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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5日上午，中国力学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六次理事长、秘书长工作会议在中国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召开。会议由理事长杨卫主持，副理事长戴兰宏、方岱宁、袁驷、郑晓静、

周哲玮，秘书长杨亚政，专职副秘书长汤亚南，副秘书长段慧玲、胡国庆、詹世革出席会议。

学会秘书处部分工作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围绕中国力学大会-2017以及学会组织工作、奖励工作等内容进行了讨论。会议纪要

如下：

一、中国力学大会-2017筹备工作事宜

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方岱宁副理事长报告了学术工作进展。大会征稿工作已经结束，共

收到稿件3733篇。为了确保会议交流效果，大会学术委员会将于近期对专题研讨会自由投稿

摘要进行集中评审，并对参会注册和报告数量进行了规定：一是没有投递摘要或摘要被未被会

议接受将不被邀请参会；二是原则上一位参会代表仅可以在专题研讨会上做一篇报告。

汤亚南专职副秘书长报告了大会会务筹备工作进展。大会将于2017年8月13～16日在北

京召开。8月13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报到，8月14日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大会开幕式及大会

邀请报告，8月15日、16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分会场和专题研讨会。会议听取了会场、

交通、住宿、餐饮、物料、志愿者招募、会务接待等工作的筹备进展，以及学会60周年主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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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纪念短片、纪念画册等工作进展，明确了下一步工作要求。

二、组织工作

会议听取了教育工作委员会未上报理事会审批即开展竞赛活动的情况通报，确定教育工作

委员会应立即整改，今后应严格按《中国力学学会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编委会管理规定》

和《中国力学学会学术交流管理规定》执行。

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社会组织兼任职的有关规定，会议同意詹世革同志辞去对外交流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奖励工作

会议听取了中国力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第三届力学科学技术奖的评选工作进展以及近期

学会奖项推荐工作情况。目前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力学科学技术奖已完成网络初评，待力学科

学技术奖完成海内外函评后将一并召开终审会议。

近期，学会分别完成了向中国科协推荐创新争先奖、向教育部提名青年科学奖的推荐工作。

四、其他事宜

会议还分别听取了有关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赛报名组织情况、中国力学学会承接中

国科协关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期实施情况的部分评估工

作，以及中国力学学会被评选为“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的情况通报。

5月12日上午，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一行赴中国力学学

会开展全国学会改革推进落实情况调研活动。尚勇同志与参加调研的8个学会的代表进行了座

谈交流，听取了与会学会代表在学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改革中取得的经验成效、遇到的困

难以及对推进学会改革的意见建议，并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和研究对策。

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戴兰宏、秘书长杨亚政，以及中国数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气

象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理事长或秘书

长参加调研座谈。座谈会由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项昌乐主持。中国科协调研宣传

部部长郭哲、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苏小军、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学会管理处处长张春

程、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改革协调处副处长薛静等参加了调研。

中国力学学会秘书长杨亚政汇报了学会改革的总体情况、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以及改革

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杨亚政就学会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模式提升国际学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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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面向国家需求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开展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推动企业技术升级，挖掘

学会资源塑造学会自立功能，制定期刊发展战略规划创新期刊学术服务，启动会员服务能力

提升计划等改革中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汇报。其他学会代表也重点介绍了各自学会在落实中国

科协学会改革中的工作进展，以及改革工作成效、经验、困难和对科协的意见建议。

尚勇书记在听取了各学会改革发展情况汇报和交流讨论后，作了重要讲话。他在座谈中对

各学会的改革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各学会深入贯彻中央关于科协系统深化改革的指示精

神，落实中国科协学会改革工作部署，深入推进学会改革工作。尚勇强调，各学会要强化会员

服务能力，通过提供高水平、精准的服务，切实增强会员的荣誉感、存在感和获得感，增强学

会的凝聚力；要搭建好学术交流平台和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平台，更好地服务广大科技工作者

