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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开路，铸成国之重器 

天津大学 

 

一、案例概述 

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通过超前谋划建立专项档

案制度，积极培养档案管理人才，创新档案管理流程、深挖

档案资源信息，根据设施建设发展需要，高效精确地提供各

类档案资源信息，满足设施各参建单位利用者需求，为设施

管理决策、工程设计、建设管理、技术攻关等提供了最直接

的依据和参考，保障设施顺利超前预研、攻关筹备、复工复

产，稳步推进了各项建设工作，为项目计划的推进、关键技

术的攻关、安全质量的保证、项目投资的控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当前设施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效果良好，助力设施建

设稳步推进。 

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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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背景 

当前，大科学装置已经成为衡量创新主体和地区科技水

平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

家战略方针、重大工程安全需求指引下，2018 年 8 月国家发

改委批复立项，建设开放共享、揭示复杂岩土介质与水动力

环境中重大工程动力损伤机理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是继贵州“天眼”之后的又

一“国之重器”，也是我国地震工程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装备

最先进的国际一流地震工程科学中心，对大幅提升全社会减

轻自然灾害风险能力，填补领域科研工程资料空白，发挥极

大作用。随着地震模拟设施的筹备建设，切实形成项目档案

的制度化、规范化、数字化的一体化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体

系，成为新形势下大科学装置档案管理的重要任务，可为实

现设施建设科学有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大科学装置作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科

技变革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新基建”创新基础设施，它的

档案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科研仪器及装备，也有别于一般的基

建项目，是具有工程和科研双重属性的长周期复杂巨系统，

堪称大科学装置的成长史和纪录片。其特点主要体现在：（1）

项目建设周期长，在预研、筹备、建设和运行的不同阶段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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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形成具有重要利用价值的资源信息；（2）具有科研和工程

双重属性，需要在工程建设中开展很多研究试验和技术攻关，

研制大量非标设备；（3）档案范围庞杂，分类具有独特性，

须根据开发利用需要建立合理的档案分类体系。自 2010 年

起，设施团队就开始跟踪研究地震模拟设施建设，积极开展

前期谋划和预研工作，同步启动了项目档案管理工作，归档

了一定数量的科研资料信息，同时借助学校新校区基建档案

资料，具备了地震模拟设施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物质条件。

由于地震模拟设施建设在国际上实例罕见，迄今为止，世界

范围内无同等工程资料可供参照，项目建设难度高、可参考

经验少、系统档案空白是项目建设的难点。因此，必须充当

探路者，开先河、书史册，充分开发利用现有档案资源，作

为项目建设管理决策及工艺设备研发的参考和依据，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系统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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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做法 

（一）建立专项预研档案，超前谋划展新篇 

“十年磨一剑”，自 2010 年 1 月起，设施团队就开始跟

踪研究地震模拟设施建设，围绕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

求，积极开展前期谋划和预研工作。由于时间跨度大、涉及

范围广、技术要求高，可参考资料匮乏，对项目团队提出了

很大的挑战。因此，设施组建专项工作小组，积极查阅前期

已有科研数据档案、走出去调研搜集有价值资料、同步开展

试验样机数据采集，通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建立了“大型地

震模拟振动台以及多子台水下振动台台阵”的专项预研档案，

为当时的前期谋划和预研工作提供了系统的、高价值数据信

息。 

（二）立足需求科学分类管理，攻坚克难搞自主 

通过前期的探索和预研积累，设施于 2017 年 1 月正式

启动项目筹备工作。为了尽早赶超前沿科技，提升我国在国

际地震科研领域的话语权，形成的前期专项预研档案资料已

无法满足筹备工作需求，为此设施团队积极组织团队科研人

员研讨，征求各部门意见，结合项目特点及实际筹备需求，

将已有档案资料和新形成资料统筹分类，共设置现状趋势、

土建工程、工艺设备、配套设施、投资概算、运行管理等 6

大类资料，助力设施团队夜以继日攻坚克难，高效筹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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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证，提出了全局性、前瞻性和可靠性的设施建设方案。 

（三）建立全员、全过程责任机制，无惧疫情保精准 

2019 年 10 月，设施正式启动建设，同步开展土建工程

和工艺设备的建设工作。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对设施建设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设施团队以高度

