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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交通与基础设施” 

交通学院国际暑校项目总结 

 

1.项目背景 

交通学院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本科生的国际化教育教学，建设参与了各类国

际交流、外教授课等多种形式的国际化教育教学方式。长期以来建设了一批覆盖

全院所有 7 个专业的外专授课课程，并积极探索采用全英文授课的方式，同时严

格把控教学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落实课程思政教育，不断探索实践线上教

学新方法与新模式。 

2022 年，交通学院参考其他学院经验，将 6 门面向 19 级的专业任选课，包

括《交通系统动态仿真技术》《交通运输系统节能与环保》《地基处理》《道路养

护管理》《大型桥梁基础工程》《隧道工程 B》，开展外专教师授课，并将外专线

上课程的教学与考核安排在 2022 学年暑期完成。该批外专授课课程共邀请了来

自 11 个国家 29 所高校的国外知名学者，由国内授课老师及联系人共同完成全英

文授课。授课过程中充分利用线上会议、直播等各种形式线上授课方式，并采用

集中授课、专题讲座、课堂研讨等多种方式完成。共有 138 名本科生完成暑期课

程，有效提高了本科生的国际交流与教学的参与度，开拓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该批外专授课课程为申请建设 2023 年度国际暑期学校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智慧交通与基础设施”国际暑校建设目标是结合现有各专业领域的培养方

案，邀请各领域国际知名学者，采用全英文的授课的形式，以智慧化技术在交通

及基础设施中的应用为核心内容，借助云讲座、云研讨的线上教学手段，汇聚全

球优秀教学资源，为交通学院本科生提供一个全新的国际化教学体验，全面推进

学院国际化教学水平。 

 

2.课程设置 

2.1 课程设置 

“智慧交通与基础设施”国际暑校由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建设，采用全英文的授

课形式，以智慧化技术在交通及基础设施中的应用为核心内容，借助云讲座、云

研讨的线上教学手段，汇聚全球优秀教学资源开展。本批次开设 4 门暑校课程，

对应培养方案中的 4 门专业选修课，覆盖全院交通、道路、桥梁、岩土 4 个专业，

由校内专任教师与海外教师共同授课。项目主要包含以下 4 门课程： 

1. 交通系统仿真：本课程将概述交通系统建模的一些先进技术，并对宏观、中

观和微观层面的交通系统模拟等进行预测。更多的相关研究将会出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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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将会突出选择合适的模型案例的相关问题。 

2. 智能道路养护：本课程将涵盖路面养护与管理的基础知识，包括路面性能评

估、路面养护处理、路面养护决策、路面管理系统以及路面材料和结构的相

关知识。还将介绍美国、英国、德国的创新路面养护处理和养护做法 

3. 智能桥梁建养：本课程将概述桥梁结构的智能监测与评估，包括桥梁结构健

康监测，风险分析与管理，以及基于移动车辆的创新桥梁评估。 

4. 智能地下监测：本课程将全面介绍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

包括盾构隧道的先进监测方法、光纤的应用和数据驱动的地下数字缠绕技术。 

表 1 国际暑校课程清单 

课程 学分/学时 联系人 内容 

交通系统仿真 2/32 王晨 交通系统仿真及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智能道路养护 1.5/32 董侨 道路养护技术与基于数据挖掘养护决策分析 

智能桥梁建养 1/16 朱逸尘 桥梁智能建造与运维技术 

智能地下监测 2/32 
倪钧钧、 

林文丽 
智能化技术在地下工程监测中的应用 

 

2.2 课程安排 

日期 时间 授课人员 主题 单位 

交通系统仿真 

2023/

7/1 

14:00-

15:30 

Juan de 

Dios 

Ortúzar 

The Willingness to Bike Commuting 智利天主教大学 

2023/

7/2 

09:30-

11:00 

Juan de 

Dios 

Ortúzar 

Influence of Survey Engagement and 

Multiple-Choice Heuristics in 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智利天主教大学 