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要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更好地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高；要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我国科技界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要深入开展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改

革，充分发挥理事会、分支机构、秘书处的作用，为实现科协组织的“四服务”职能提供组

织保障。

尚勇强调，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主角，将在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要战胜挑战、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改革中发挥带头作用，

创造更好经验。尚勇表示，中国科协将继续大力支持各学会的改革举措，认真研究各学会提

出的意见建议，力争与相关部门一起推动解决学会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各学会一

起开拓进取、敢于担当，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尚勇书记还带队看望了中国力学学会秘书处同志，并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园区内的

钱学森先生塑像、郭永怀先生塑像前鞠躬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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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中国科协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作交流会。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出席会议并讲话。参与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推

荐的60多个全国学会的代表，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导师代表、部分评审专家、入选者代表，中

国科协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在京部分新闻媒体,共300余人出席了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杨卫院士、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韩杰才院士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国力学学会两期青年托举人才李锐、李铁风、卢同庆、徐光魁、于超、袁泉子，以及学会专

职副秘书长汤亚南，学会秘书处郭亮受邀共同参加了会议，卢同庆还作为青托人才代表上台被

授予了证书。

杨卫理事长在讲话中表示，“尊老托青”是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它体现了传承和创新。

青年人才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相的提携和竞争。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最大的压力是

“同行”之间的压力。同龄人，尤其是同行之间的竞争和提携，在人的一生中都会非常重要。

韩杰才副理事长表示，青年科技工作者既要志存高远，也要脚踏实地。科技工作者在科研

工作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只有苦干才会有成果。成长是有过程的，是要付出的。做科研工作，

团队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素质。在科研工作中要有合作精神，互相借鉴，互

相学习。

本次会议是为了迎接我国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而举办，目的是进一步团结引领广大

青年科技工作者精忠报国、敢为人先、求真诚信、拼搏奉献，打造国家未来科技创新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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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勇在讲话中指出，要实现我国科技发展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真正实现科技创新发展的“

三步走”目标，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根本的希望在于青年科技人才。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勇攀高

峰、敢为人先，求真务实、潜心探索。他呼吁，有关部门和单位应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

持，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提供支撑。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于2015年正式启动，旨在引导、支持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协会、

研究会探索创新青年科技人才选拔培养机制，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扶持有望成为未来科技领军人

物的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

保障。“青托”每年评选确认一批全国学会，并通过他们选拔一批32岁左右的青年科技工作

者进行连续3年稳定的资助培养。资助经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5万元。“青托”始终坚持同行专

家遴选、大平台培养、精准托举和多样性发展的原则，被誉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第一块踏

板”，得到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受到专家的好评、学会的重视和社会的认可。

“青托”至今已开展的两期遴选工作，共资助培养被托举人388人。从2017年开始，“青托”

将每期资助名额由200人扩大至300-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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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第93次青年学术沙龙暨新年联谊会于2017年1月16日下午14:00在北京元辰

鑫国际酒店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并承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

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

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大

连理工大学、国家纳米中心等多所单位的中青年学者近8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中国力学学会青年托举工程托举人才冯立好、何汝杰、李锐、李铁风、徐光魁、袁泉子6

人均参加了此次活动。 

沙龙会场座无虚席，中国力学学会副秘书长陈常青主持本次沙龙活动。中国力学学会专职

副秘书长汤亚南在开幕式上讲话，她首先欢迎各位代表的到来，对于部分新鲜面孔的青年学者

尤其表示了欢迎。她简单介绍了沙龙的举办背景，自200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了14年，超过九

十期，成为了学会重要的品牌活动，很多一流科学家都从沙龙中获益良多。她希望这样好的一

个平台能够不断传承下去，为更多青年学者提供交流的机会，同时也祝大家新年快乐。随后，

陈常青将2016年举办的6期沙龙活动情况，向在座的代表做了简要的介绍，并欢迎大家积极申

办2017年学术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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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第94次青年学术沙龙暨中国力学学会第二期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启动会于

