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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建筑研究所志的编写是根据铁道部科学研究院(i988)024

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院史编辑工作的通知”，要求在编辑院史的同

时’，各所编辑所志这一任务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较系统地抢艘、

收集、保存所的珍贵资料，写出铁道建筑研究所几十年的历史，藉

以总结经验教训，洞察以往，激励未来。古云：“前事不忘，后事之

9币”，“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此之谓也。 。

‘’

．， 撰写所志的指导思想是：客观、科学，尊重历史；严谨、朴实，全

面总结；以科研工作为重点，以客观叙述为主，必要的评价寓于叙

述之中；力求完整，宁缺勿滥。编写的基本方法是“干什么，写什么，

众手成志"，以便集中集体智慧，保证有载完整的资料和较好的质

量。 “ ．
。

／

所志的内容包括所志本身及研究室室志。所志的断史年代为

1987年12月31日。

这是一件铁道建筑研究所前所未有的工作，希望它能填补这

一方面的空白，同时给以后的补充、完善和续写所志开个头。 。’



第一篇 综述

第一章 现状概述1

铁道建筑研究所(以下简称铁建所)是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铁科院)十个专业

研究所之一．它已有四十余年的科研历史，担负糟金圈铁路工程和工务方简绝大部分的

重大和关键性的科研任务，下设铁路设计、水工水文、路基土工、桥梁、隧道、线路、爆破、

养路机械、混凝士、术材、防护工程、抗震、测试技术等十三个专业研究室，以及试验车间、

办公室、科研管理宣、技术装备窒等机构，另外还有中国共产党总支委员会、共青团总支、

工会及学术委员会等组织。至1987年年底为止，共有职工412人，其中高级科研人员94

人(占23％)，中级的117人(占28％)‘，初级的110人(占27％)，党，政管理人员8人(占

2％)，工人84人(占20％)。有实验安13个(包括土工、水工、隧道大毅结构、结构、振动、

光弹性、钢桥焊接、混凝±、木材、线路、楔爆、遭碴等实验宣)，轨道走行试验率4辆，公路

走行试验车5辆，以及大氲的工程测试及数据分析设备，可进行各种专业的室内试验和现

场试验。拥有房屋建筑砸积33622平方米，固定资产(指试验设备价值800元以上的)1 43d

台，总值3035万余元。建所以来，共进行了科研专题约4d 7-项，提出成果497项。其中

1977,--．,】987年间获得国家级奖的成果d0项(特、一、二级的17项)，部级奖的31项(一级

的2项)，院局级奖的35项，共获奖J 06项。创年度直接经济效盏(净收入)最高值达143

万元(】987)．
‘

铁建所培养了一支可以承担工程工务方丽重大的和综合性课题的优秀科研队佤．在

占全所职工总数近Z／4的高级科研人员中，有研究员16人，副研究员78人。经批准，担任

博士研究生导师的8人，硕士研究生导师的25人．他们都是铁道工务工程方面(包括线

路、土工、桥梁、隧道、爆破等)的专家和学者，对铁路建设有一定的贡献．其中不少人是国

内知名人士或本领域的权威人物，育些在援外工作中和圈际上有相当影响．他们和其他

科研索质较高的中、初级人员和技术工人，共同组成一支在工务工程方面事宥声誉的科

研力量。 ．

铁建所已建成了一个专业和设备齐全、水平先进、能满足各种需要的斟学试验基地。

在9个大的实验室中，结构和大型结构实验宣能进行各类结构部件、材料及夫型钢筋混凝

±和钢结构的静、动力学性能试验，线路实验室可进行各种钢轨、遭岔、扣件等力学参数

和综合性能试验I土工实验室(包括静力触探试验车)可进行各种±壤的基本力学性能、

地基基础承载力和加固等室内及现场试验，隧道实验室可进行隧道衬砌模型及原型衬砌

试验I模爆实验室可进行地下工程抗核爆炸性能的模拟试验I工程撮动实验室可进行各

种工程结构的振动性能试验，水工实验窒可进行桥渡和水利工程的水力学模型试砼l混

凝土实验室可进行各种混凝土材料的配制及性能试验．术材实验蜜可进行术材防腐及力

学性能试验，其他各种试验设施可进行核爆炸、常规爆破以及其它振动与力学效应的测

试。在四辆试验车中，铁路设计动力试验车可进行时速l 60公里铁路线路平纵断丽设计等

的现场运行试验，轨道检查车可进行轨道几何状态及车辆撮动参数的自动化检蠢·线路

动力试验车可进行轨道结构动力学性能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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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铁壤所从建所以寨，瑾循科研为生产服务的方钟，为申国铁路建像解决丁一最列墓