2023/

7/7 

09:30-

11:00 

Margarita 

Greene 
Space Syntax 智利天主教大学 

2023/

7/9 

09:30-

11:00 

Juan de 

Dios 

Ortúzar 

How to Publish 智利天主教大学 

2023/

7/10 

14:00-

15:30 

Margarita 

Greene 
Social housing and informal settlements 智利天主教大学 

2023/

7/11 

09:30-

11:00 

Margarita 

Greene 
Urban planning 智利天主教大学 

2023/

7/14 

09:30-

11:00 
王晨 

Roadway Traffic system modeling: 

overview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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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7/18 

09:30-

11:00 
王晨 

Roadway Traffic system modeling: 

techniques 
东南大学 

2023/

7/24 

09:30-

11:00 
王晨 

Promoting sustainable mobility: connected 

automation and sharing 
东南大学 

2023/

7/26 

09:30-

11:00 
Kun Gao 

Roadway Traffic system modeling: future 

direction 
查尔默斯理工大学 

智能道路养护 

2023/

7/3 

9:00-

11:00 
董侨 

Pav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maintenance 
东南大学 

2023/

7/4 

9:00-

11:00 
董侨 Pavement management system 东南大学 

2023/

7/5 

9:00-

11:00 

Shenghua 

Wu 
Pavement materials evaluation South Alabama University 

2023/

7/6 

9:00-

11:00 

Shenghua 

Wu 
Pavement structural design South Alabama University 

2023/

7/7 

9:00-

11:00 

Shenghua 

Wu 
Practices of pavement maintenance in US South Alabama University 

2023/

7/8 

9:00-

11:00 
Xijun Shi 

Materials and treatments for cement 

concrete pavemen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2023/

7/10 

9:00-

11:00 
Jun Zhang Full depth pavement recycling 

Louisian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Center - LSU 

2023/

7/12 

16:00-

18:00 
Yue Hou AI based pavement evaluation Swansea University 

2023/

7/14 

15:00-

17:00 
Pengfei Liu 

Pavement materials and treatments in 

Germany 
RWTH Aachen university 

2023/

7/17 

16:00-

18:00 

Haopeng 

Wang 

Pavement materials and treatments in 

Britain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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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7/20 

10:30-

12:00 

Guoyang 

Lu 
Pavement radar test Hongkong City University 

智能桥梁建养 

2023/

7/11 

19:00-

20:00 

朱逸尘、

许翔 
Overview of bridge maintenance 东南大学 

2023/

7/11 

20:00-

22:00 
刘斌 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I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 

2023/

7/12 

19:00-

21:00 
刘斌 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II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 

2023/

7/17 

19:00-

21:00 
冯坤 

Brige evaluation based on moving 

vehicles I 
英国女王大学 

2023/

7/18 

19:00-

21:00 
冯坤 

Brige evaluation based on moving 

vehicles II 
英国女王大学 

2023/

7/19 

19:00-

21:00 
朱作 

Foundamentals of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of bridges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2023/

7/20 

19:00-

21:00 
朱作 

Case Study of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of bridges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智能地下监测 

2023/

7/3 

9:00-

10:35 

倪钧钧、

林文丽 
Overview 东南大学 

2023/

7/4 

9:00-

12:00 
刘伟晨 Intellgent monitoring of shield tunnels I 

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技术研

究所 

2023/

7/5 

9:00-

12:00 
刘伟晨 Intellgent monitoring of shield tunnels II 

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技术研

究所 

2023/

7/6 

9:00-

12:00 
张宁 

Application of AI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 
香港理工大学 

2023/

7/7 

9:00-

12:00 
张宁 

Application of AI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I 
香港理工大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D%E5%85%8B%E8%8E%B1%E5%BE%B7%E5%A4%A7%E5%AD%A6/60709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D%E5%85%8B%E8%8E%B1%E5%BE%B7%E5%A4%A7%E5%AD%A6/60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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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7/10 

9:00-

12:00 
张思齐 

Optical fiber monitoring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 
香港理工大学 

2023/

7/11 

9:00-

12:00 
张思齐 

Optical fiber monitoring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I 
香港理工大学 

2023/

7/12 

9:00-

12:00 
史超 

Data-driven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Digital Twin from Sparse Data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2023/

7/13 

9:00-

12:00 
史超 

Data-driven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Digital Twin from Sparse Data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3.邀请外教介绍 

交通系统仿真 

 