2017年3月25日在武汉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武汉大学承办，来自清华

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宁波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四川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

学、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安徽理工大

学、同济大学的青年学者7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中国力学学会青年托举人才徐光魁、袁泉

子、曾祥元、卢同庆、王建春、王奉超、于超应邀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由中国力学学会副

秘书长陈常青主持。

本次沙龙共邀请了3位报告人，分别是北京大学魏悦广教授，清华大学冯雪教授，青年托

举人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袁泉子副研究员。

魏悦广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固体的跨尺度力学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他首先介绍了跨尺度

力学理论的建立背景，随后重点介绍了其相关的研究方法，最后给出了若干个应用的案例。冯

雪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高温光学与高温风洞在线可视化测试技术”，他首先介绍了问题应用的

需求背景，给出了高温成像技术以及高温图像处理技术的相关技术特点，最后着重展示了这些

技术在高温风动试验以及其他的工程应用。

中国力学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托举人才袁泉子副研究员向各位代表汇报了他近一年来

的工作，他的报告题目为“溶解润湿动力学”。他从固-液界面动力学讲起，介绍了溶解润湿

动力学的研究背景，分析了其中包含的力学问题，已经在实验、模拟、特征量演化等方面的

研究成果。

几个报告既有高端的理论研究，又有与重大工程相结合的试验方法，还有对于新问题新

方法的探讨和摸索，给在场的代表提供了很多启发和帮助。

会后，大家还进行了分组讨论等联谊活动，活动气氛轻松融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本

次沙龙联谊会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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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常青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力学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的情况，该项目由中国科协

立项，择优支持全国学会或学会联合体，采取以奖代补，三年一周期稳定支持的方式，大

力扶持有较大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32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帮助他们在创造力的黄金时

期做出突出业绩，成为国家主要科技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重要后备力

量。中国力学学会于2016年底开展第二期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评选工作，通过理事联名和分

支机构推荐，经全体常务理事通讯投票及现场答辩投票二轮评审，最终推选出曾祥远等6名

托举人才，连同第一期的6名托举人才，学会共成功推荐了12名力学工作者入选青年人才

托举工程。

中国力学学会专职副秘书长汤亚南在会上讲话，她首先向本次活动的承办方武汉大学表

示了感谢，同时向在座的青年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她指出，青年学术沙龙是一个专门为青

年学者打造的平台，是学会的品牌活动，她希望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能够通过青年人才托举

工程和青年学术沙龙的平台迅速成优成才。

随后，会议开始进入学术报告环节，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胡衡首先介绍了

武汉大学力学学科的情况。他表示很感谢中国力学学会能够将沙龙安排在武汉大学举办，武

汉大学的力学学科近几年发展很快，吸引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这次沙龙的承办可以使更

多的人才了解武汉大学力学学科和青年力学工作者，希望大家今后积极开展合作研究。

本次沙龙共邀请了3位主题报告人，分别是清华大学孙超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李振环教授，

中国力学学会青年托举人才西安交通大学徐光魁特聘研究员。

孙超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湍流场里的气泡和轻颗粒：拉格朗日统计特性以及气泡减阻”，

他首先介绍了重力效应对于湍流场中的小气泡模拟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关理论分析，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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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承办的“2017全国实验力学多学

科交叉研讨会”于2017年4月8～10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会议负责人为徐明龙教授、王铁军

教授。实验力学专委会主任委员龚兴龙教授主持本次会议，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王铁军教授、

国防科技大学于起峰院士分别为本次会议致开幕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伍小平院士也应邀参加

