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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刚教授是北京科技大学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材料环境腐蚀平台主

任，中国材料环境腐蚀与防护领域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他长期坚持材料环境腐蚀机理应用基础

研究，获得了钢铁等材料在大气、土壤、海洋环境的腐蚀规律。他领导创建了国内最大的材料环

境腐蚀试验与共享的规范化平台和国内数据量最大的腐蚀数据库，发展了环境腐蚀试验系列化新

技术，为解决航天、海洋、石油等国家重大工程的材料腐蚀难题提供了技术支撑，解决了“天宫

一号”重大腐蚀难题，为其按时发射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对发展我国材料环境腐蚀学科做出了

创造性贡献。李晓刚教授一心一意地耕耘在自己钟爱的材料腐蚀领域里，这种溢于言表的爱，通

过他的一言一行感染着每一个接近他的人。他用三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工作实现了自己的科研梦，

并会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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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界和学界，李晓刚教授的学术成就蜚声海

内外。他担任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材料环境

腐蚀平台主任(2005至今)，是“海洋工程装备材料腐
蚀与防护关键技术基础研究”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图1)。迄今为止，李晓刚及合作者已发表EI收录论
文113篇，SCI收录论文226篇，引用总数5000多次；
出版专著9部(第一作者7部)，译著1部，主持编辑出

版国内首部“腐蚀学科进展报告”；主编教育部规

划教材1部；授权国家专利35项。培养博士后5名、
博士46名、硕士78名。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排名第一)；获省部级和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7项(6
项排名第一)。他曾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北京市百名科技领军人物”、执行“十一五”国

家重大科技计划优秀团队奖等荣誉称号，在国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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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李晓刚教授向北京科技大学张欣欣校长介绍国家材料环境腐蚀平台

行中已经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漫漫学术路 铸就科研梦

时光追溯至1987年初春，李晓刚从西北工业
大学硕士毕业来到东北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由于大

学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后的空闲状态，突然间就有了

“失业”的感受。经过反复斟酌与思考后，随即与

同事兼伙伴赵杰(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一起来到
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当时的四大博士后之一

的朱世杰(现在日本福冈大学任教授)处。朱世杰在
师昌绪院士门下，负责一项“高温炉管损伤专家系

统”的科研课题。“将来所有的知识都将电子化，

并成为数据库和专家系统。”朱世杰的一席话深深

地触动了李晓刚。从此，李晓刚的主要研究方向之

一就成为推进相关专业知识的电子化。而“我们已

经来到大数据之河的旁边，谁先渡河，谁前进的步

伐就一定领先；谁要是不渡河，就将永远留在历史

长河的另一边”也就成为李晓刚提出“材料腐蚀信

息学”的初衷和理由。

白驹过隙，日光荏苒。1997年仲夏，李晓刚
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师昌绪院士门下博士后

出站，来到北京科技大学腐蚀与防护中心工作，

继续追逐自己的科研梦想。在王光雍教授的推荐

下，他来到师昌绪院士多年来组建与领导的“全

国材料环境腐蚀站网”工作，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会的支持下，开展材料在大气、土壤和海水等

典型自然环境下的腐蚀数据生产、

积累与规律研究等工作。由于当时

国内观念的转变、组织的复杂性和

技术水平限制，数据共享工程工作

一波三折，发展并不顺利。随着中

国科学数据共享香山科学会议召

开，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发展基

本进入轨道。发展至今，在科技部

成立了国家科技条件平台中心，建

成了3 8个科学数据共享网构成的
“中国科技资源网”。李晓刚作为

这一工作的首批参与者，负责打造

其中的“材料环境腐蚀数据共享

网”及其试验台站的建设。

伴随着材料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与进步，2007
年中秋，全国材料自然环境腐蚀试验台站，在科技

部“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原则指导下，建

成了30个国家级的自然环境腐蚀台站和研究中心的
组成的新体系，“材料环境腐蚀数据共享网”是其

工作和数据汇交网站。2012年冬，《材料科学系统
工程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版材料基因组计划》重

大项目启动，近40位院士和大批顶级的材料专家参
与了该项目，提出建立三大国家级材料数据平台的

具体建议，加快提出“中国版材料基因组计划阶段

性咨询报告”的进度，并尽快落实。

让李晓刚倍感欣喜的是，他20多年来的研究工
作其实就是材料腐蚀基因组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在

