量灾后重建工程质量检测任务。

2020 年 8 月，陇南市各县区持续普降

暴雨，引发特大暴洪泥石流灾害。甘肃建

科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永志带领 50 多

名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完成了 32 个乡镇

300 多个行政村 2000 多户的排查鉴定任

务，为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危难时刻勇担当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甘肃省

科技创新型企业”，甘肃建科院在追逐绿

色建筑的道路上不断倾洒智慧。

2012 年起，甘肃建科院依托科技创

新优势，持续开展绿色建筑、建筑节能及

健康建筑的技术研发与应用，编制了《绿

色办公建筑评价标准》《绿色医院建筑评

价标准》《地源热泵系统建筑应用能效评

价技术规程》《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标

准》等地方标准，完善了我省绿色建筑与

建筑节能标准体系。

2019 年，甘肃建科院以乔迁新址为

契机，以建研大厦为载体，开展既有办公

建筑绿色健康智能化改造技术研究与工

程 示 范 。 绿 色 智 能 化 改 造 后 的 建 研 大

厦，成为西北地区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的

标杆。

建 筑 节 能 是 绿 色 建 筑 的 主 要 内 容 。

根据建筑节能市场外保温系统存在的问

题和需求，2018 年，甘肃建科院牵头编制

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75%）

设计标准》，填补了我省居住建筑“四步

节能”空白，创新性地提出了“宽墙严窗”

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设计原则，为推动

全省建筑节能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支撑。2019 年至 2020 年，甘肃

建 科 院 开 展 外 墙 保 温 防 火 与 结 构 同 等

级、耐久性与建筑同寿命综合配套技术

研究，形成了适用于甘肃严寒和寒冷气

候区不同抗震设防烈度的高层建筑“钢

丝网架复合岩棉板厚抹灰保温体系”，使

节 能 效 果 保 证 率 从 50%提 高 到 了 95%，

设计使用年限从目前的 25 年提高到 50

年 。 同 时 ，编 制 的《HWY 钢 丝 网 架 复 合

岩棉板厚抹灰建筑构造》等三本图集，为

我省建筑节能设计与施工提供了科学依

据和遵循标准。

紧盯“双碳”目标，2021 年初，甘肃建

科院组织开展了甘肃省建筑领域碳达峰

工作专题研究，并形成研究报告，为《甘肃

省建筑领域碳达峰行动方案》的编制提供

了理论依据。

绿色建筑领跑者

2020 年 12月，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城市更新与既有建筑改造专委会成立。

2023 年全国建筑物鉴定与加固改造第十六届学术交流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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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五十载 继往开来谱华章
——写在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五十周年之际

吕佳 李金玫

时间是历史的雕塑家，镌刻着奋斗的年轮，勾勒出变迁的轨迹。

创建于 1973 年的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甘肃建科院”），是我省从事建筑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咨询与技术服务

企业，至今已走过五十年的发展历程。

五十年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甘肃建科院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

条持续开拓创新、不断追求卓越的奋进之路；五十年艰苦创业、守正创

新，甘肃建科院先后荣获全国“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实施用户满

意工程单位”、“全国市场质量 AAA 级企业”、住建部“科研先进集体”、

“青年科技创新教育基地”、“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甘肃省人民政府

质量奖提名奖等多项荣誉，荣膺“全国用户满意标杆企业”“全国市场

质量信用等级（用户满意）企业”和“建筑业 AAA 级信用企业”等称号。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五十年来，甘肃建

科院坚持固本强基，开拓创新，从

当初几十人的小队伍到如今 600

余人的大团体，从当初只有几间

办公室到如今拥有 1.27万多平方

米的独属办公大楼，几代人的赓

续奋斗、五十年的日积月累，甘肃

建科院经历了从科研事业单位到

科技型企业的大跨度转型，也经

历了从单一科研为主到科技研

发、检验检测、技术服务、特种施

工四大业务板块齐头并进的大型

企业集团的历史性跨越，形成了

独特的发展优势。

管 理 优 势 逐 步 积 累 。 1990

年，甘肃建科院通过甘肃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在西北地

区 同 行 业 中 首 家 按 照 ISO/IEC

17025:1999《检测和校准实验室

通 用 能 力 要 求》和 ISO 9000:

2008 标准建立并延续了质量管

理体系，通过 CNAS 检验机构实

验室认证；“十三五”以来，甘肃

建科院向精细化、信息化管理模

式推进，建立了以目标责任制为

主体的卓越绩效测量评价模式，

形成了自上而下、全员参与、横

向到边、纵向到顶的企业绩效管

理体系；2022 年通过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认证，甘肃建科院成为全

省首家利用专业的 Lims 实验系

统管理检验检测业务的单位。

人才优势日渐凸显。目前，

甘肃建科院拥有中级职称以上人

员 268 人，其中正高级工程师 10

人，高级工程师 117 人，自有注册

类人员 146 人。大学本科学历及

以上占职工 91.15%，其中博士研

究生 5 人，硕士研究生 63 人。成

立了专家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和

青年科技委员会三个层次科技团

队；成立了专家（教授）工作室；建

立了岩土地基、结构抗震、绿色建

筑等 7个重点研发科技团队。

资 质 优 势 深 入 推 进 。 截 至

2022 年，甘肃建科院已拥有十大

类 50 多项专业资质。其中甲级

资质 10 项，覆盖了除常规土建施

工 以 外 的 建 筑 工 程 全 产 业 链 。

近年来，还成功获得环保工程施

工、特种工程专业承包、地基基

础工程一级等重要资质。

平台优势日臻完善。目前，

甘肃建科院拥有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门

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国家级

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机构、国家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甘肃省绿色

建筑与建筑节能工程研究中心、

甘肃省建筑工程研究行业技术

中心、甘肃省省级建筑工程质检

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 22 个

科研技术平台。

经 营 优 势 日 益 明 显 。 近 年

来，甘肃建科院设立了武威、河

西、临夏、陇东等 6 个分支机构，

以四川、重庆、陕西、山西、宁夏、

青海为经营窗口，积极向省外拓

展业务。2022 年，甘肃建科院承

接了安哥拉住宅群的现场检测、

鉴定项目，以及塞拉利昂国家体

育场维修改造工程加固项目，取

得海外市场开拓的新突破。

固本强基促发展

科技创新始终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变量

和最大动能。作为科技型企业，五十年来，甘

肃建科院秉承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在抗震

与减隔震加固改造、岩土地基、建筑结构检测

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技术创新成果。同时，

在绿色建筑、建筑节能、城市更新及既有建筑

改造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先后承

担了住建部、省、市和甘肃建投下达的科研任

务、技术课题 100余项。其中多项科研成果

填补了全省乃至全国建筑行业技术空白，被

专业机构鉴定为“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

多次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级、省级、市

级科技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

截至目前，甘肃建科院专利授权量达

300余项。其中已授权发明专利9项，主持或

参与编制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图集90余部，

累计发表SCI、EI、核心期刊论文10篇以上。

从对黄土规律、波动理论的认识，到地

基基础的处理；从麦积山石窟加固技术研究

与应用，到建筑物裂缝诊断与防治技术的研

究；从预应力保温屋面板 （“三合一”板），到

钢丝网架复合岩棉一体板的研制与应用；从

红外热像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到兰州奥体中

心建设项目健康监测……甘肃建科院在科

研项目、技术标准、石窟加固、桩基检测、岩

土勘察、科研及工程、鉴定加固、改造加固、

新型建材研发、热能检测、安全检测、健康检

测、环境检测等方面，积极开展黄土地基、建

筑结构、工程施工、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等多

种研究实践，研发新技术、新工艺，生产新材

料、新产品，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工程实践中

的重点、难点、热点技术问题，为推进全省建

筑业科技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1978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

学大会上，甘肃建科院完成的“湿陷性黄土

地基的建筑特性”等多项成果荣获全国科学

大会奖。自此，甘肃建科院科技创新的步伐

不断加快。1981 年至 1985 年，其制定的

《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研发的“麦积山

石窟喷、锚、粘、托”等多项成果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和全国建筑科技成

果优秀项目。1985 年以后，甘肃建科院步

入了进入市场求生存、谋发展的新阶段，在

土木工程、建筑材料、市政道路、桥梁隧道、

机场建设、工程技术咨询和工程监理等领域

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不俗

成绩，在建筑工程质量检测鉴定等方面取得

长足发展，形成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起草的

地方标准《基桩承载力自平衡检测技术规

程》和《严 寒 和 寒 冷 地 区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75%）设计标准》获得了中国工程建设标准