夫揍拳美键问魈·挺供了一系判新搜术，新结构、新材料研究成果·如眚种技术规范的建
塞和修订，困难地质地区筑路搜术，桥蘩和隧道的新结构和新技术，各种爆破技沭．混凝

圭孰槐的祈制和推广，末铣寿命的廷梃，新麴漏凝塞材料。轨道结构的革新，晃鳇线路技

术的采用，毒flI遒检测自韵化和蠛路作照机械化以曩募富有美憬谨行事寡龛、撮商逞输能

为和节约国寨舞垒的成果等·都对申国铁路西貌的敢观和新钱建设耪了霎夫作用．对饿

路王务王翟方面科研的发展氇趣了宦夫推动作用．敷十冬来遇到过不少波折和千扰，度

越了{午多艰难岁月，可以预期醚藉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铁建所必将释放幽夏多的熊蠹．

鬓幽莫夫的光辉，为国家作出莫多翼好的贡献。 ，+

’

，

。

玲

第=牵历史沿革

铁燕所的渊源和赛羼夫致彝厉了熏个时期，即建所前(1941～1957隼)、庭所和发展

《1958幻19§§年》、牛年动乱《19e6≈1078年》，恢箕夔翰和继壤发展(1978～1984弗)、科
研俸懒改革《i9S唇触198甲隼’，前盾筹47犟。从臻所算趣劂为量午隼。

一。壤所以前《194l舟195甲)

铁道建筑研窕所囊魏国铁路童舞一个厉奥较长演囊较多的科研所。它焦武穗塞和窟

名予1958隼，搀：今垦宥量牛年的勇奥。溯其渊源和前身，则尚宥十老年的发展过穆。它渊
源于目伪时期的两所·丽由新申国建壹盾的垒末研究组和以盾的嚣研究组。八研究塞淀

囊丽寨的。
《一》渊骡 ，‘ 。

l。194l隼5月，目伪时期的华北囊通株羲会鞋囊jE平酉真门像竟饿邀攘来研究所西
妻门分所，下谖末材加王齄弹研究窭、洋灰研舞窒摩漏凝圭，炼鬓试醺塌，童蔡从事予术

树、承握，羯凝圭篝铁路臻筑材料的研究。藉约lO余人。19d5隼lO月．由国民党平津匡铁

路管理局爨派看卷仨揍管，将皇瓣两群究寞合葬为平棒区镳路管黎局搜零研究所的圭术
研究塞《自194甲车霎耪旅时爨蠢人为拳曾靖》，葵约40人。新中国成童盾，1040隼2月滚

所寅平{唪铁路局接管，4月翼移囊并醺为镌遒部铁路楼拳错究所，将圭木研究童敦为主术

研究坦。 ?

’

窘。1945年国民凳豌府蹇爨庚丸撵缓瑷宥寞爨都耪料试验所，从事未橱防腐和水坭的

‘蒋究试验，当时所铤为紫恚明、萋概。挽目战争胜利盾，馕所鬼盾逐冀南京、上海。饵故
盾，i949所5月读所试黪误簪禳攘管盾冥逶萋唐llJ，同隼9月寞由唐幽王学院代管·成立

庸山垂学院研究所塞王末材祈巍窒，职薹舞约lO人。1050单寞名为生未研究组，组长为

周寨模。
”