主讲人：Juan de Dios Ortúzar，自 1972 年起担任智利天

主教大学全职教授。率先应用离散选择建模技术来确定

减少外部性（事故、噪音和污染）的付费意愿。与他的

研究团队一起开发的估值方法已在澳大利亚、哥伦比

亚、智利、德国、挪威和西班牙得到应用。复杂工程系

统研究所创始成员（2007 年）;领导 BRT +卓越中心的智

利团队（由沃尔沃研究与教育基金会），与麻省理工学

院，悉尼大学，比勒陀利亚大学和 EMBARQ（2010 年）

以及 PUC的可持续城市发展中心（CEDEUS）（2012年）。 

 

主讲人：Margarita Greene，智利天主教大学建筑师（1973

年）和社会学硕士（1988 年）和伦敦大学学院博士（2002

年）。1990 年至 1991 年，她担任智利圣地亚哥住房和城

市发展部的顾问。自 1991 年以来，一直担任智利天主

教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她的专业领域包括非正式住

区、弱势社区和遗产区。她的研究特点是使用混合方法，

包括空间句法方法的建模和句法分析。目前是可持续发

展心（CEDEUS）建筑环境小组的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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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Kun Gao，查尔默斯理工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

系地质与岩土工程系城市交通系统研究组的助理教授。

他的研究重点是促进可持续交通，重点是电气化、共享

交通和互联自动化。特别感兴趣的是利用大数据和机器

学习为新兴运输系统的系统规划、优化和评估建立新的

方法和工具。总体目标是促进发展更安全、更可持续和

更公平的运输系统。他在上述领域的研究得到了查尔姆

斯 AoA 运输/能源，瑞典能源署，CHAIR 和瑞典创新局

Vinnova 的支持。 

智能道路养护 

 

主讲人：Shenghua Wu，South Alabama University 土木、

沿海和环境工程系的助理教授。曾是 UIUC 伊利诺伊州

交通中心的高级可持续发展研究工程师。研究兴趣包括

可持续交通，路面可持续性的量化和鉴定，路面材料表

征，绿色，智能和弹性材料，性能和建模，ME 设计。

是《测试与评估杂志》的编辑成员，APSE、ASTM、ASCE

和 AAPT 的成员。 

 

主讲人：Xijun Shi 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TXST）

土木工程学系的助理教授。他本科毕业于东南大学的

“茅以升路桥班”，并在德克萨斯 A&M 大学（TAMU）

获得了土木工程硕士及博士学位。在博士毕业后，他曾

在德克萨斯 A&M 大学基础设施更新中心（CIR）担任

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并于德克萨斯 A&M 交通研究所

（TTI）担任博士后。施博士热衷于推进可持续、高性能

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设施材料和路面

工程。自 2020 年秋季加入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以来，施

博士已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美国混凝土学会（ACI）等资助的十

多个内部和外部项目的 PI，以及美国交通部（USDOT）

和国防部（DoD）资助的多个项目的联合 PI。目前已发

表论文 40 余篇，并作为主要作者在 Cement and Concrete 

Research、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s、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 等顶级期刊上发表了 20 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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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Haopeng Wang,诺丁汉大学诺丁汉交通工程中心

的 Marie Sklodowska-Curie 个人研究员。毕业于东南大

学交通学院，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6 年获得理学学士和

硕士学位，于 2021 年 9 月获得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博士

学位。他在可持续沥青材料和工程力学领域拥有国际公

认的出版物记录。他还担任国内和国际期刊的审稿人。

多个国际学术协会的成员，例如交通研究委员会

（TRB），RILEM，国际沥青路面学会（ISAP），路面科

学与工程学院（APSE）和国际中国基础设施专业人员协

会（IACIP）。他是著名国际协会和会议的多个学术奖项

的获得者。他还积极参与组织学术会议，例如交通研究

大会（TRC）和中欧功能路面研讨会（CEW）。 

 

