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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2024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 

主要完成人 
1.梅源；2.王建刚；3.钱增志；4.任斌；5.马辉；6.崔耀；7.周大兴；8.段军朝；

9.鲁性旭；10.张清 

主要完成单位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中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4.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5.西安理工大学；

6.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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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意见（适用于单位提名） 

提 名 者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提名等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提名意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及其合作单位，近年来在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领域取得了重

大创新和实践应用成果。项目研发了新型装配式混凝土组合模壳体系，揭示了其在高

烈度区的地震响应规律，并提出了新型装配式梁-柱-牛腿节点设计方法，开发了型钢

混凝土装配式结构逆作法及现浇混凝土柱半装配化施工工艺。此外，发明了预制混凝

土多肢异形柱，研发了装配整体式叠合剪力墙与非承重预制墙的设计方法。在项目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团队参与编写了国内首部智能建造评价地方标准等，推动建筑行业

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成果已在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二期工程等项目中应

用，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具有极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项目提名书内容真实，完成人和完成单位排序符合实际。经公示无异议，提名该

项目为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说明：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等奖项目，实行按等级标准提名、独立评审表决的机制。

提名单者应严格依据省科学技术奖的标准条件，说明提名项目的贡献程度及等级建议。“提名一等

奖”评审落选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二等奖，“提名二等奖”的评审落选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三等奖。项目

组与提名单位沟通后，做出提名等级意见；提名项目正式提交后，提名等级建议不得变更。 
软科学标准计量科普类项目请勾选“二等奖”或者“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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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限 2页） 

本项目在工业和民用建筑领域中推进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的重大创新

与实践应用，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包括型钢混凝土复合结构柱和钢筋桁架楼承板

体系的构建，新型装配式结构系统的开发，以及 “模壳-钢筋骨架”一体化生产技

术等的提出与成功开发。此外，发明了可更换构件的预制混凝土多肢异形柱，研发

了装配整体式叠合剪力墙与非承重预制墙的设计方法及墙板连接技术。通过优化评

价体系和整合全过程技术规范，显著提升了结构的安全性、经济性和环保水平，并

编制了国内首部智能建造评价地方标准，推动了建筑行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项目主要创新点包括： 

（1）研发了新型装配式混凝土组合模壳体系，揭示了其在高烈度区的地震响应

规律；基于型钢混凝土柱-钢柱-钢筋桁架楼承板组合体系，提出了新型装配式梁-柱-

牛腿节点设计方法，并研发了型钢混凝土装配式结构逆作法及现浇混凝土柱半装配

化施工工艺。 

（2）提出了装配整体式叠合剪力墙、非承重预制墙及 Z 形预制构件的设计方法；

发明了新型预制混凝土内置芯柱可更换构件的多肢异形柱（L 形、圆形、方形）及

其装配方法。 

（3）编写了国内首部智能建造评价地方标准，首次建立了装配式建筑的智能建

造评价方法；基于国家标准，细化了主体结构竖向构件预制部品部件应用比例的计

算方法。 

项目组已获发明专利 3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著作 3 部，获批省

级工法 3 项，编制标准 3 部；该成果在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二期工程等项

目得到了应用，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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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观评价 

（限 2 页。围绕创新性、应用效益和经济社会价值进行客观、真实、准确评价。填写的评

价意见要有客观依据，主要包括与国内外相关技术的比较，国家相关部门正式作出的技术检测

报告、验收意见、鉴定结论，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国内外同行在重要学术刊物、学术专著和

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评价意见等，可在附件中提供证明材料。非公开资料（如

私人信函等）不能作为评价依据。） 

1.项目查新： 

项目组委托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就项目整体进行了科技查新，查新结果表

明项目创新性与国内外相关文献均无重复。 

2. 成果鉴定： 

（1）2024年6月21日，陕西省木建筑学会在西安组织召开会议，对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等单位完成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成果进行了评

价。评价委员会听取了项目组的汇报，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过质询与讨论评价委员

会一致认为，该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混凝土组合模壳体系”和“新

型预制混凝土内置芯柱可更换构件的多肢异形柱及其装配方法”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2）2024年4月3日，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在郑州组织专家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等单位完成的“新型装配式建筑关键技术及应用”进行科技成果评价。评价委员会