的责任感贯彻落实各级疫情防控要求，提出“严格执行、及

时调整、高效用网、档案有备”的工作原则。制定了《天津

大学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项目档案管理细则》，打破

部门约束，成立档案管理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建立了全员、

全过程管理的责任机制，有力保障档案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有章可循、有制可依。从 2 月 10 日开始，全体成员进入云

办公状态，积极利用办公网和微信工作群，定期更新项目档

案资料目录，实现资料信息的实时共享，通过及时沟通交流，

可更好地了解档案利用者近期需求，引导获取更多有价值的

档案信息；建立内部档案电子信息系统，具备档案上传及检

索功能，形成高效快捷的档案信息化体系，帮助团队及时调

整建设计划和研发方案，制定了细致完备的复工方案，稳妥

有序推动项目复工。 

（四）建立专家智库大数据，助力设施高质量发展 

设施规模大、工艺先进、设计理念新颖，建设中将面临

诸多行业技术难题，如：大型振动台优化设计、水下振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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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大流量造流、软土地区超大超深基坑无内支撑支护变

形控制、自收缩混凝土配置与实施、高精度埋件加工与安装

等。设施团队积极整合行业专家资源，建立专家智库，定期

邀请开展学术交流、技术合作，结合已有档案中的模拟分析、

实验数据信息，在科学决策确保精品工程落地的同时，也书

写了此领域的首例专家智库类档案资源，成为设施建设发展

的强劲大数据动力。 

水下地震模拟振动台台阵(设施预研设备) 

（五）形成档案工作交流机制，查漏补缺与时俱进共促

发展 

设施制定了各类的档案工作交流机制：定期（每月 1次）

开展内部档案质量检查总结，查漏补缺、改进完善；定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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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 1 次）开展项目土建工程资料交底会与检查，保障工程

资料在建设过程中的质量；定期（每半年 1 次）邀请学校档

案馆开展档案管理工作交流与检查，不定期（每年 1-2 次）

邀请国家和天津市档案专家进行指导；不定期与其它大设施

进行档案管理工作交流。通过不同形式、类别的档案工作交

流，与时俱进，不断促进项目档案工作发展。 

 

 

 

 

 

 

 

 

 

 

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建设现场 

四、效果及影响 

档案资料信息服务于地震模拟设施项目的前期预研和

筹备建设，为管理决策、工程设计、建设管理、技术攻关等

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和参考，保障设施顺利超前预研、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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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复工复产，稳步推进了各项建设工作，为项目计划的

推进、关键技术的攻关、安全质量的保证、项目投资的控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通过日常对

档案资源信息的开发利用，切实产生了项目建设效益、深刻

改变了全员档案利用意识，对大科学装置档案的开发利用产

生了深远影响。 

1.设施团队率先提出兴建大型地震模拟振动台以及多子

台水下振动台台阵的建议，并被列入《国家发改委规划指南》。

2014 年，提出的“水下地震模拟振动台台阵研制”项目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专项资助，在世界范围内率

先开展了水下双子台地震模拟振动台台阵的设计研发，该项

目作为设施预研项目，取得了水下地震模拟振动台建造、地

震-波浪耦合模拟系统建造、地震-波浪耦合模拟模型试验等

关键技术突破，相应形成的档案资源为设施后续建设提供了

宝贵的前期技术支持。 

2.国家发改委分别于 2018 年 8 月、2019 年 6 月和 2019

年 12 月批复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投资

概算。在历时两年半的筹备阶段，共召开各类咨询会、研讨

会、论证会和评审会近百次，邀请国内外专家五百余人次，

切实解决了设施建造面临的大型振动台基础振动控制、水下

振动台防水气枕以及地震-流固耦合数值仿真分析等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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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问题 40 余项，使得设施的技术指标和综合性能进入国际

同类装置领先行列。 

3.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设施建设

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设施团队积极应对、科学决策，于

3 月 1 日正式获批恢复施工，成为天津市第一批复工复产的

科技创新重大工程项目。设施开工近两年来，各参建单位不

畏疫情考验，依法依规、稳妥有序开展了各项建设及科研工

作，设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了积极成效，攻关了超大

超深无支撑基坑支护、实验中心大体积混凝土浇筑、空气弹

簧-摩擦摆三维隔振支座、振动台台体优化设计、高频激励模

块分频复合控制、水下振动台控制、柔性无间隙造波板、无

反射主动消波控制、大流量造流水泵精细化模拟等一系列关

键技术，设施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预计于 2024 年按期建成

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