《三》前身

i，圭泰摒究组。i950年8月，铁道都巷唐山成立铁道搜宋研究所(由原唐院研究所改

建》，同年9月黢为铁道都铁道研究所。葬手i952隼捶萋北京，将北察的铁路鼓术研究所

并入。同时，原所属的两个圭术衙襄缒也合葬为一个圭未研究缀，组长为翁元庆．
窖，嚣研家组。1953隼9月，铁道都馕道研究所把霄美铁精建筑穷两的原土木研究组

扩建为菱个辨窕组I(1)线路研究组·组长翁嚣廉I《2)圭壤研究组，熙副瓴长为声綮钧、周

饿I(3)鲭构研究堡，组援周家横I《4)漏凝圭研究组，组长姚明初I(5)水文研究垣，琵剐想

．，叫⋯ 等一一萝： ．J*；■’” 月



长为唐撅绪、王茨蘅。1953年前后，还从大连铁道技术研究所土木组调入各组约10人。

3．八研究室。1956年，在镑道建筑方面除以上五个研究组外，又增设了选线设计研究

组，并在线路研究组内设线路、木材和线路强度研究室；将结构研究缎改为桥梁研究组，

下设钢桥、混凝土桥、墩台基础和桥粱鉴定研究室。1958年1月铁道建筑研究所成立，将

以上六个研究组改称研究室，增设了隧道研究室，原有线路研究缓和桥粱研究组内分设

的研究室，除木材研究室改藤所领导外?其它室均撤消。
‘’

=．建所震发展时期(1958．1～1966．、5) 一

铁道建筑研究所，是在五十年代全国学习苏联的形势下，结合我圜实际侍况?参照苏

联的铁路科研机构中有关工程工务方面的模式，极据铁道部制订的《1956,---,1967年铁道

科学技术发展远疑规划》的要求，于，958年1月正式建立起来的。建所伊始，下设线路上

部建筑、桥梁、路基土工、混凝±，水工水文、铁路设计、本材、隧道等8个研究室。随后根

据任务需要，又增设了爆破、养路机械两个研究室和5998、501两个醺防专题组，职工也相

应地出60余人增至240余人。 。。-‘ ’‘

在这一时期，尾家下达了《关予自然科学研究讥梅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并予

1962年在广州召开了关子弼识分子政策’的会议，大大激发了秽-研人员的积极性，有力地

加速了铁建所的发展进程。

： 在1965年起的势年内，金所绝大部分科研人员“下楼出院”，参加成昆、贵辱等西南三

线铁路建设，成为三线43个新技术战斗组中大部分纽约主力或缀织者，使新技米的研究

成果直接在新缪建设审的采用，达到了前所未霄的高潮。 、 ’．

进一时期的科研重点主要是围绕困难出区修建线路、桥梁及特殊地质条件下筑路等’

的技术问题开展的．结合新线建设，着重研究锯决了颚应力混凝土桥的结构形式与施工

工艺，发展了悬臂拼装、悬臀灌注、串联粱等技术；广泛推行了高强度螺栓与栓焊钢粱，成

功地使铁路修建通过了沙漠、软±、盐碱±等特殊地质地区f有毅地推广了无缝线路，轨

枕板与整体道床等新技术，在爆破技术、水工试验、修订规疆规范以及其它方面也有明显

进展。在这一时期内完成的科研课题较多，由1957年以翦的63项增至】966年的178

项，科研成果也由1957年以前的15项增至120项，这些工作和成果不仅促进了铁道建筑

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开创和大大推进了我国铁道建筑科研事业的发展，为我国铁路敝出

了重要贡献。

一这一时期在试验设备方面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建所时仅有⋯点有关土工、木材、结

构、混凝土方面少量的试验设备，经过逐步加强，发展为结构、土工、木材、混凝±等较大

的实验室。并子1959年新建了水工模型及蹲道实验室，配备了一批试验仪器，使铁建所的

固定资产达到600万元。可以开展比较系统的研究了。 ’，
。’

· 在这期间，国内形势几经起伏，先后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

时期，1957年的反右派扩大化、1958年的拔白旗、1959年的反右倾政治运动，严重伤害了

部分jI《．研人员的身心，干扰了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影

响了科研的进程。 ，

，

总之，这一时期是铁建所的奠基和开始发展的重要时期，它开创了铁道建筑科研的

新局面，为建立我屋铁道建筑科研中心打下了初步基础。．‘ 二

。三．十年动乱时期(1966．5～1976年) ．。
。

一 ：+!： ，

1966年5月，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运动开始了，在当时的极左玫策的推行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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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了所有部门的正常工作，铁建所也被卷进了这一不可抗拒的狂湖，开始停产闹“革命”，

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时期。i966年8月在所内开始批斗迫害了一批科研骨干和领导干

部，1967年2月开始打派汶{1969年j】月全所绝大部分职工下放到焦枝铁路河南临汝劳

动l 1970年到1972年清查“516”I 1974年到1976年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