审阅了资料，听取了汇报，经询和讨论，专家委员会认为，该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其中“混凝土结构组合模壳(IRF)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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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用情况 

1．应用情况（限 2 页） 

 

项目提出的新型装配整体式结构体系与配套工艺、装配式混凝土组合模壳体系、

叠合剪力墙、非承重预制墙设计方法等成果在三星电子厂房建设项目、陕西能源绿

色建筑产业园等项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有效提高了工程项目的施工效率，节约了

工程造价，缩短了施工周期，解决了施工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同时降低了施工碳排

放，减少了建筑维护与维修成本，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装配式建

筑智能建造领域施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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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限 10 条） 

序

号 

知

识

产

权

类

别 

知识产权 
具体名称 

国家 
（地

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1 
专

著 

装配整体式混

凝土结构研究

及应用研究 
中国 

ISBN：
9787557889661 

2022.04 / / 崔耀 

2 
专

著 

装配式精密电

子厂房施工关

键技术与建造

管理 

中国 
ISBN：

9787112272457 
2022.08.01 / / 

梅源 

王建刚 

张清 

3 

发

明 
专

利 

一种预制混凝

土剪力墙与楼

板接缝处灌浆

的封堵方法 

中国 CN 105133735 A 2015.12.09 2605547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梅源 

4 

发

明 
专

利 

一种内置芯柱

可恢复功能的

多肢 L 形异形

柱及其装配方

法 

中国 CN 108999338 B 2020.08.18 3942614 
西安理工

大学 
马辉 

5 

发

明 
专

利 

一种内置芯柱

可恢复功能的

多肢圆形柱及

其装配方法 

中国 CN 108999337 B 2020.07.28 3908428 
西安理工

大学 
马辉 

6 

发

明 
专

利 

一种内置芯柱

可恢复功能的

多肢方形柱及

其装配方法 

中国 CN 108999339 B 2020.06.26 3861994 
西安理工

大学 
马辉 

7 

发

明 
专

利 

一种装配式 Z
形构件及其组

装模具、施工方

法 

中国 CN 115596198 A 2023.01.13 6095231 
中铁建设

集团有限

公司 

钱增志 

周大兴 

8 
标

准 

《装配整体式

叠合剪力墙结

构技术标准》 
中国 

DBJ41/T234-202
0 

2020.09.01 / 

河南省城

乡规划设

计研究总

院股份有

限公司 

任斌 

9 
标

准 
《智能建造评

价标准》 
中国 

DB42/T2159-202
3 

2023.12.23 / 

中建三局

第三建设

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段军朝 

10 
标

准 

《河南省装配

式建筑评价标

准》 
中国 

DBJ41/T222-201
9 

2019.07.01 / 

河南省城

乡规划设

计研究总

院股份有

限公司 

鲁性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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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梅源 排    名 1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全面负责项目立项、理论分析、试验研究直至成果评价等工作。

对创新点一、二、三做出创造性贡献。 

 

 

 

 

姓    名 王建刚 排    名 2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负责型钢混凝土柱-钢柱-钢筋桁架楼承板组合体系的调研、优

化与工程验证，对创新点一做出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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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钱增志 排    名 3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负责装配式 Z 形构件与组装模具的设计研发，对创新点二做出

创造性贡献。 

 

 

 

 

姓    名 任斌 排    名 4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负责装配整体式叠合剪力墙结构的研发与施工工艺验证，对创

新点一做出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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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马辉 排    名 5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副教授 

工作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完成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负责内置芯柱可更换构件的多肢异形柱的开发与验证，对创新

点二做出创造性贡献。 

 

 

 

姓    名 崔耀 排    名 6 

行政职务 装配式建筑（PC）工程中心主任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负责叠合剪力墙、非承重预制墙设计方法的研究与应用推广，

对创新点二做出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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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周大兴 排    名 7 

行政职务 工程研究院(技术中心)总工程师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负责装配式 Z 形构件与组装模具的分析与应用验证，对创新点

二做出创造性贡献。 

 

 

 

 

姓    名 段军朝 排    名 8 

行政职务 副总工程师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完成单位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负责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标准化、建筑系统集成化评分标准的