主讲人：Guoyang Lu,拥有东南大学公路工程学士学位

（中国，2013 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结构工程硕士学

位（英国，2015 年）和亚琛工业大学公路工程博士学位

（德国，2019 年）。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交通基础设施

材料与技术、路面结构与材料仿真、交通基础设施无损

评估等。现为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大中华分会

理事、世界交通运输大会（WTC）科学委员会沥青路面

学科秘书、香港材料及路面性能预测进展（AM3P）2022

秘书、国际华人基础设施专业协会青年学者委员会主

席， TRB 聚合物混凝土、粘合剂和密封剂常务委员会

（AKM90）成员，路面科学与工程学会（APSE）学术

成员。他还担任《清洁材料杂志》和《市政技术杂志》

的编辑，《道路工程杂志》和《交通运输工程杂志》的青

年学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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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Pengfei Liu，北京科技大学学士，亚琛工业大

学硕士、博士。亚琛工业大学公路工程主任及研究所初

级教授。亚琛道路、土壤和隧道研究协会会员。主要研

究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基于 ABAQUS 的数值模拟，

有限元法程序设计，沥青路面承载能力和考虑多相性的

沥青路面细观模型。 

智能桥梁建养 

 

主讲人：Siu-Kui Au，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

程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结构可靠度与结构健

康 监 测 。 任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Sage), 

Earthquake Spectra (EERI/Sage) ， Journal of Risk & 

Uncertainty Analysis in Engineering (ASCE-ASME) 等多

个国际期刊副主编。曾任美国土木工程协会动力学分会

主席（2014-17）。 

 

主讲人：刘斌，思克莱德大学管理科学系副教授。刘斌

博士于 2013 年 7 月获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工

学学士学位；2017 年 8 月在香港城市大学系统工程与工

程管理系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系统可靠性及维护策略研

究；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从事博士后研究；2019 年 1 月至今，在英国思克莱德大

学管理科学系任教。研究兴趣包括风险及可靠性分析，

智能运维管理及数据驱动的决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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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颜王吉，澳门大学科技学院學院土木及环境工

程系的副教授，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

成员。在加盟澳大前，颜教授曾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后研究员，2014 年入选黄山青年学者在合肥工业大学担

任正教授，2018 年获得欧盟“玛丽居里学者计划”资助并

到英国进行研究。颜教授的研究重点是结构健康监测和

结构动力灾变分析，如桥梁、轨道和建筑等的健康监测

及安全分析。 

 

主讲人：冯坤，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他

是苏泰勒教授指导的“城市公共交通零净排放路线图”

项目的成员之一。在加入女王学院之前，冯博士是都柏

林大学学院的研究助理/博士研究员。他曾是 Arturo 

Gonzalez 博士指导下的火星飞行项目的成员之一。

MARS-Fly 项目是由爱尔兰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这是一

个由都柏林大学学院、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伯明翰阿

拉巴马大学组成的三方研究项目。主要研究方向：桥梁

结构健康监测、车桥耦合、信号处理、机器学习。 

智能地下监测 

 

主讲人：张宁，香港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研究

助理教授。张宁博士于 2013 年于东南大学获学士学位；

2019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在汕头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22 年 9 月

至今，在香港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任教。主要

研究方向：隧道衬砌、地下结构风险评估、机器学习。 

 

主讲人：张思齐，香港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博

士后研究员。张思齐博士于 2023 年于大连理工大学获

博士学位；2023 年 3 月至今，在香港理工大学土木与环

境工程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边坡监测、

分子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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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史超，新加披南洋理工大学岩土工程的助理教

授。他分别于 2022 年和 2019 年在香港城市大学获得岩

土工程博士学位和金融数学与统计学硕士学位。他还在

2015 年获得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岩土工程硕士学位。他是

英国和中国大陆的特许岩土工程师，在香港国际领先的

咨询和承包商公司有五年的行业经验。他曾领导或参与

多个备受瞩目的基建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工作，如港珠澳

大桥的填海工程、香港国际机场第三条跑道的地面改善

工程，以及地铁连接线的海底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达

200 亿美元。他还发表了 20 多篇 SCI 收录的期刊论文

（包括 geotechnique、ASC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和 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土壤力学、地质数据的机器

学习、离心机建模和土-结构相互作用的数值分析，以及

地质能源系统。 

 

4.授课效果 

4.1 交通系统仿真 

（1）The willingness to bike commuting, Influence of survey engagement and multiple-