运动破坏了原有的党政领导和科研机构，所的领导组织改为所谓革命领导小组和革

命委员会，受军代表指挥，大部分研究室合并为大组I有的研究室因“左”的干扰而解散，

如铁路设计研究室解散后，科砑人员被分散至萁它室。1969年恢复了所的共产党支部；

1973年取消了大组，恢复了原有的研究室。1975年恢复了所长职务。铁路设计研究室则

经过重建，1978年正式恢复原建蹦。 ～

“文革”使科研工作在一段时I国内基本陷于停顶。在1966至1972年闻，除成昆线22’

个项目及5998、501专题得以延续，新立9个援垣项目外，六年问只进行33个项目。经过

全所职工努力，排除干扰，见缝插针，在这一时期的十年内，进行了专题79顼，取得成果

149项。至1976年全所职工为214人。．

在极“左”思潮指导下的“文革”运动，摧毁了。前{‘年间(1956"一i966年)金所职工辛勤

创立起来的科研大好形势，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挫伤了科研人员前进的锐气，使我国

铁道建筑科研陷入r长达六年余的低潮，这的确是铁建所·场空前的大灾难，也是一个

值得全所职工永远牢记的深刻教训。

四．恢复、整顿和继续前进阚期(1976一、一1984年)．

1976年lc月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十年的“文革”灾

难，经过恢复、整顿，比现了科研继续发展的新局面。

1976年成立了所党委会。增加了抗震研究室。1979年成立了所办公室。连同1978年

重建的铁路设汁研究室，铁建所共有12个研究室。1979年起，大力加强试验基地和试验．

手段的建设，先后新建和扩建了线路、隧道、水工、土工、大型结构、混凝土、模爆及震动等

八个实验室，新造了轨道检测和高速铁路设计两辆试验车，增添了大量工程测试及分析

设备，使铁建所固定资产由600万元增至3009万元，建立起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这期间，针对铁路生产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既有干线的现代化技术改造和新

线建设中的关键技术，组织了配套科研项目，积极进行新技术：新理论的应用研究，共完

成了】1 4个专题，提出了约154项成果，其中如线路方面的设计技术标准和设计方法、特

殊地质筑路技术、土石方大爆破施工技术、新型轨道构造成套技术、轨道实时检测技术、

新型大跨度混凝土斜拉桥技术、薄壁箱形大跨斜腿刚构桥修建技术、隧道复合式衬砌技

术、桥渡设计试验技术、高强度混凝土添加剂技术、木材防腐以及地下工程结构防护技术

等，不但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有的还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
’

在这期间，科研队伍进一步得到充实。全所职工由“文革’’中的214人增至394人。其

中中专以上的科技干部占全所职工的74％，助研员以上的中、高级人员占科技人员j9％，．

副研员以上的高级人员占9％。经过党政组织的大量工作，认真的落实政策和平反，全面

批判极左路线，大大加强了职工的团结，逐步恢复了他们的积极性。． ．i，

经过“文革”后的大力整顿、恢复和继续发展，铁建所已经迅速成长和壮大起了．它在

摒弃了空头政治口号式的领导和极。左”思潮影响之后，脚踏实地舆鲺全力进行科研工作，

不仅有了设备先进；可以全面进行工程工务方面科研试验的基地，阵容强大的科研队伍，

还产出了一大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和一部分具有国际先进水早的霪大科研威果。这一切!』8

十5·i㈠；。：。．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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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通流长，经厉了晃数的风风雨雨，饱音着散代人的章勤血汗，冀是索之幂易。长时期的

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在任何时候都錾认认真翼地摘好科研。牙舶i|；lI国利民。-

五．科研体制改革时期(1985一1987卑)

在前几个时期，铁麓所在_荦I}研成皋、科研队伍和试验设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夫的成

绩．但和垒圄一样·由乎在科研体制上·长期稃在着任务由上面给，人员，设备和缝赞郡由

圈索包的吃_犬锅饭挣形式，及一切稚上筒，幂讲霓争，缝侪散蕴)l蛄：玺城薄的思想，导致科

研工作莱盛项目与生产联蕊不够密切、研兜周期较长、不洼耄把成粜转化为垒产力、浓赞

人力物力尊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1985年8月18目关予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铗戆所在铁道部和院的