李晓刚热切地期待三年后，“中国腐蚀与防护网”

作为一个集材料腐蚀数据及其各种环境数据的自动

采集与实时入网入库、材料腐蚀数据与信息管理、

查询、挖掘计算、模拟仿真和工程管理于一体的共

享开放服务平台，不仅受到材料腐蚀研究人员、工

程技术人员、商务工作者热爱，而且还成为所有关

心材料腐蚀数据和信息的人员方便使用的平台，从

而为中国版材料基因组计划添砖加瓦。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以李晓刚

团队为代表的研究队伍，在多年工作的基础上提出

了腐蚀大数据原创性概念，结合多年数据积累与数

据库建设、建模、模拟仿真、共享和工程应用系列

化的工作，提出利用腐蚀信息学或腐蚀基因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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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于物联网的腐蚀学科新模式，这一成果为世

界顶级科学杂志Nature所接受。这不仅是我国腐蚀学
科，也是世界华人腐蚀研究者首次在Nature刊物上发
表研究论文！

以研领工 情系“腐蚀大数据”

材料腐蚀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和

环境灾难。由于材料腐蚀过程及其与环境作用的复

杂性，针对传统片断化的腐蚀数据已经不能适应制

造业和社会基础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等问题，李晓

刚团队在2015年11月26日出版的Nature杂志上提出了
“腐蚀大数据”的原创概念，并围绕这一概念，提

出处理“腐蚀大数据”理论层面的关键研究为：建

立标准化的“腐蚀大数据”数据仓库；“腐蚀大数

据”数据建模及其结果的数据图片表征；利用“腐

蚀大数据”进行腐蚀过程模拟仿真及其实验验证。

处理“腐蚀大数据”技术层面的关键研究为：“腐

蚀大数据”和环境数据的大通量高密度采集、无线

传输及入库；“腐蚀大数据”建模和仿真结果的工

程应用；基于“腐蚀大数据”概念的数据共享平台

建设与运行。以上方面构成了腐蚀信息学，即腐蚀

基因组工程的理论体系。三十年来，他们一直在从

事材料腐蚀数据积累、建模、仿真与共享和工程应

用工作。

在李晓刚眼中，大数据的含义很广泛：“现

在所说的大数据是什么？我的理解是社会上发生的

和腐蚀相关的所有信息，集成在一起就是腐蚀的大

数据。就目前腐蚀与防护学科所言的腐蚀速度是多

少，材料能用多少年都是腐蚀数据，是属于片断

的、碎片化提取的数据，不是‘大数据’。大数据

是指在服役材料衰变过程中，所有衰变数据和相关

环境数据的连续采集、建库与数据建模挖掘，这才

是腐蚀大数据。从这个意义来讲，腐蚀大数据是一

个非常广义的概念，所有的装备，包括这个星球所

有建筑物，所有的材料衰变的过程都涉及到腐蚀大

数据。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数值性数

据、照片、录像、文字等记录下来的过程数据，某

种程度上就是腐蚀大数据。”

李晓刚认为，进入大数据时代，在防腐技术

上必须构建大数据平台，且不应只有中国腐蚀与防

护网一家，应该以此为范本，囊括学科类型的平台

如设备服役平台以及应用类型平台如管线工业、石

油石化企业的安全设备部门。军队、造船、航空航

天、水利等各部门都应积极行动起来，按照统一构

架打造腐蚀网络数据库，每个行业或部门各成为一

片腐蚀数据云，最终集成形成云数据。在云技术的

支持下，我国的腐蚀防护技术尤其是监测、检测技

术就会突飞猛进或者说是跨越式的发展，这对安全

生产产生的益处显而易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

防腐蚀体系都会往前进化一大步。“当然，现在我

们处于刚起步的阶段。我希望中国腐蚀与防护网作

为一个标杆，成为大家建造数据库的一个模板，如

果各生产部门都能积极建造这样的数据云，然后再

构成一大片云，这个过程是广义的，绝对不光是防

腐蚀的问题，还会产生其他的高精尖的、高级的安

全生产技术，一定会产生的！这也是目前国家开展

材料基因组工程重大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和精髓所

在。”李晓刚如是说。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李晓刚秉承应用基础

研究、科技数据积累与共享和工程应用三结合的原

则，以解决工程实际材料腐蚀难题为最终研究目

的，将积累的大量材料腐蚀数据广泛应用于工程实

际，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防腐蚀工程水平，为我国

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在李晓刚团队的带领

下，国家材料环境腐蚀平台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我国

大气、土壤和水环境等自然环境中材料腐蚀数据和

环境因素数据，完成了全球范围最大规模的腐蚀投

样及数据积累工作。这一平台整合建成了由31 个
国家级试验站和材料腐蚀平台中心构成的国家材料

环境腐蚀试验研究基地，构建了国家材料环境腐蚀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开通了门户网站——中国腐蚀