Choice heuristics in 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How to be more successful in 

publishing 

上课内容：围绕关于骑行通勤意愿、降低死亡风险的支付意愿研究，深入介

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到研究目标的背后逻辑，详细阐释了混合离散模型与多

重启发式潜在阶级模型的原理，说明了研究结果的现实意义。另外，还针对课题

类型选择、研究方法选取、学术写作规范、学术成果投稿与出版等科研成果产出

步骤进行了经验分享。 

上课收益：Juan de Dios Ortúzar 老师作为交通领域著名期刊 TR-PartA 的前

主编，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他以期刊主编的科研视角与学术嗅觉，

分别向同学们深入剖析两项学术前沿研究，手把手教导学术成果投稿，倾囊相授

学术产出全过程全周期经验心得，使同学们开拓了学术视野，了解了学术研究基

本过程，这对多数选择课程的本科生的未来科研之路的开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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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pace syntax, Social housing and informal settlements, Urban planning 

上课内容：Margarita Greene 老师介绍了空间句法、增量建筑、弱势社区、

城市设计和建筑教育策略等基本概念。对可跨领域运用的空间句法方法、城市设

计中对交通基础设施的考量等做了详细说明。课程同时深入剖析了关于通过生产、

需求的控制实现更密集和更综合城市的两项研究。 

上课收益：Margarita Greene 老师具有社会学、建筑学多领域学位，她交叉

的专业领域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帮助同学们拓宽专业视野，有助于培养学生跨领

域的思维，提高综合能力，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城市交通的多方面影响，并为未

来的交通管控和项目合作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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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oadway traffic system modeling: overview, Roadway traffic system modeling: 

techniques, Promoting sustainable mobility: connected automation and sharing 

上课内容：王晨老师介绍了静态、动态交通分配，系统最优与用户均衡原

则，宏观、中观、微观交通仿真的基本概念，对于基于用户均衡原则的动态交通

分配及其在常见商用软件中的实现、交通系统仿真模型的验证与标定方法展开了

详细讲解。 

上课收益：东南大学教育部智能运输系统（ITS）工程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

从事智能运输系统研究的机构之一，现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行业重要影响力 ITS 产

业化基地。王老师在人工智能、交通数字孪生等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知识和经验。

采用全英文讲解的方式，使得学生熟悉了更多交通领域专业词汇，接触了交通仿

真、参数优化等实用科研技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了交通系统状态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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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oadway Traffic system modeling: future direction 

上课内容：Kun Gao 老师介绍了现代交通领域的机遇与挑战，讲解了可持

续交通的基本概念，对交通碳排放的量化计算方法、匝道合流交通拥堵缓解方法、

公共交通对减排的作用等内容做了详细阐述。 

上课收益：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在交通学科领域以其卓越的声誉和丰富的研

究历史而闻名。Kun Gao 老师的研究兴趣在于交通系统的新兴技术和跨学科解决

方案。Kun Gao 老师对于智能和可持续交通系统的新兴技术的详细介绍，带领同

学们初探了可持续交通、绿色交通研究领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环境和气候问题

意识，为他们的学术和职业发展提供了更广泛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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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智能道路养护 

（1）Pav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maintenance, Pavement management 

system 

上课内容：董侨老师介绍了路面性能评价、路面养护、路面管理系统的基本

概念，对路面性能指标的来源及发展，路面预防性养护、结构性养护的定义，路

面管理系统的组成、功能、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上课收益：东南大学在路面养护管理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董

老师多年来一直从事路面养护管理相关的教学与科研。采用英文教学和必要的中

文解释的方式，介绍了公路养护管理中最基本的概念和重要的专业词汇，对整个

专业领域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为后续学习外教的专题讨论和延伸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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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vement materials evaluation, Pavement structural design, Practices of pavement 

maintenance in US 

上课内容：Shenghua Wu 老师结合美国 MEPDG 道路设计与道路养护设计

规范，从结构、材料两个方面利用 9 个课时，从美国柔性路面设计的基本思想出

发，结合实践介绍美国的道路养护结构设计、道路养护材料性能评估、道路养护

工艺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上课收益：美国道路结构与材料设计及试验规范已被很多国家作为参考依

