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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悦读

遗址遗迹篇｜命

■本栏目由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刘学增：绘制岩土“生命周期”第一人

培正小学地处杨树浦路 1991
弄（华忻坊）193号内，白天是小学，
晚上是勤新工人夜校。1942年6月
至1949年5月的七年中，是中共地
下党的一个活动据点。抗战胜利
前后是中共杨树浦地区工作委员
会的活动中心。抗战胜利后，原沪
东工人地下军部分成员转移去新
四军时，留下部分枪支弹药曾存放
在该校舍内（直至解放后才取出上
缴）。解放战争期间，该校仍是中
共地下党在沪东地区的重要据点
之一。直至1949年5月停办。原址
现为居民住房。

培正小学及其工人夜校
集广义务夜校是1944年6月

由缉槼中学（今市东中学）学生
吴慕良（曙辉）、张善纪、端木群
等创办的。校址最早设在长阳
路446弄（寿品里）100号，是向私
立集益社小学借的教室，后迁到
惠民路小学。抗战胜利后，1945
年秋借缉槼中学教室继续办夜
校。1946 年下半年和 1947 年迁
至昆明路409弄（宝昌里）7号（今
属虹口区）。1948年初夜校发动
募捐，在通北路姚家桥租用空地
建造简易教室。为掩护夜校内
党的活动，白天在新校舍办思益
小学，晚上夜校上课（改名一四
七民众夜校）。集广义务夜校中
建立了党支部，几年里直至上海
解放前夕，共发展了 49 名党员。
解放后，夜校在人民政府关怀下
又重新回到缉槼中学继续办学，
易名为五十六工校。姚家桥校
舍则无偿给纺织工会办子弟小
学。最早的校址处，前几年已拆
除建国歌广场（所属地位于国歌
广场的东南处）。

集广义务夜校

▲当年集广义务夜校师生的合影

▲集广义务夜校原址（长阳路446弄寿品里100号）

▲

培正小学及其工人夜校
旧址（杨树浦路 1991 弄华忻坊
193号）

▲培正
小学及其工
人夜校旧址
今貌（杨树
浦 路 1991
弄 华 忻 坊
193号）

他是一名学识渊博、专业建树颇
丰的博士后学者；他还是国内成立专业
公司专攻岩土及地下工程数字化、绘制
岩土“生命周期”第一人。生活的艰难
和创业的艰辛，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明显
印迹，举手投足间洋溢着学者的儒雅和
创业成功者自信爽朗的笑容——他就
是上海同岩土木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同济大学土木信息技术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教授级高工刘学增。

痴迷岩土的高产博士后
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刘学增，是

名符其实的高产博士后：累计参与国
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30多项；发表专
业学术论文60多篇；出版30多万字的
专著一部；国家授予发明专利两项；参
与《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养护技术
规范》等四部国家行业规范标准的编
写；研究完善的隧道工程风险评估体

系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谁能想到，这位在业界声名鹊起

的年轻高产博士后，曾肩负着山一样
沉重的生活压力。在山东矿业学院攻
读采矿专业研究生即将毕业前夕，父
亲身患重病，身为长子的刘学增四处
借债为父治病；报考同济大学博士期
间，父亲不幸撒手人寰。为父治病欠
下的债务要还，两个尚在上学的弟弟
需要抚养，母亲已经年迈，刘学增边攻
读博士学位，边毅然挑起生活的重
担。在位于浙江、安徽、江西山区的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京台高速“黄塔桃”、

“景婺黄”段，刘学增每天扛着沉重的
监测仪器，奔走在崇山峻岭间采集相
关数据。这种“劳筋骨、苦心志”的历
炼，不仅缓解了家庭生活压力，也为他
开展专业研究积累了实践经验。

从山东矿业学院采矿专业本硕连
读，到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主攻地

下结构博士，再到赴日本早稻田大学
攻读博士后开展抗震研究，痴迷专业
的刘学增笑称自己为“挖煤人”，走出
了一条同龄人羡慕的科研进修之路。

被“逼上梁山”的“挖煤人”
2003 年 3 月，一次命运的阴差阳

错，把决心走学术专业道路的刘学增
“逼”上了“梁山”，走上自主创业之路：
原计划赴香港科技大学学习的他，因
为户口注销等原因，不能办理通行证
而未能成行。在博士生导师的鼓励
下，他回到国内与同济大学几位老师
共同创办了上海同岩土木工程科技有
限公司，主打产品是“同济曙光”岩土
及地下工程软件，主要解决隧道、城市
地铁等地下工程的设计计算问题。