与防护网，体现了大数据在防腐技术方面的充分应

用，是材料基因组工程获得成功应用的一个重要示

范和案例。

言传身教良师意 桃李不言自成蹊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李晓刚始

终心系教育，注重培养团队中的年轻人，将团队的

进步看得比个人发展重要得多(图2)。李晓刚所领
导的团队已经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百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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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本科生做培训报告，曾在

谈及人才问题时提到，教师应

认真对待不同青年学子的长处

与特点，要合理运用学生的优

缺点，而培养科技型人才“光

有自然科学知识还不够，必须

有很高的人文素质才能成为

大师，人文素质来自于真善

美。”“必须看到自己的社会

责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竞争的年代其实是素质

的竞争，独立完整的心理素质是

根本，而知识积累可明显提高心

理素质。”他将自己的人生智慧，转化为一句句贴心

教诲传递给青年学子。

李晓刚认为教授的主要工作应该集中在“读

书、写作和思考”上，读书应该成为教授们或者教

师们的信仰！应该博览群书，敬仰经典！写作是教

授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是以才学识作为对国家、社

会贡献的途径，是比读书高一个层次的事情。思考

最重要，是方向问题，是比写作再高一个层次的问

题。李晓刚也很关注当代大学建设。“我们的老祖

宗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大学的定义‘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以史为鉴，他将中西方大学的历

史以简练的语言浓缩，并以理性思维进行思辨分

析，提出了现代中国大学的定义：以自身历史积淀

为基础，赶超世界科技与文化的先进水平，成为国

家创新研究和创新人才培训基地，引领我国和世界

科技文化发展。“我们这一代是为你们搭平台，你

们这一代人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

当李晓刚谈到自己的科研体会时，他说，科

学研究一定要钻进去，要有想法，没钱并不可怕。

他认为科研人员应该做到目标坚定、持之以恒、惜

时如金、不能腐化，注重原创性研究成果，同时应

重视社会需求及研究实际效果，要加强团队密切合

作，共同推进材料科学技术的进步。

三十年磨一剑。在谈到取得的成就时，李晓

刚表示，这都是集体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老一代

腐蚀工作者奠定的良好基础。其次，归功于研究集

体的协同劳动，为了实现在Nature刊物发表论文的

梦想，多年来课题组已经多次努力，把最好的基础

研究成果开展集体讨论，寻找基础研究的突破口。

比如，在这次Nature论文的发表中，年轻教师张达
威师资博士后、刘智勇副教授、杜翠薇教授和董超

芳教授都起了重要作用。又如，在上次解决“天宫

一号”重大腐蚀难题，保证其按时发射的攻坚工作

中，也是集体力量发挥重要作用，肖葵研究员、高

瑾研究员、程学群研究员、吴俊升研究员和卢琳副

教授均参加了夜以继日的试验工作，最后受到航天

总指挥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北京科技大学在我国

航天事业中的精彩亮相”。

如今，勤奋、严谨的李晓刚依然以身作则地践

行着“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人生信

仰，也仍然孜孜以求地在字句修饰的科研世界里续

写着绚丽的华章。

作者简介：孙金(1994 —)，男，汉族，学士，北京科
技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通信工程专业，在党委宣传
部从事文字编辑、校报学生记者工作。荣获2014年首都大
学生记者基本功大赛三等奖、2014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北京市二等奖、2015年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博弈竞赛一
等奖。获“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

吴钰重(1984—)，女，汉族，硕士，2009年毕业于北
京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从
事编辑工作。担任《北京科技大学校报》编辑，北京科技
大学官方微信主编，《金属世界》杂志社特约撰稿人。荣
获2011年北京市高校校报好新闻消息类三等奖、2013年北
京市高校校报好新闻通讯类一等奖、2014年北京市高校校
报好新闻通讯类三等奖；荣获2013年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
通讯类二等奖。获“2012年北京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图2 李晓刚教授注重培养团队中的年轻人—— 指导青年教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