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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恕院士简介

物我两忘，荣辱不惊。

 ——王梦恕

王梦恕是著名隧道与地下工程专家。男，1938年12月出生，河南温县人。

1961年9月于唐山铁道学院桥隧系毕业后，继续在隧道工程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1965年4月获硕士学位后分配到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施工

处任专题组长。1970年5月至1979年2月在成都铁路局峨嵋内燃机务段、局科研所任主管技术员、工程师。1979年2月至今在铁道部隧道工程局科研所、局

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研究室主任、专题组长、科研所总工程师、北京地铁指挥部副指挥长、总工程师、局副总工程师。1995年当选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任北方交通大学土建学院隧道与地下工程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并着手筹建中国隧道工程研究中心。

王梦恕院士从事铁路工程科技工作数十余年，他研究态度严谨，实践经验丰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隧道及地下工程的理论研究、科学

试验、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的开发，以及指导设计、施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丰硕成果，推动了我国隧道建设技术的发展。并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1986年评为洛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1988年被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评为优秀中青年土木工程科技工作者，1989年评为河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并被选为河

南省知识分子先进足迹报告团11名成员之一。对此，报刊、广播、书籍均有专门报导。199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聘请他为地下工程专业顾问，同年被铁道部评为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1990年经国家人事局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1991年7月起开始享受国家特殊政府津贴，1993年12月荣获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

金会、詹天佑铁道科技发展基金会颁发的詹天佑成就奖。1994年分别被西南交大、山东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聘为客座教授；2003年12月聘

为同济大学兼职教授。1997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8年被选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这种双重身份的代表和委员在

我国政界是非常少见的。1999年荣获人事部“科技专业技术人才”一等功，同年获詹天佑大奖。

王梦恕院士在隧道及地下工程领域的主要贡献有：一、开拓了铁路隧道复合衬砌新型结构领域的理论研

究、室内及现场试验,摸清了结构受力特点和机理,确定了施工要点及工艺，大大提高了地下结构的承载能力和

抗裂性能,并首次在大瑶山隧道应用成功，该项研究获1987年铁道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

奖。目前已在全国长大铁路、公路隧道、地下铁

道、地下停车场全面推广应用。二、为衡广复线

大瑶山隧道修建采用新原理、新方法、新结构、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做了大量科学

技术攻关研究。在新奥法标准作业工艺、深孔光

面爆破、喷锚支护隧道围岩变位监控量测方面有

新的发展和突破，为大瑶山隧道修建提供了技术

数据和施工模式。实现了大断面、大型机械化快

速施工，彻底改变了我国多年的传统施工方法。提前两年半建成大瑶山隧道，被视为我国铁路隧道发展史上的

一次大飞跃。1990、1992年“大瑶山长大铁路隧道修建新技术”分别荣获铁道部及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三、

主持黄土浅埋地层大跨度软弱围岩设计、施工试验工程。创造了新在软弱围岩地层中修建隧道的原则和要点。

首次系统、完善地创造了超前小导管稳定工作面支护体系的理论分析和工艺应用，研制了新型网构钢拱架支护

等7项配套技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已在全国地下工程领域中广泛应用。该项目1989年获铁道部科技进步二等

奖。四、主持创造了浅埋暗挖施工配套技术。该方法经济效益显著，为城市地铁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在北京

地铁复兴门折返线首次应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88年“浅埋暗挖法施工技术”获北京科技进步一等奖。五、

主持完成了应用浅埋暗挖法在北京进行的三拱两柱大跨度车站试验段工程跨度达21.6米，覆跨比小于0.4，采

用柱洞法施工，解除了能否采用浅埋暗挖技术修建地铁车站的疑虑，掌握了主要关键技术，为用该法修建地铁车站做了充分的技术和工艺准备。1990年该项成果获北京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六、主持了隧道爆破动、静态应力场叠加作用的现场试验，进行了大量现场量测和室内动态模型试验、分析计算、得出的结论已被推广应用。七、完善

了浅埋暗挖法综合配套技术,并推广到各个领域,1996年被国家科委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八、主持完成了单线铁路隧道机械化快速施工配套技术的研究门架式液压台

车研制和洞内干式除尘器的研制项目，分别被铁道部评为科技进步二等奖，其中单线铁路隧道配套快速施工技术又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王梦恕院士在以上科研和工程中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次，二等奖1次，三等奖3次。铁道部科技进步特等奖1次，二等奖6次。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次，二等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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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广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次。结合研究结果，先后在国内

外、省部级、国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38篇。主编并已出版的书籍

6本。其中《大瑶山隧道——二十世纪隧道修建新技术》120万字

专著，荣获1997年国家科技丛书二等奖，广东省科技图书一等

奖，1998年铁道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目前兼任土木工程学会隧道与地下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和中国铁道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

副主任、高职评审副主任，兼职九个院校教授，并带博士后、博

士、研究生18名。已毕业的博士生、博士后有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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