依托同济大学的科研资源优势，
“同岩土木”和上海申通地铁合作，集
中科研力量开发了“地铁隧道病害快
速检测手持式设备”和数字化管理系
统，为上海 400 多公里地铁隧道数字
化的信息管理提供了平台，大大提高
了地铁检查的工作效率，实现了地铁
检查由纸质到数字化的转变。

出色源自专业，“同岩土木”对公
路隧道等地下工程的安全风险评估体
系建设，在国内同行中遥遥领先。
2008年奥运会召开前，北京首发集团
主动找上门来，希望参与北京西六环
隧道的安全风险控制和第三方的监控
测量。刘学增及时派出技术员进驻施
工现场，对连续塌方五次的隧道进行
数据采集分析，给出安全风险预警和
解决方案，确保了项目安全建设、如期
交付。

创业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同岩

土木”也曾面临融资困难、“供血不足”
等发展难题，在区委、区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帮助下，银行及时给予贷款支持，
公司还先后被评为杨浦区“小巨人”企
业，两次受国家级“创新基金”扶持，获
200 多万元的“输血”支持，企业屡次
得以顺利渡过难关。

数字化时代的“土行孙”
核心技术是企业屹立市场的坚实

基石。2005年，“同岩土木”开始转型
涉足数字化领域。几年间，刘学增带
领公司研发力量累计投入近 400 万
元，在二维分析软件的基础上开发出
国内第一款三维有限元分析软件，其
中的网格剖分算法、图形平台、核心计
算等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该软
件能结合岩土地下工程施工过程，将
地下情况由平面变得立体，更精确地
描述、模拟、分析地下施工情况，实现
快速建立模型，打破了过去一直被国
外公司垄断的行业旧貌。

上海地铁隧道需要定期进行检查
维护，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根据上海
申通集团对地铁维护项目的需求，“同
岩土木”研发了便于进行定期维护用的
产品，把自行研发的系统植入手机、平
板电脑等便携式智能终端仪器，把过去
的文本化状态变成数字化信息，使地铁
的检查和维护更加方便快捷。

在数字化信息高速发展时代，刘
学增的经营目光和理念放得更加长
远：注重“建养一体化”，强调岩土及地
下工程“生命周期”信息管理，为工程
建设期的数据到养护期的数据管理服
务。“相当于为没有生命的项目工程建
立起有生命的风险基因库。”刘学增解

释说，“比如针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涉及到以后运营过程中的养护，综
合多方面来寻找病害的成因，然后再
找解决对策，属于“对症下药”，能在最
短的时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地下工程分析计算软件与地下工
程数字化研究、地下工程3D实时信息
化建模技术、全生命周期工程数字化
管理平台、工程远程实时自动监测系
统、隧道结构快速检测与诊断技术
……刘学增带领的高科技团队，正走
出“象牙塔”走向市场，把一项项科研
成果转化为促进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
生产力。如今，上海地铁检查维护、长
江隧桥建设、厦门海底隧道建设，以及
贵州省交通厅隧道运营养护系统、江
西井睦高速整条线的“建管一体化”数
字化系统等重点项目，纷纷与“同岩土
木”联姻结亲，“同岩土木”也因此被业
界喻为数字化时代的“土行孙”。

创业十年来，“同岩土木”从最初
的8名员工200万元年产值，到如今的
60多名员工4000多万元年产值，不仅
企业得以发展壮大，还获评全国高新
技术企业、上海市首批创新型企业等
10多项省部级荣誉，分别拥有14项专
利和软件著作权；刘学增个人也收获
了上海市科技活动标兵、上海市优秀
技术带头人、杨浦区青年创新奖、杨浦
区第八批拔尖人才、教授级高工、同济
大学硕士生导师等荣誉，成就了另一
番事业和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