了本次研讨会，参会代表共75人。

本次会议的主要研讨内容包括：多学科交叉实验力学新方法、新技术、新仪器及其应用，

实验力学与多学科交叉中的反演技术与分析方法，软物质力学研究及软机器设计中的新实验力

学问题，航天结构振动控制与精确指向、核电结构监检测等国家重大需求中的实验力学问题。

围绕上述研讨内容，大会安排了6个邀请报告，成都大学校长王清远教授作了题为“超长寿命疲

劳测试效率的方法；清华大学冯雪教授作了题为“高温光学与高温风洞在线可视化测试技术”

的报告，介绍了基于分光视觉技术的高温风洞可视化在线监测方法；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陈小前

重点介绍了有限尺寸的气泡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模拟湍流场的流动。李振环教授的报

告题目为“热汽轮机/航空发动机热端镍基高温合金热-力耦合行为及多尺度研究”，他首先

介绍了高温合金热-力耦合问题的应用背景，提出了其中与力学有关的科学问题，之后重点介

绍了镍基高温合金独特的力学行为以和相应的机理，在不同尺度下进行的相关模拟研究等工

作。

青年托举人才徐光魁特聘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细胞骨架力学”，他向在场代表汇报了近

期在细胞骨架方面的研究进展，利用静态加载、循环加载等力学刺激研究极性细胞的方位，分

析细胞的应力应变曲线、弹性模量等数据并与实验对比得到了很好的结果。以上几个报告覆盖

了流体、固体、生物等多学科多尺度的研究方向，又与重大工程背景相结合，给在场的代表提

供了很多启发和帮助。

活动的最后，来自武汉大学的刘泽、李应卫、吴文平、王正直、尹颢、刘银、邵倩、楚

锡华、张作启共9位青年力学科技工作者分别向大家报告了各自的自身情况、研究方向和相关

的科研进展，使大家对武汉大学从事力学学科的青年科技人才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今后研究

工作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会后，陈常青教授向在场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参加本次活动的7位青年托举人才，大家还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参观了武汉大学力学实验室，本次沙龙活动成功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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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作了题为“关于航天与力学交叉的初步想法”的报告，梳理了我国现阶段航天航空领域

一些亟待解决的力学问题及关键技术；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张忠研究员作了题为“二维材料及

界面实验力学：力学、材料、化学与物理的交叉”的报告，展示了若干二维纳米材料界面行

为的测试新方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吴大方教授作了题为“极端热环境实验技术”的报告，

介绍了一种极端热测试环境的实现方法及相关理论；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副所长段世惠研究

员作了题为“多场耦合实验技术研究及应用”的报告，介绍了针对我国多种大型飞机的全尺

寸多场耦合测试方法。会议还组织安排了实验力学专委会及《实验力学》编委会专家分组讨

论会。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发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力学

处、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浙江大学和上

海交通大学承办的“第五届全国实验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4月28～30日在杭

州召开，浙江大学王宏涛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史熙副教授共同担任会议主席。本次研讨会主

题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的“新技术、新方法，深化学科交

叉”来展开。

第五届全国实验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对扩大我国实验力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实验力学与国家重大需求的

结合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参会代表除实验力学编委会及专委会专家外，还有来自全国

各大高校及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3天的会期日程紧凑而有序，会议不仅拓宽了各位学者的学

术视野，也使得青年学者们加强了同行间的联系，达到了很好的学术交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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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浙江大学严建华副校长致欢迎辞，他对与会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杨卫院士在致辞中希望青年力学学者需要志向更

高远，不要满足于一般性工作，要做出更具原创性的工作；同时指出，虽然我们本次会议是

实验力学研讨会，但需要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开拓出新的方向；最后指出这是一次年轻人的

盛会，大家畅所欲言，“刀对刀、枪对枪”，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受本次会议特邀，天津大

学亢一澜教授、清华大学冯雪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罗喜胜教授和西南交通大学罗胜年教授，

