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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男，侗族，1978 年 10 月生，湖北宣恩人，中共党员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现任河西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1997.09-2001.06：甘肃工业大学建筑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2001.09-2004.06：兰州理工大学结构工程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 

2004.09-2007.12 ：兰州理工大学结构工程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1997.09-2001.06 ，甘肃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建筑工程专业大学学习； 

2001.06-2001.09 ，等待上学； 

2001.09-2004.06 ，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结构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 

2004.06-2004.07 ，待业； 

2004.07-2007.09，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助教；                                 

2007.09-2009.07，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讲师；                                 

2009.07-2010.12，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                               

2010.12-2012.07，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建筑工程系副主任；             

2012.07-2016.03 ，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副教授，教授，副院长(其间：2013.09-2014.01， 

挂职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                                               

2016.03-2018.09，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院长； 

2018.09-2020.03，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院长，党委副书记 (兼)  (其间： 

2019.03-2019.05，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第 54 期中青班学习) ；            

2020.03-2021.08，陇东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其间： 2020.09-2020.10，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行政学院) 省属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修班学习； 2020.10-2021.01，中共中央党校第 3 期中青年干部培训四班学习) ；           

2021.08--2021.09 ，中共武威市委委员、常委； 

2021.09--2022.07 ，武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其间： 2021.09--2021.12，甘肃省委党校第 58 

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厅局级班) 学习) ； 

2022.07--2023.03 ，武威 市委 常委 、宣传部部长 ，市新 时代文 明 实 践 中心办 公室主任 

(其间： 2022.02--2023.01 ，挂职任国家能源集团科技部副主任) ； 

2023.03--2023.04 ，河西学院党委副书记； 
2023.04—至今， 河西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混凝土结构设计；特种结构 

 钢筋混凝土梁柱基本构件破坏形态设计与试验；基坑与边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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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及毕业设计；钢筋混凝土楼盖设计；钢筋 

混凝土单层工业厂房设计 

 支挡结构；工程结构抗震理论；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 
 

 

《岩土工程学报》审稿专家；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审稿专家； 
《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 审稿专家；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审稿专家；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审稿专家； 

《振动与冲击》 审稿专家； 
《中国公路学报》 审稿专家； 

《应用力学学报》审稿专家； 

《工程地质学报》审稿专家； 

《水利水电技术 (中英文) 》特约审稿人；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审稿专家； 
《兰州理工大学学报》审稿专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教育部学位中心学位论文通讯评议专家；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甘肃省科技评价及奖励评审专家； 

河北省科技奖励评审专家库成员； 

兰州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专家；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技术专家； 
甘肃省建筑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甘肃建投集团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特邀委员(2019.5-2021.5)； 
兰州理工大学第七届学术委员会委员(2017.7-2021.6)； 

兰州理工大学第七届学术委员会学科建设专门委员会委员(2017.11-2021.6)； 

兰州理工大学第七届学术委员会师资聘任与学术道德专门委员会委员(2017.11-2021.6)；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第四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2018.6-2021.5)；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2018.6-2021.5)。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非饱和土与特殊土专业委员会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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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 特邀评估专家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第六届教育工作委员会 委 员 

甘肃省建筑业联合会 (2017-2020) 副会长 

甘肃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 (2016-2020) 副会长 

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 

甘肃省建筑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深基坑支护和边坡加固 
 

 

[1]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21JR11RM052)：湿陷性黄土地区桩基础响应理论分 

析与试验研究， 6 万，项目主持人， 2022.1-2023.12 ，立项在研。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51568042) ：深基坑排桩预应力锚杆支护理论分析与试 

验研究， 40 万，项目主持人， 2016.1-2019.12 ，已结题。 

[3]  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兰州地区深基坑组合支护结构理论分析与试验研究， 25 万， 

项目主持人， 2014.1-2016.12 ，已结题。 

[4]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1208RJZA158) ：兰州地区复杂超深基坑桩锚支护研究， 

3 万，项目主持人， 2012.10-2014.10 ，已结题。 

[5]  兰州理工大学红柳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Q201108) ：兰州地区深基坑支护 

设计理论分析与试验研究， 12.5 万，项目主持人， 2012.1-2016.12 ，已结题。 

[6]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2011BAK12B07) ：白龙江流域滑坡泥石流工程防治 

