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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2016.07-至今 南京工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教授

2010.06 -2016.07 南京工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副教授

2006.7-2010.06 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讲师

教育背景

2001.09-2006.07，南京工业大学土木学院 博士（岩土工程）

1996.09-2000.07，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勘测系 学士（建筑工程）

研究领域

1. 土动力学

2. 岩土地震工程(地铁地下结构抗震与减隔震、桩基抗震、隧道工程)

3. 固体废弃物土木工程再利用技术

4. 城市深开挖风险预测与控制

5. 建筑结构振动与智能控制

主讲课程

本科生课程：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地下工程施工

研究生课程：隧道结构设计与施工

招生方向

岩土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土木与水利工程、地质工程等

科研项目

主要纵向课题：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978333)，强震区地铁地下车站结构的减隔震控制理



论与效能研究，2020/01-2023/12，主持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778290)，地铁地下车站结构抗震弹塑性工作性态与

性能化实用分析方法研究，2018/01-2021/12，主持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278246)，强震下液化场地流滑运动机理及其对地铁

地下结构的影响研究，2013/01-2016/12，主持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50808100)，液化侧向大变形条件下地铁车站结构抗震

性能及其试验研究，2009/01-2011/12，主持

5. 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BE2020711），废旧轮胎橡胶颗粒加筋复

合土力学特性与应用研究, 2020/07-2023/6，主持

6. 中国地震局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重点实验室重点专项(2020EEEVL0301), 长三角深

软场地地震响应与液化判别示范研究, 2020/07-2023/6，主持

7.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BK20141458），考虑多效应耦合时城市轨道交通高

架结构抗震性能研究，2014/07-2017/06，主持

8.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KJA560001），基于性态的地铁地下结构抗

震性能及其评价体系研究，2016/07-2019/07，主持

9.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07KJB560040），液化大变形条件下地铁结构

成灾机理及其控制方法研究，2007/07-2009/07，主持

主要横向课题：

1.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明挖装配整体式有柱地下车站结构整体抗震性能

研究，2019/6-2021/06，主持

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GIL 管廊结构地震响应分析及抗震设

计方法研究，2019/6-2021/06，主持

3.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松散堆积体大型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

2013/06-2014/06，主持

4. 江苏省岩土工程公司，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深井挖施工引起的连锁破坏效应及其对策研

究，2013/07-2015/07，主持

5.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风电母线槽、电源柜、通讯设备等数十个电气通讯设

备抗震性能振动台试验研究，2012/07-至今，主持

学术兼职

1. 中国地震学会岩土工程防震减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2016-

2.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地下工程分会理事 2014-

3. 中国地震学会基础设施防震减灾专业委员会委员 2020-

4.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地基基础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2020-



5. 江苏省地震学会地震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0-

6. 南京市土木建筑学会常务理事 2019-

7.《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委 2019-

8.《地震科技进展》编委 2019-

9.《隧道与地下工程灾害防治》编委 2018-

10. 国际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学会会员

奖励荣誉

1.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7）

2.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16）

3.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7）

4. 中国地震学会“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2019

5. 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8

学术成果

已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三十余篇，论文总他引超过 2500 次。其中，SCI 收录论文 27

篇，EI 收录论文近六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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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材、著作、参编规范

[1]. 庄海洋，陈国兴. 《地铁地下结构抗震》. 科学出版社, 2017. (入选“十三五”国家重

点出版物规划项目：重大工程的动力灾变学术著作丛书)

[2]. 庄海洋, 于旭. 《土-桩-隔震结构动力相互作用》.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