研究，对创新点三做出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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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鲁性旭 排    名 9 

行政职务 总建筑师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负责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应用比例计算方法的研究，对创

新点三做出创造性贡献。 

 

 

 

姓    名 张清 排    名 10 

行政职务 分公司技术部部长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负责新型装配式梁-柱-牛腿节点设计方法的开发与分析，对创

新点一做出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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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作为“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项目主要完成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在

多项课题与项目的资助下，围绕装配式建筑的部品部件设计、节点设计、装配施工方法、评价方法

以及装配整体式结构体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研究。主要负责项目的总体规划、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案

的制定与实施。 

 

 

 

 

单位名称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作为“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陕西建工第五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了装配式混凝土组合模壳体系设计理论、新型装配式梁-柱-牛腿节点设计方法以

及装配施工工艺优化研究，并对在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方面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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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作为“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中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负责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部品部件优化研发以及施工工艺的开发工作。 

 

 

 

单位名称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作为“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河南省城乡规划设

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了叠合剪力墙、非承重预制墙设计方法的开发，其在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形成了多部地方标准，为本项目的应用推广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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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西安理工大学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作为“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西安理工大学主要

负责了多种内置芯柱可恢复多肢异形柱的研发与设计工作，并基于实际工程研究了配套的装配工

艺。 

 

 

 

单位名称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作为“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中建三局第三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了装配式建筑评价体系的建立。其工作帮助规定了钢框架-混凝土核心

筒混合结构主体结构竖向构件得分的计算要求及管线分离计算方法；重新规定了装配率的概念，为

本项目的应用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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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第一完成人梅源与王建刚（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钱增志（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崔耀（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马辉（西安理工大学）、段军朝（中建三局

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存在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或产学研合作关

系。同上述个人及公司在装配式建筑方面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 

梅源与王建刚、钱增志、任斌、马辉、崔耀、周大兴、段军朝、张

清合作完成了产学研合作成果“新型装配式建筑关键技术及应用”经河

南省土木建筑学会组织专家进行论证，认定该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其中“混凝土结构组合模壳(IRF)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梅源与王建刚、钱增志、任斌、马辉、崔耀、周大兴、段军朝、鲁

性旭、张清合作完成了科研成果“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创新与工

程应用”经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组织专家进行论证，认定该成果总体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混凝土组合模壳体系”和“新型预制混凝土内

置芯柱可更换构件的多肢异形柱及其装配方法”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任斌、崔耀、鲁性旭均就职于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

限公司，在装配式建筑标准化与装配式构件的研发方面存在长期合作关

系。 

钱增志、周大兴均就职于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部品部件优化研发方面存在长期合作关系。梅源与钱增志、周大兴

合作参与了科研项目“大型公共建筑低碳运维关键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

的研发与应用工作。 

王建刚与张清就职于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完成了

装配式混凝土组合模壳体系设计理论、新型装配式梁-柱-牛腿节点设计方

法以及装配施工工艺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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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合作

方式 

合作者/

项目排名 
合作起始时间 合作完成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

材料 

1 
专著

合著 

梅源/1 
王建刚/2 
张清/10 

2016.01 2022.08 
装配式精密电子厂房施

工关键技术与建造管理 
出版

专著 

2 
共同

知识

产权 

钱增志/3 
周大兴/7 

2018.01 2023.01 
一种装配式 Z 形构件及

其组装模具、施工方法 
发明

证书 

3 
成 果

评价 

梅源/1 
王建刚/2 
钱增志/3 
任斌/4 
马辉/5 
崔耀/6 
周大兴/7 
段军朝/8 
张清/10 

2018.01 2023.12 
新型装配式建筑关键技

术及应用 
评价

报告 

4 
成 果

评价 

梅源/1 
王建刚/2 
钱增志/3 
任斌/4 
马辉/5 
崔耀/6 
周大兴/7 
段军朝/8 
鲁性旭/9 
张清/10 

2018.01 2023.12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

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 
评价

报告 

5 
合作

项目 

梅源/1 
钱增志/3 
周大兴/7 

2023.01 2023.12 
大型公共建筑低碳运维

关键技术体系研究与应

用 

项目

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