锁导下，从1985年超实行所的搴业赞自给．并采取了以下的室冀措施I(一)专题组(或

宣)对外参力n投标、比选·订立合同．承接纵向和横向的科新或生产I任务．(三)专题组长与

专题成员可进行双向选择·专题组长可以按财务制度规定使用缝费及分配所取i辱的经济

利益．(三)所积极组建技术经济实体．<四)戢励誊或专题组积极进行技术服务、咨询等活

动．(点)逐步实行职工奖金和部分福利与科研任务宪成情况挂钩．多势多得。

实行上述改革盾，取得了一定的靛槊-(一)科研和工作项目(包揩生产性项目)宪成

总数增加．三年内共宪成76项，其中纵向课题4．1项，横向任务32项．平均每年究成25．2

项，超过前一时期平均每年宪成1．I．2瓒的77．5％．(=)缩短了宪成项目的周期．前一时

期完成一个项目金所平均衢饕O．84个月，改革膪只祷O。d7个月．几乎缩短丁一半．(曼)

科研人员积极性挺商了．过去一般要几个人进行一个项目，髓改革盾一般魁一个人跨几

个项目．(四)联系生产蕙密切了．由过去坐婷任务改变为到处找任务．通过合同。加邋了

成果迅速推广应用子生产的过程．与企业的合作经营．剐体现了科研与生产的宪垒结合．

(五)打破了一大锅饭"．奖金等与所究成的任务撞钩，罄本体现了多劈多得(不包括社会上

的体脑倒挂)．(六)提高了设备和器材利用率．节约了资金和材料．(七)提高了所的经济

效益．兰年来共刨净收入350万元，平均每年净收入比1984年的31万元增加了85万

元．即1．74倍．C／k)增加了个人收入．金所职工由1984年的394人增至1987年的412

入·变化不大．僵职工每人年平均工资由1985年的1233元增量1987年的1328．4元，奖

金辞收入也由每人年平均的814元增至724．4元．两年内每人平均总收入增加500．d元

或年平均增加250元，即增16．2％．(以上均未计物价上涨因素)．

在科研改革怠剧前进的风浪中．也出现了一螳对新旧交簪不适应的混乱现象和一些

新问题，如·科研力盘分散和短期行为·科研成果储备越来越少，盾劲不足·科研人员忙于

找。饭碗挣(任务)，不能集中时闻和精力搞科研·承担项目置横向轻纵向，童眼前轻长远·

人际阿经济利謇关系增加．同志关系淡薄等等，这些都有待在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
’

铁建所三十年的科研历程证明·任何时候都必须抓紧科研，扎根生产．尊重人才，讲

求全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包括直接的和问接的．近期的和长远的)．这才是兴旺发

达之道．

第三章 所党政机构及负责人变化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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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机构及负责人
7’ ～

所 级 宣 级 职工
年 备 注

(正，副所长) (正、副室主任或负责人) 总人数

约 40
1950 (铁路技术研究所) 土木研究组(李曾培) 北京西直门

人

约 10

(铁道技术研究所) 土木研究组(周家模) 唐山
人

1952 ● 约 50
土木研究组(翁元庆) 北京·

人
、

1953 线路研究组(翁元庆) 北京

土壤研究组(卢肇钧、周镜) 北京

结构研究组(周家模) 北京

混凝土研究组(姚明初) 北京

，

水文研究组(唐撮绪、王茨蘅) 北京

选线设计研究组(沈祖痔、郑
1956 新增

恒兴)

桥梁研究组(金恒敦、用家模) 改名+．
(下设混凝土桥、钢桥、墩台基

、 础、桥梁鉴定研究室)

线路研究组(翁元庆)(下设线

路、木材、线路强度研究室)
●

瘴二
一

●

1958 铁道建筑研究所(re 线路上部建筑研究室(冯先霈) 60余

鉴、翁元庆、金恒敦) 路基土工研究室(卢肇钧、周 人。 改名(下同)

镜)

桥梁研究室(周家模)

混凝土研究室(姚明初)

水工水文研究室(王茨蘅、邢

荚初)

铁路设计研究室(郑恒兴代) 新增

木材研究室(郭惠平副)

施工技术研究室(冯叔瑜)

混凝土车闻(刘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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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级 室 级 职工年 备 注(正、副所长) (正、副室主任或负责人) 总人数
1959 Ⅳ

养路机械化研究室(李日目) 新增

隧道研究室(戈宁、周翼青) 新增

混凝土车间i李雨生)．

1960 ”

5998专题组(王悦新) 新增

水工水文研究室(邢英初、孙

振东)

桥梁研究室(周家模、程庆国、

张琳)