据，美国道路基础设施体量仅次于我国，排名世界第二，其道路设计与养护的方

式对我国的道路养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本课程内容的学习，能够巩固道

路养护结构与材料设计的基本理论，同时了解道路养护方式及发展及变革，为未

来道路养护工程的开展启发思路。在上课过程中，吴老师利用 Kahoot 进行了大

量的互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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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uture road infrastructure for resilient and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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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内容：Guoyang Lu 老师结合自己在功能性道路养护材料、道路检测领

域的多年研究成果，给大家介绍功能性道路养护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材料效能评

估，并介绍基于探地雷达的道路无损检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针对道路内部状态

的检测，如何进行基于电磁波的无损探伤识别。 

上课收益：功能性道路养护材料是道路养护领域发展的重要方法，而基于

探地雷达的道路无损检测技术是道路养护决策与设计的前提。同学们可以了解道

路功能性养护提升的方法与效益，同时深入了解如何读取分析探地雷达信号与数

据，为道路结构内部的病害评估提供技术支持。 

 

（4）Pavement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 UK experience 

上课内容：Haopeng Wang老师给大家介绍道路养护材料的多尺度表征分析、

多物理场仿真，绿色道路养护材料的研发应用，以及英国针对其长期服役的全厚

式路面的道路养护技术与实践。 

上课收益：英国是最早开展长寿命路面研究的国家之一，英国在公路基础

设施长效服役领域有着大量的研究与应用，针对全厚式沥青路面结构与材料的劣

化行为及养护方式，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学生不仅能够了解道路长期保存的含

义 与技术，对拓宽国际视野，拓展专业知识，提高学生英文水平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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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oncrete pavement and concrete materials 

上课内容：Xijun Shi 老师重点介绍了美国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材料设计、结

构设计及养护工艺，水泥混凝土材料的配比设计、新型水泥混凝土设计、水泥混

凝土路面的填缝、换板、刻槽、传力杆更换等维护措施。 

上课收益：占了较高的比例，经过一些白改黑加铺工程，目前在南部地区仍

有着大量应用。水泥混凝土路面在我国也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针对重载交通荷

载，例如港区、矿区道路等。因此，美国的水泥混凝土道路设计与养护的方式对

我国的道路养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本课程内容的学习，能够了解水泥混

凝土路面材料与结构设计养护方面的经验，尤其是水泥混凝土路面的长期保存，

为中国水泥混凝土路面的长效服役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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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full depth reclamation with asphalt-based stabilizers 

for the energy development areas with heavy loads, Development of default load 

spectra inputs for the Texas mechanistic-empirical flexible pavement design system 

(TxME). 

上课内容：Jun Zhang 老师介绍了美国沥青路面的全深度再生（Full depth 

pavement recycling）养护方法，结合全深度再生技术在工业界的应用，详细介绍

了全深度再生的过程、设备、材料及长期性能评价。 

上课收益：相较于传统的罩面、铣刨加铺等方法，全深度再生能够在现场，

对包括路面基层、面层在内的路面整体结构进行快速的再生重建，效率极高。但

是这种工艺对路面结构本身、施工设备、材料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本次课程

对拓宽同学们的科研视野、搭建和完善同学们的知识框架、提升同学们的综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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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有极其积极的推动作用。 

 

 

 

4.3 智能桥梁建养 

（1）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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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内容：Bin Liu 教授主要介绍了不同类型和标准的风险分析方法，以及

如何通过这些方法进行风险分析和管理。讲者强调了风险是不确定性的事件，需

要同时考虑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对目标的直接影响。讲者也提到了不同种类的风险，

如自然灾害、经济事件等，并举例说明了如何处理这些情况。 

上课收益：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到风险管理在交通基础设施管

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不进行风险管理，可能会导致危机管理的出现，而

危机管理则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方法。风险管理可以分为预防风险事件发生和应对

不可预测的情况两个方面。首先，要尽可能预防风险事件的发生，其次，当无法

避免发生时，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减轻其影响并尽快回应。风险管理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需要制定详细的计划和策略来实现。 

 

（2）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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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内容：Bin Liu 教授主要介绍了贝叶斯网络图(BS-Net)的建立过程和方