分别在实验力学发展历史脉络、新技术新方法在实验力学中的应用以及大型仪器研发等主要

方面，介绍了各自研究方向、最新进展和学术成果。

本届研讨会共邀请全国从事实验力学研究的青年学者45人。为更加明确本次会议的定

位，充分贯彻基金委对于会议的指导精神，力求达到开拓创新方向、培育合作平台的效果，

研讨会以目前实验力学研究领域分为5个研讨方向，每个方向邀请2名青年学者介绍具体研

究成果，之后由1位研讨主席领引讨论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关键问题、面临的困难、突破进

展以及未来方向等。讨论场面热烈，虽然有60分钟的研讨时间，但大家依然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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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秉承基金委青年学者系列会议的创办宗旨，营造了青年实验力学工作者深入交流、

寻求合作的可持续性学术平台，有助于推动实验力学研究领域青年人才的成长。会议的成功

举行得益于基金委的全额经费支持、两个承办单位的全力支持、老一辈实验力学领域专家多

年来对青年人的培养和会议筹备中的鼎力相助、所有与会代表的热忱参与以及工作人员辛苦

组织工作。

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联合



中国力学学会会讯
   2017年第3期

由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承

办的“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发展战略研讨会”于2017年5月5～7日在北京召开。出席研讨会的

有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特邀委员等共50余位国内知名专家。在开幕式上，北京理工大

学机电学院院长陈鹏万教授致欢迎辞，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戴兰宏研究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学科发展提出了建议，开幕式由爆炸力学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王成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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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发展战略研讨会

本次会议共邀请包括胡海波在内的6位国内知名专家做邀请报告，报告内容集中反映了我

国爆炸与冲击动力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详细阐述了所取得的成果及面临的问题。邀请报

告后，各位委员畅所欲言，就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及学科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重

点探讨了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形势下，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学科前沿，爆炸与冲击动力

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委员们一致希望能够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加强基础与前沿学科问题

的研究，促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展研究思路，充分开展具有自主创新的实验仪器与

仿真软件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动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学科的创新与发展。

最后，会议通过投票表决，决定第十二届全国爆炸力学会议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承办，

并定于2018年举行。

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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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5～7日，第六届全国大气压等离子体及应用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会

议由中国力学学会等离子体科学技术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承办，来自大气压等离子体及

应用领域大专院校、研究结构和企业代表共60余人出席。会议将全国大气压等离子体及应用

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和前沿技术作了全面及时分享，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有助于引

领我国大气压等离子体及应用向更高层次发展。

会议主办方代表、中国力学学会等离子体科学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强教授，承

办主代表、复旦大学刘克富教授，低温等离子体物理及应用领域的老一辈开拓者、复旦大学

徐学基教授先后致开幕辞。

17位大气压等离子体及应用领域的专家受邀做专题报告，分别就“大气压等离子体物理

及其在环境治理、灭菌、材料制备等领域的应用研究”议题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具体包括

以下报告：从电除尘到低温等离子体: 现状和发展，等离子体催化重整甲醇在线制氢，超音速

热等离子体射流裂解CO2的方法及其快速冷却机制，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废气处理技术研

究，空气放电等离子体活化水的活性粒子分析与灭菌机制探讨，等离子体技术制备改性纳米

材料用于污染物治理，脉冲等离子体放电有机废水降解研究，烷烃类化合物的DBD分解特性

研究，液相等离子体放电机理研究现状，大气压等离子体技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脉冲

调制DBD等离子体降解VOCS的实验研究，等离子体诊断理论和方法，大气压DBD放电辅助

ALD沉积高阻隔薄膜的研究，大气压冷等离子体引发液相活性氧、活性氮生成规律及作用于

第六届全国大气压等离子体及应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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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机理研究，等离子体辅助低温点火及燃烧转化过程的动力学特性研究，DBD放电新技

术在VOCs处理中的应用，大气压等离子体射流特性研究。与会代表和演讲嘉宾就感兴趣课

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此外，来自南京复苏等离子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做了题为“等离子体技术