技术研究与示范， 764 万，参加(排名 8-20)， 2011.04-2015.03 ，已结题。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50978129) ：永久性柔性边坡支挡结构的地震作用与动 

力稳定性分析， 36 万，参加(排名 2-9)， 2010.1-2012.12 ，已结题。 

[8]  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项目编号： 1302FKDA030  ) ：甘肃陇南成州民用机场高填方 

跑道土基处理试验及灾害防治研究 ，200 万，参加(排名 6- 16)， 2013.04-2015.03 ，已 

结题。 

[9]  甘肃省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大横向)：甘肃陇南成州民用机场高填方跑道土基处 

理试验及灾害防治研究， 328 万，参加(排名 4- 11)， 2013.4- 2014.12 ，已结题。 
[10]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2013-07)：兰永一级公路深挖路堑高边坡设计 

优化及加固措施研究， 70 万，参加(排名 7-26)， 2013.6- 2015.6 ，已结题。 
[11]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2013-06)：兰永一级公路软弱路基处治技术研 

究， 70 万，参加(排名 7-22)， 2013.6- 2015.6 ，已结题。                          

[12]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地铁车站基坑支护选型及基坑地下水处理措施 

研究， 26 万，参加(排名 2- 12)， 2012.1- 2013.12 ，已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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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兰州理工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编号：BS04200902) ：框架预应力锚杆柔性支护结构 

的理论分析与试验研究， 5 万，项目主持人， 2009.1-2011.12 ，已结题。 

 

[1]  陇东深厚黄土地基桩基础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第三)， 

2021 

[2]  2021 年度《水利水电技术(中英文)》“优秀审稿专家”， 2021 

[3]  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产学研用”四位一体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甘肃省教学成 

果二等奖(排名第二)， 2021 

[4]  2019 年度、2020 年度 《工程地质学报》“优秀审稿专家”， 2019 ，2020 

[5]  兰州理工大学首届红柳“卓越教学奖”， 2019 

[6]  边坡滑坡泥石流防治结构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四)， 

2019 

[7]  湿陷性黄土工程与地质灾害防治， 兰州理工大学 2016-2018 年科技工作先进团队 (排名第 

三) ，2019 

[8]  2019 土木工程雁塔学术论坛特邀报告： 兰州地区深基坑支护的工程实践与几个问题思考， 

2019 

[9]  第十三届全国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学术大会基坑与地下工程论坛特邀报告：西北地区深大 

基坑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 2019                                                                                                 

[10]第十九届中国西部高校土木工程学院院长(主任)工作研讨会特邀报告：西部地区地方 

院校建设高水平土木工程专业的改革与实践，2019
 

[11]第十届全国基坑工程研讨会暨第一届全国可回收锚索技术研讨会大会报告：折线型咬合 

桩围护结构承载特性分析及应用研究， 2018                                                                             

[12]第十届全国基坑工程研讨会暨第一届全国可回收锚索技术研讨会，组委会主席， 2018     

[13]白龙江流域滑坡泥石流工程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甘肃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 

等奖(排名第五)， 2017
 

[14]第二届全国非饱和土与特殊土力学及工程学术研讨会特邀报告：西北地区深基坑支护结 

构系列研究与工程实践， 2017                                                                            

[15]第二届全国非饱和土与特殊土力学及工程学术研讨会，组委会主席， 2017 

[16]兰州理工大学“师德标兵”，2017                                                                    

[17]兰州理工大学“红柳骄子”年度人物奖—我最喜爱的老师， 2017 

[18]兰州理工大学 2017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校级答辩二等奖指导教师(杨丰源)， 2017         

[19]兰州理工大学 2016 年就业工作院长荣誉奖， 2016                                                                 

[20]第四届全国高校土木工程专业大学生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指导教师(排名第2)， 2016 

[21]第九届全国基坑工程研讨会摄影大赛一等奖， 2016 

[22]兰州理工大学 2016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校级答辩一等奖指导教师(班鑫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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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兰州理工大学第二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2015                                                      

[24]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三等奖指导教师， 2015                                              

[25]兰州理工大学第七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一等奖指导教师， 2015                              

[26]兰州理工大学 2015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校级答辩一等奖指导教师(方登甲)， 2015 

[27]兰州理工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 2015                            

[28]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加筋土挡墙设计大赛(旭域杯)三等奖指导教师， 2015 

