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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广州地铁一号线的人们，每天穿

梭于这个城市，忙忙碌碌循环往复，没人

知道当年建设一号线时的工程地质和水文

地质情况有多么复杂。而当年曾为啃下这

块“硬骨头”呕心沥血的专家之一就是中国

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陈肇元。

从国防、人防工程到地铁、城市高层

建筑等，他一直在土木工程领域默默辛苦

耕耘，在抗爆、竹结构、岩土、高强混凝

土、混凝土耐久性等领域作出卓越贡献，

填补了许多国内空白，深深影响着土木工

程的发展。

他把这一生都奉献给了土木工程，还

未来得及完成欣赏文学作品的心愿，便安

静地走了。他就是陈肇元，2020年6月25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中国土木界又失

去了一位大师。

瞄准需求、认真谦逊的学者

“陈老师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总是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科研工作以

陈肇元：低调的土木工程“先行者”
○张晴丹

问题为导向，是我非常敬仰的学术前辈，

对我影响很大。”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

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聂建国在接受采访时

回忆道。

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完全

破裂，为响应国家战略需要，清华大学在

1962年组织成立与战备有关的大项目，其

中一个与土木专业有关的是修建地下的防

护工程。防护工程研究的防护对象是敌

方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效应，当时的研究

重点是核武器的防护。简单地说，“两

弹”研究的是“矛”，核防护研究的是

“盾”。陈肇元负责的是能模拟防护结构

在爆炸压力荷载下发生毫秒级快速变形的

快速加载试验机。

“对我这个学土木专业的人来说，可

是个考验，需要自行设计。”陈肇元每天

大量阅读外文资料寻找线索，除了设计和绘

制加工图之外，他还要跑工厂、组织安排加

工和装配，甚至骑三轮车频繁来回运送设备

零件和高压氮气瓶，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

凭借夜以继日的努力，陈肇元成功设

计制造了用高压氮气做动力的5吨、30吨

直至150吨的毫秒级快速加载试验机。他

利用这套设备先后进行试验，取得了大量试

验数据，进而提出了防护结构的设计方法。

“这些开创性国防研究，成为土木系

的科学研究之源，带动了相关学科的研

究，如后来在全国首屈一指的结构抗震工

程和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研究等。”清华大

学土木水利学院副研究员郭红仙说。

陈肇元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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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工程是陈肇元一生中投入时间最

长的研究项目，脱产研究的时间就长达27

年，围绕防护工程的研究先后编写内部研

究报告131份，主编全国统一教材《地下

防护结构》。而他在防护工程中取得的研

究成果，有许多在后来的城市化建设中起

到很大作用。

改革开放后，经济开始发展，人们生

活水平提高，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当时，工程实践对混凝土强度

等级和性能提出越来越高的需求。

瞄准时代需要就是陈肇元科研的方

向。1985年，他发起成立了高强混凝土

专业委员会，主编《高强混凝土结构设计

与施工指南》《高强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程》，为我国高强混凝土结构的发展和推

广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老师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建筑