化协会标准科技创新二等奖、三等奖。“十三

五”以来，甘肃建科院以核心技术研发和成

果转化为基础，紧紧围绕“四大特色板块”，

积极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加大科技研发投

入 ，持 续 将 研 发 优 势 转 变 为 竞 争 优 势 。

2016 年 至 2022 年 ，累 计 投 入 科 研 经 费

4600 余万元，先后在红外热像无损检测与

诊断技术、建筑基桩承载力自平衡检测技

术、既有灌注桩后注浆补强加固技术、BIM

技术、建筑基坑信息化监测技术、结构健康

监测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累

计获得 36 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起草国

家标准 1部，行业标准 2部，甘肃省地方标准

11部，甘肃省标准设计图集 14部，企业标准

4部。发表科技论文百余篇，先后有 20余项

科研成果获省、市级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至 2021 年，甘

肃建科院 BIM 技术项目连续获得国家、

省、市奖项，申报的“寒旱地区典型农房热

舒适性改造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课题成

功获批住建部科技计划项目。

作为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近

年来，甘肃建科院先后承担了甘肃会展中

心、兰州城市规划馆、西北书城和黄河楼

等检测项目，并运用行业前沿的结构健康

检测技术，实现了兰州奥体中心建筑结构

的远程监控和安全评估。

科技创新赋动能

“十三五”以来，甘肃建科院以“助力甘肃

发展，绘就陇原新景”为己任，将研发方向拓

展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新领域，积极探索

宜居农房建设新路径。先后完成了定西市、

临夏州、宕昌县及岷县等地农村危房排查鉴

定工作，在礼县开展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障

技术指导服务，切实发挥了智库作用。

2018 年 5 月，甘肃建科院抽调鉴定人

员 75 人在东乡县开展了精准扶贫农村房

屋应急鉴定工作，完成了资料汇总并出具

最终的鉴定报告。

2019 年，受省住建厅委托，甘肃建科

院组织省内五家知名院所，对 267 个村庄

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根据地理气候、民

俗风情、历史脉络等要素，依据调研成果，

编制完成了《甘肃省农房建筑风貌图集》，

为规范全省农村建设提供了范本。

2020 年，甘肃建科院编制完成了《甘

肃省农村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办法》

《甘肃省农村抗震房屋新建与加固技术导

则》（试行）和《甘肃省农村房屋抗震性能

评估技术导则》（试行）。作为首批设计下

乡推荐单位，甘肃建科院还在全省实施了

13 个示范村建设，为改善村容村貌、助力

乡村振兴提供了技术支撑。

2021 年，甘肃建科院承担了甘肃和山

西部分地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技术服务采购项目，完成了我省部分地

区乡村建设评价和风貌提升改造设计项目。

2022 年初，甘肃建科院设计团队深入

陇南康县三河坝镇开展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规划设计，设计人员为示范村做出了

160 多项详细的规划设计；5 月，由甘肃建

科院承担的甘肃省地方标准《新型宜居农

房建设技术标准》通过立项评审。同年，作

为我省乡村建设牵头单位和省级专家团队

主体，甘肃建科院会同省住建厅、清华大学

部级专家团队在庄浪县开展 2022 年乡村

建设评价工作，结合大数据分析、实地调研

等形成了《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 2022 年乡

村建设评价报告》，为有针对性地加强全省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建设整

体水平提供了重要依据。

策马扬鞭正当时，矢志笃行立芳华。做

“西北建设科技与技术服务领跑者”是甘肃建

科院的企业愿景，在建筑科技领域大显身手、

服务甘肃发展、造福陇原儿女是甘肃建科院

的梦想。今后，甘肃建科院将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贡献力量。

乡村振兴谱新曲

建研大厦。

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永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