[29]RBS 定向公益基金 2014-2015 年度“安筑计划”大学生乡村原生建筑抗震调查征文二等 

奖指导教师， 2015                                                                                                                         

[30]第三届全国高校土木工程专业大学生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指导教师， 2014                         

[31]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二等奖指导教师(排名第2)， 2014                                  

[32]第九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2013                     

[33]兰州理工大学“优秀班主任”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10 ，2011 ，2012， 

2014 

[34]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工会积极分子”，2005                                

[35]兰州理工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006                                                        

[36]建工七七奖励基金“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奖”，2006                                    

[37]兰州理工大学“三育人奖”，2008 ，2013                                                    

[38]兰州理工大学“工会积极分子”，2010                                                        

[39]兰州理工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优秀，2013 ，2014 ，2015 ，2017                    

[40]兰州理工大学“教学优秀奖”，2008 ，2010 ，2011 ，2014 ，2015 ，2016 

[41]西部地区地方院校建设高水平土木工程专业的改革与实践，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 

等奖(排名第四)， 2016 

[42]西部地区地方院校建设高水平土木工程专业的改革与实践，甘肃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厅级奖(排名第四)， 2014 

[43]土木工程结构设计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与系列课程改革实践，甘肃省教学成果一等 

奖(排名第五)， 2012 

[44]结构设计课程教学团队，国家级教学团队(排名第七)， 2010                                               

[45]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精品课程建设，甘肃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五)， 2008       

[46]永久性柔性边坡支挡结构的地震作用分析与设计，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二) ， 

2012 

[47]永久性柔性边坡支挡结构的地震作用分析与设计，甘肃省建设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二)， 2011 

[48]强透水性承压水深基坑降水与支护技术系统性研究，甘肃省建设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 

第四)， 2012 

[49]支挡结构的分析与设计研究及其在黄土地区的应用，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三)，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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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支挡结构的分析与设计研究及其在黄土地区的应用，甘肃省建设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 

第四)， 2007 

[51]黄土地区深基坑支护结构实验分析研究， 甘肃省建设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九) ，2005 
 

 

 

[1]  朱彦鹏， 罗晓辉， .  支挡结构设计(新世纪土木工程系列教材) .  北京：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8 年 6 月， ISBN：978-7-04-023625-5. 

[2]  朱彦鹏， 王秀丽， .  支挡结构设计计算手册.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4 

月， ISBN：978-7- 112-09088-4. 

 

[1]  ，郝哲， 李永靖主编.  基坑与边坡工程.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ISBN：978-7- 114- 14130-0. 

[2]  朱彦鹏主编， 等参编.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学习指导.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 ISBN：7-5624-2862-X. 

[3]  朱彦鹏主编， 、马天忠、张贵文、刘占科等参编.  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设计指南(土 

木工程专业课程设计指南系列丛书)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年 6 月， ISBN： 

978-7- 112- 12076-5. 

[4]  朱彦鹏，王秀丽主编， 等参编.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基础考试模拟试题解析及点评(执 

业资格考试丛书)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4 月，ISBN：978-7- 112- 13080- 1. 

[5]  朱彦鹏主编， 、马天忠、王春青等参编.  混凝土结构设计(第 2 版) .  上海： 同济大 

学出版社， 2012 年 8 月， ISBN：978-7-5608-4845-7. 

[6]  朱彦鹏、邵永健主编， 、马天忠、张贵文、来春景等参编.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普 

通高等教育土建学科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 

ISBN：978-7- 112- 14920-9. 

 

[1]  令永强，周勇，杨校辉，张康康，朱亚薇，罗玉博。一种监测混凝土表面裂缝的装置， 

2017 年 5 月， ZL 2016 2 1203194.6。 

[2]  令永强， 周勇， 杨校辉，朱亚薇， 张康康， 师占宾。一种可回收式压力分散型锚杆， 2017 

年 5 月， ZL 2016 2 1202966.4。 

[3]  周勇，叶炜钠，叶帅华。单支手用理心丝锥， 2018 年 7 月， ZL 2017 2 1774994.8。 

[4]  周勇，赵元基。基于 Abaqus 二次开发的深基坑桩锚支护滑裂面搜索及动态稳定性分析软 

件，2019 年 10 月，证书号：软著登字第 44440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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