物可靠度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些专

家表示赞同，认为我国过去房屋建筑设计

的安全度太低，但也有部分专家提出当时

条件下还不宜提高建筑物的可靠水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董事长岳清瑞说。

而当时陈肇元谦逊儒雅、心平气和地

与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进行交流和解释的情

景，清晰地印在了岳清瑞的脑海里，“他

的为人、为学，为行业发展、为国家发展的责

任和担当，是我们后辈和从业人的榜样”。

“没有架子”是大家对陈肇元最深刻

的印象之一。

“2004年我回国来清华面试，作完报

告后，陈老师把我叫到一个房间，拿出纸

写了几个问题，并问我这些问题国外同行

怎么看、怎么解释。我当时非常惊讶，他

是高贵的院士，而我是个‘小年轻’，

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来向我请教，让我非常钦

佩。”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李克非说。

任则必勤、极有远见的领导者

回首过往的清华岁月，陈肇元除了工

作还是工作。

陈肇元最不愿干的是行政职务，但他

为人坦诚、宽厚深受众望，1984年在群众

推荐和领导任命下，陈肇元担任了清华大

学土木系主任，但声明只干一届四年。白

天，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行政工作上，把

喜好的科研工作放在晚上去做。

“不干则已，干则必成；任则必勤，

功成身退，实乃土木工程界的一股清

流。”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崔京浩

对这种“不贪恋名位”的行为赞赏有加。

不负众望，任系主任期间他做了很多

“大事”。土木系增设了一个建筑工程管

理专业，由于工程界需求旺盛，后来以该

专业为基础成立了建设管理系。“现在看

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专业，建设管理系

发挥了巨大作用，涉及工程的前期策划、

施工过程控制和管理、后期运维等。”聂

建国说。此外，他还增设了城市交通、计

算机应用教研组。

在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院长方东

平看来，陈肇元是一个非常有眼光、有前

瞻性的领导者。“那时候他对土木系做了

很多新的布局，这些布局现在都生根发芽

了，而且都非常重要。他不仅仅是一个学识

渊博的学者，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战略家。”

在国内土木系中，他最早安排开设了

用英语讲授的结构力学与钢筋混凝土两门主

课，同时增设了几门拓宽专业知识的选修

课，并选送年轻教师和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

宋二祥就是其中一位被送出去深造的



怀念师友

清华校友通讯124

学生。临走之前，陈肇元把他叫到办公室

嘱咐：“改革开放以后，工程建设规模越

来越大，城市高层建筑逐渐增多，地基基

础问题就很突出。这方面国内研究较少，

你回来后就负责发展这个学科。”陈肇元

这番话坚定了宋二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

信念。

“上世纪90年代前后，各大中城市兴

起了修建高层建筑和地下铁道的热潮。回

来后，我就一直跟着陈老师搞深基坑工

程。”现在已是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

授的宋二祥说，陈肇元是国内最早关注深

基坑土钉支护的学者之一，这个支护方法

既简捷经济，又可靠有效。

陈肇元执笔编写了最早出版的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基坑土钉支护技

术规程》，又进一步编写了专著《土钉支

护设计与施工指南》，连同《高强混凝土

结构设计与施工指南》一起，两本专著成

为工程技术人员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教材。

“大土木”的专业设置增强了学生

的积极性，使得土木工程系的面貌焕然

一新。

时隔多年，许多当时的同事仍然对他

在任时的表现记忆犹新、啧啧称赞。大家

一致认为，这四年是土木系的“黄金时

段”，是系里发展最快的四年。

“尽管陈老师已经是89岁高龄，但我

们都觉得，他还是走得‘太早’了。他的

很多思想和见解，对正值壮年的专业人士

非常具有指导意义和启发作用。他的离

开，是土木界重大的损失，也是做弟子的

心里最悲痛的一件事情。”岳清瑞表示。

亦师亦友、低调质朴的老者

陈肇元的童年可以用“动荡”二字概

括，因为他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

代，在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饱

尝颠沛流离之苦。然而，正是这种艰苦的生

活，赋予了他坚忍不拔、低调质朴的品格。

“2006年，我们在西安开会，承办单

位给陈老师和师母安排了套间，他坚持不

住，要住单间。而且，陈老师虽然有很多

头衔，但不喜欢突出‘院士’头衔。他曾

把会议胸牌上的‘院士’俩字抠掉，改为

‘教授’。他说：‘教授才是职称，院士

只是一个荣誉。’”聂建国说这些质朴的

优点非常值得传承。

在同事和学生的描述里，陈肇元从来

不会指挥别人干事，也不麻烦别人。他对

晚辈非常关照，就像父亲一样。

“有一次，我与陈老师同行去开会，

需要准备一些资料发放给参会人员。在协

调开会内容的时候，他就非常轻描淡写地

跟我提了一句‘资料印出来了，有一些在

我这里’，当时并未细想，到了后才发

现，陈老师行李箱几乎都被资料占据了。想

着他年纪很大了，还拎着一箱子资料从北京

到杭州，我惭愧极了。”李克非回忆道。

“他尊重每一个人，无论辈分高低、

年龄大小，他写的邮件里都用‘您’称

呼。”郭红仙说。

“他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朋友，他会

亲切地称呼我为‘老聂’。”聂建国说。

一谈起陈肇元，他的同事和学生总有

讲不完的话。

在清华园定格的时光画卷里，有那么

一位老者，穿着旧衣服，骑着用了几十

年的自行车，来回于教学楼、实验室和宿

舍。他为我国土木工程建设和教育事业奋斗

了一生，他的离世，引发世人无尽追思。

（转自《中国科学报》，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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