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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守護者－國家發明創作獎得主王仲宇教授 文／校園特派記者張立偉

中央大學橋梁中心主任王仲宇，以「結構物內鋼筋尺寸檢測裝置」榮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3年國
家發明創作獎之肯定。張立偉攝

以土木界醫生自居的中央大學橋梁中心主任王仲宇，最近以「結構物內鋼筋尺寸檢測裝置」

榮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3年國家發明創作獎之肯定，他不僅擁有多項專利，也提出許多有前

瞻性的思維，鼓勵同學們掌握基本功，未來必能飛得更高更遠！

簡單的道理　就可以發明

「這幾年我在做兩件事：教學生做醫生，土木的醫生。第二就是算命，算這個結構物能夠活

多久。」王仲宇妙語如珠說，土木很多結構像是鋼筋混泥土結構蓋好後，鋼筋、孔洞的位

置，由於竣工圖保存沒很好，加上很多民間房子鋼筋尺寸不知道是否有按照規定做或是遇上

天災產生瑕疵，身為土木醫生、診斷師，當然要想個辦法去解決。

由於傳統的非破壞檢測法在探求結構內部組成物尺寸時，有其拘限性與困難度，放射線儼然

成為最後的「屠龍刀」，利用底片加上Gamma ray一照，配合幾何投影的概念反推回去，從

幾張底片的交線，就能知道這個物理空間的位置、尺寸，這其實是很簡單的觀念，王仲宇笑

說，「但簡單的東西最實用。」

其實王仲宇有許多專利，都是靈光乍現，用簡單的觀念或材料，運用在恰到好處的地方，例

如「新型鋼筋腐蝕檢測法」就是利用光纖對於拉長應變非常敏感的特點，把光纖繞一圈在鋼

筋上，若鋼筋腐蝕就會膨脹，光纖信號就會脹開，這麼一來就可以長期監測結構物的劣化腐

蝕情況。「腦袋靈活一點、跳出傳統框架去看問題」是王仲宇強調的兩件事，即使是很簡單

的東西，也可變成有用的發明。

謙虛獲獎　功歸學生

這次得獎的裝置需要用到放射線來檢測，恰好旗下博士生彭朋畿有檢測技師執照，對於得獎

這件事，王仲宇很謙虛的表示一切都是學生的功勞。從申請獎項到發表，都是學生一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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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也特別讚賞學生在發表時把產品包裝得很好。王仲宇指出，行銷手段、產品表達非常重

要，必須讓人相信自己的產品是有用的。王仲宇也強調自己只是順水推舟給一個想法，而好

的學生會將教授的想法貫徹執行，舉一反三，他認為這是教學最大的樂趣。

橋梁守護者　積極研發新技術

中央大學擁有全台灣唯一一個橋梁工程研究中心，是民國84年時由王仲宇和蔣偉寧等幾位教

授共同成立的，由於橋梁可以說是把土木工程整合的結構物，當時王仲宇向公路總局提出一

個計畫：全台六十餘座橋梁需要檢查。也在那時發覺要「精確掌握數據，才有科學價值」有

如此之遠見，才讓中央大學在這方面獨步全國。 　　

當時起步的早，扛著許多壓力，高額人事成本需要支付，到後來接下許多重要案件，包括桃

園機場南北跑道連接橋梁的飛機載重實驗、普悠瑪號的測試、高鐵通車前的測試等，雖然每

個工程都十分繁雜，但王仲宇提到這些事蹟，臉上堆滿笑容，以這工作為榮。

強調跨領域　基本功要扎實

王仲宇在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就讀航空工程暨工程力學系，在當時他感受到美國教很多

聲、光、電、熱、磁、力的基本物理概念，並發展成感測器、監測器來做結構物的診斷與檢

測，也感受到台灣的土木系比較侷限在傳統力學，因此他回中大後，把在美國體會到土木系

最需要的量測學帶進來，教學生玩電路、示波器、資料擷取器、及量測原理，讓學生開始對

量測、檢測有概念。當時雖然有質疑的聲音出現，但王仲宇認為這將來一定有用，後來也證

實這是很有前瞻性的想法。

王仲宇強調，跨領域就是未來，一定要能夠走出去，跟別人結合，但基本功也要做好，科技

不斷演進，學生畢了業一定有新的東西出現，如果物理數學化學生物都很好的話，就可以擴

展出去，才不致於被淘汰。

他特別提到有次因緣際會下幫鍾萬勰院士申請來台，進而成為忘年之交。鍾萬勰以《易經》

的「中行獨復，以從道也」作為座右銘，影響他甚大。意思是有一個人走在路中間，突然獨

自回走，因為發現他走得道已經不正了，必須回到原點再出發。同樣的，許多力學的理論走

到一個地方是卡住的，卡住就必須重新回到基本力學再出發，放棄很多現有觀念跟框架，再

重新用基本的原理再推導，衍生出來的東西是更廣更大的，就像是發現新的寶藏，這也是做

為研究人的樂趣所在。

對傳統文化的反思　盼開啟跨界對談

身為科學人的王仲宇，對中國傳統文化也十分重視，他認為現在很可惜的是大家都受西方科

學影響太大，其實中國古代科學文化是博大精深的的，現在科學的東西跟古人比起來簡直只

是皮毛，他特別強調，做科學人，人文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只做一個無聊的工程師，對文

學、藝術要多涉獵一點，自己最近在煉功、打坐外，也開始拜師學寫書法，從書法的文字結

構中領悟出許多美感的道理。

王仲宇指出，從大尺度來看，中大是很有機會的，我們都是研究大環境科學，包括地球物

理、遙測、太空及大氣物理、氣候變遷、防災模擬。中大另一個特色是規模適中，跨領域整

合是比較容易的，他以劍橋大學的噴煙制度為例，認為應該多找一些教授，跨領域合作，大

家一起想一個題目或對談，相信可以激盪出許多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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