法。BS-Net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预测不同变量对结果

的影响程度。建立 BS-Net 需要使用专业知识和经验知识，例如桥梁专家的知识

等。建立 BS-Net 后，可以使用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CP) 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因

果关系。因果推断法也是一种常用的机器学习技术，用于预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

系。 

上课收益：通过本次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到贝叶斯网络模型及其扩展应用，

包括影响图在网络建模中的重要性和应用。通过桥梁建养案例学习了贝叶斯网络

模型的原理，如变量之间的联系、箭头等。同时，还学习了贝叶斯方法、 belief 

和 network 的概念，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选择使用不同的模型。 

 

（3）Bridge evaluation based on moving vehicle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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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内容：Kun Feng 教授主要介绍了了基于移动车辆的智慧基础设施健康

监测。本次课程主要介绍了传统结构的健康监测方法以及  Drive-by-Base-

Structure(DBS)理论。此外，他还讲解了如何通过智能车辆来进行健康监测。 

上课收益：学生通过本次课程学习，了解了基于移动车辆检测和评估基础设

施安全性的技术。该技术可以通过使用相机来识别和分析建筑物或桥梁的裂缝、

缺陷等安全问题，并给出相应的修复建议。同时，该技术还可以监测外部因素对

设施的影响，提高其安全性。此外，该技术还可用于更新和提高现有设施的性能，

以及进行安全评估。这些技术的应用对于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4）Bridge evaluation based on moving vehicle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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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内容：Kun Feng 教授在本次课程中主要介绍了一种基于 PSD 技术的

Bridge Center Frequency (BCF)测量方法。该方法通过在桥梁与车辆之间插入一个

传感器来检测进入和离开桥梁的车辆，并使用高频信号处理技术(如 PSD)获取频

率信息。这种方法可以用于监测桥梁与车辆之间的能量传输情况，并对桥梁结构

特性进行评估。同时，还介绍了评估阈值设定作为桥梁健康状态和受损状态的参

考。 

上课收益：学生通过本次课程学习了如果通过移动车辆对桥梁结构动力学特

性进行评估，该方法通过使用训练频谱和桥频率等参数来提取模式并构建模式形

状。在实验中，将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然后应用 Band Pass 功能和训练频谱特



27 
 

征来提取模式，最后使用短时间重构桥梁动力学特性。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在

真实世界中进行测试，与理论模型有很好的匹配度。 

（5）Fundamentals of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of bridges 

 

 

上课内容：Zuo Zhu 教授在本次课程中介绍了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的基本理论、

传感器的应用及基于振动的结构健康监测；介绍了结构健康监测的定义、应用场

景、传感器的选择和应用；重点讲解了基于振动的结构健康监测的原理和方法，

并讨论了其与人体健康的差异。最后，强调了结构健康监测的重要性，旨在帮助

业主或设计师了解结构是否符合特定需求。 

上课收益：学生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了解了健康监测系统的应用场景和目

的。健康监测的目的是诊断、预测和评估结构的健康状况，包括疲劳评估、震后

评估、振动评估等。其中，疲劳评估是基于健康监测系统进行的；震后评估是通

过监测振动来评估结构的安全性能；振动评估则是通过安装传感器来采集数据并

进行分析。此外，健康监测系统还可以用于改善用户体验和提高安全性。 



28 
 

（6）Case Study of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of bridges 

 

  

上课内容：Zuo Zhu 教授在本次课程中介绍了基于环境激励测试的桥梁结构

健康监测具体方法及案例。讲解了如何通过振动测试来推断桥梁结构的特性。同

时，还举例说明了振动测试在桥梁工程中的具体应用，如设计阻尼器和优化参数

设置等。此外，课程还介绍了振动测试对于桥梁结构振动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的重

要性。 

上课收益：学生通过本次课程学习了结构动力学中的结构振动监测与评估方

法。如何根据结构特性来求解模态参数，包括频率、阵型和阻尼等指标。学习了

利用模态参数进行结构响应分析的方法，以及如何利用模态叠加方式获得结构的

响应。 

 

4.4 智能地下监测 

（1）Intelligent monitoring of shield tunnels 

上课内容：刘伟晨博士介绍了盾构隧道施工时的地表沉降监测技术与掌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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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监测技术。尤其对基于卫星定位测距技术的盾构隧道施工过程中的地表沉