混凝土车间(刘东明)

并入路基土1961 一

爆破组(施工室取消)
工室

混凝土车间(陆培林)

1962 铁道建筑研究所 铁路设计研究室(郑恒兴、陈

艾平)

(许鉴、翁元庆、金恒 爆破研究室(冯叔瑜) 由原爆破组
敦) 改名

1964 押

501专题组(张琳)
，

1965 Ⅳ

混凝土研究室(姚明初、陆培
～

林)
，

隧道研究室(周翼青)
，

】96e～ 铁道建筑研究所(增 混凝土车问(郭成江) 全所 正副所长以
1972 副所长王修敬) 试验车间(郭成江，1969年由 240余 及部分室的

混凝土车间改称) 人 负责人均薇

，『
试验车间(李凤令，1971年。朱 夺权。由文

永智，1972年)
‘。

革小组、大
、

联委、革命

委员会负责
q

，

行政工作。‘

’|．

1973 铁道建筑研究所(行 水工水文研究室(张德荣、邢

政负责人庞瑞、张 芙初)

琳)一 木材研究室(郭惠平)



所 级 室 级 职工。
年 备 注

(正、副所长) (正、副室主任或负责人) 总人数

防护工程研究室(张琳、袁祖 新增，原

荫) 501及5998
』

、

桥梁研究室(潘际炎、程庆国) 专题组取消

1975 铁道建筑研究所(庞 养路机械化研究室(李日日、

瑞、张琳、张德荣、翁 江宁珠) ‘，‘

元庆、金恒敦) ．．
‘

，

1976 Ⅳ 抗震研究室(袁祖荫、孙毓贤 全所
新增

朱世杰) 241人

1977 帮 水工水文研究室(张德荣、阚
{’t‘

!‘

译)

1978
一 铁路设计研究室(陈艾平)

桥梁研究室(潘际炎、程庆国)
．，：’

隧道研究室(周翼青、马骊骅)

抗震研究室(孙毓贤、朱证杰)

防护工程研究室(袁祖荫、胡

J。
’●●

中玉) ：≯。√ !。 j 4+i¨

· i-，j：，’。
1979 ¨。 仪表资料室(罗书鉴)4 新增

防护工程研究室(袁祖荫、张 养机室调

畲) 一：， 出，另建三
^ j

?
j 化所

1980 打 技术室(胡中玉)·t 新增

1981 厅
，

水工水文研究室(阚译、赵振
(增加副所长李日Et) 川) 一

i．

抗震研究室(孙毓贤、周宏业、
，

朱吐杰) ：

防护工程研究室(张畲、邵根
●‘

大、王悦新) 。÷，

桥梁研究室(潘际炎、李利庆

夏子敬、金东灿)⋯
。：

木材研究室(郭惠平、蒋祖良)

一9—一



所 级 。宣 级 职工
年 备 注

(歪、削所长) (噩、副宣主任或负责人) 总人数

隧道研究盔(周翼青、刘启琛、

马疆骅)科研管理宣(谢大璋) 新增．技术

宣取消7

养路机械化研究宣(江宁球) 三化所撒消

办公室(胡中玉)

】982 一

铁路设计研究宣(陈艾平、黄

(张琳调出．增加副 建苒)

所长孙毓贤) 混凝土研究室(姚明初、陆培

林、李启橡)

路基土工研究壁(卢肇钧、周

镜、昊肖茗)

抗震研究宣(周宏业、朱世杰)

1988 一 科研管理塑(谢大璋) 原仪表资料

(孙毓贤调出) 爆破研究宣(冯叔瑜、壬中黔) 窒及技术室

并入

198,1 铁道建筑研究所(周 水工水文研究窒(藏荣尧、赵 全所
饶、牵日曰、刘启琛、 搬川) 394人
金东灿) 铁路设计研究窒(黄建苒)

术材研究奎(蒋祖良)

线路研究窒(李仲才、罗林)
、 桥梁研究宣(潘际炎、李利庆、

周孝贤)

混凝±研究宣(陆培林、李启

棣)。

路基土工研究室(吴肖茗、杨

灿文)

养路机械化研究窒(江宁珠、

刘家骐) ．。

隧道研究室(马骊骅、余存齐)

防护工程研究室(王悦新、邵

根大)

．抗震研究室(陈玉琼、周神根)
j

科研管理室(胡中玉、谢大璋)

办公室(李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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