降监视和掌子面实时、可视化智能管控技术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上课收益：日本及主讲人所在的日本鹿岛建设技术研究在盾构隧道施工智

能化管控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刘伟晨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岩土工程智

能化监测及隧道工程等方面的科学研究。采用中英文相结合的双语授课方式，介

绍了盾构隧道工程中的基本概念和专业词汇、盾构施工原理、卫星定位原理、优

缺点、数据处理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授讲，为后续专业学生学习外交的专题研讨

和延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课程采用中英文相结合的双语授课方式，深入介绍了

盾构隧道工程的核心概念和专业术语，详细阐述了盾构施工原理。在课程中，学

生学会了如何理解盾构隧道工程的基本原理，包括土力学、隧道设计和建设流程

等方面的知识。此外，课程还侧重于介绍卫星定位技术在盾构隧道工程中的应用，

探讨了其优势与劣势，并深入研究了与数据处理相关的内容。为学生提供了全球

定位系统（GPS）和卫星通信的基础知识。使学生了解了如何使用卫星数据来确

保施工过程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课程不仅致力于传授盾构隧道工程的理论知识，

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以便他们能够在工程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并

为国际合作和专业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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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pplication of AI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上课内容：张宁博士介绍了人工智能技术及人工智能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

尤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理论、机器学习原理、神经网络算法进行了系统的介

绍，同时还详细介绍了人工智能在土体本构模型、土体颗粒形态识别与重构、盾

构中危险管片的识别、地质重构等岩土工程领域中的应用。 

上课收益：香港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与岩土工程交叉领域的研究中有着丰富

的研究成果。张宁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人工智能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等方面的研

究。在本次课程中，张博士采用中英文结合的双语授课方式，深入介绍了人工智

能技术的关键方面和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在课程中，同学们深入了解到人工智

能技术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领域、前景、研究方向等，同时能对人工智能技术原

理有系统性性认识，为从事相关方向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这些内容不仅有助于同

学们建立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知识框架，而且能拓宽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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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交叉能力，为他们未开从事交叉学科研究和新型工程实践提供有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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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ptical fiber monitoring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上课内容：张思齐博士系统地介绍了光纤传感技术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尤

其对光纤技术的发展历史、基本原理、光纤的优缺点、光纤传感器类型及其在岩

土工程中的应用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地授讲。 

上课收益：中国在光纤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领先地位。香港大学在光纤技术方面有着丰富的研究活动，并且在该领域享有良

好的声誉。张思齐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基于光纤技术的岩土工程智能化监测等方

面的研究。在本次课程中，张博士采用中英文相结合的双语授课方式，深入探讨

了光纤技术的多个关键方面，包括其发展历史、基本原理、光纤的优缺点以及光

纤传感器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等内容。通过本课程，同学们获得了关于光纤技术

的深入了解，并学习了如何将这一技术应用于岩土工程领域，从而提高了他们的

专业素养。这些内容不仅有助于同学们建立坚实的光纤技术知识框架，还有助于

拓宽他们的科研视野，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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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ata-driven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Digital Twin from Sparse Data 

上课内容：史超博士介绍了利用机器学习技术从稀疏数据中构建数字孪生模

型的研究。尤其对地下数字孪生模型、岩土工程现场勘察、地质信息的机器学习、

数字孪生模型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着重介绍了

利用机器学习从地质信息中构建土壤特性空间变化性和地层岩性的数字孪生模

型。 

上课收益：新加坡及主讲人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在地下空间信息化方面的研

究一直处于世界前沿，史超博士有着多年的岩土工程信息化领域的研究经历和丰

富的教学经验，采用中英文相结合的双语授课方式，提高了学生专业英语水平。

课程中介绍了数字孪生的基本概念、机器学习的基本原理、数字孪生模型在岩土

工程中的应用，为后续学生进行相关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

在课程中还着重介绍了传统的岩土工程设计与运用数字孪生模型后的岩土工程

设计的优劣性。让学生能够即了解到传统的岩土勘察与设计过程，也能了解到信

息化的岩土勘察与设计过程，为后续学生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拓宽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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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反馈 

5.1 参与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