产业化高效孵化机制探索”的报告，激起与会代表们对等离子体应用技术产业化的热烈辩论。

本次大会是国内大气压等离子体及应用领域产学研界各界人士相聚和交流的盛会，为本

领域搭建了一个全面、专业、权威的沟通平台，使本领域相关产学研各界结合得更加紧密，

会议期待大气压等离子体基础研究与产学研合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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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届求积元法与工程应用研讨会

2017年5月6日，全国第一届求积元法与工程应用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土木系多功能厅召

开。北京交通大学石志飞教授、清华大学钟宏志教授、北方工业大学刘心男老师、重庆大学

廖旻懋老师、大连理工大学徐嘉老师、华南理工大学张闰老师、长安大学袁帅老师、中山大

学汪利老师等20余名师生参会。

在钟宏志教授做了简短的开幕致辞后，会议正式开始。作为弱形式求积元法的提出者，

钟宏志教授在会议的开始简要介绍了弱形式求积元法和强形式求积元法在国内外各自的发展

历程，从多方面探讨了弱形式求积元法的起源、命名依据，及其与谱单元法、高阶有限元等

方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弱形式求积元法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归纳，对其存在的挑战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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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并对其发展与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钟老师的报告加深了大家对求积元法的理解，为会议奠

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接着，刘心男老师以《弱形式求积元法在周期性基础隔振特性分析中的应

用》为题，介绍了弱形式求积元法与周期性结构理论相结合，解决在考虑上部结构自重影响下衰

减域与衰减系数求解问题的计算方法。

短暂的茶歇后，重庆大学陈峰同学题为《空间框架的几何非线性求积元分析》的报告，为我

们介绍了求积元法应用于空间Euler-Bernoulli梁单元的几何非线性研究。该方法能很好地预测

空间框架大位移大转动以及后屈曲的非线性行为，体现了求积元法的优势。最后，重庆大学的邓

鑫同学以《极少网格重划分的裂纹扩展求积元模拟为题》，介绍了运用弱形式求积元法结合分区

广义变分原理，进行极少网格重划分的裂纹扩展模拟。得益于弱形式求积元法具有全局几何网格

划分稀疏的特点，算法随裂纹扩展只需要进行极少量网格重划分，计算效率快且精度高。

在下午的学术交流中，首先由袁帅老师带来题为《上限分析求积元法及其应用》的报告。

袁帅老师将求积元方法应用于岩土工程的稳定性研究之中，基于上限理论对偶形式，建立了二维

连续形式的求积元求解列式，采用二阶锥规划算法，解决了一些经典的稳定性问题。接下来，张

闰老师以《基于弱形式求积元法的C1类几何精确模型构造》为题，介绍了弱形式求积元法应用

于几何精确梁模型与几何精确壳单元的结构非线性分析。

短暂的茶歇后，徐嘉老师带来了题为《三角形求积元的构造》的报告，介绍了一种具有稳

定收敛性质的新型单元。最后，清华大学的汤宏伟同学以《杆件初弯曲对于网壳稳定性的影响》

为题，介绍了基于三维转动理论、纤维模型和几何精确理论，结合弱形式求积元法，考虑结构几

何非线性与材料非线性的荷载-位移全过程分析。

在报告完毕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石志飞教授表示收货颇丰，对本次会议给出了肯

定的评价。钟宏志教授表示，弱形式求积元法从提出至今，已经历了十年。在这十年中，该方

法逐渐被应用于各方面的研究之中，体现了其普适性与优势。这次会议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

这样的交流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求积元法为更多的人所知，为更多的人所用。至此，全国第

一届求积元法与工程应用研讨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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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卢天健主编主持。在主编致欢迎辞并简单说明近期工作之后，编辑部主任陈海璇就

AMS 2016年的期刊出版、各项重点工作以及目前期刊面临的问题及建议向编委会进行汇报。

1. 期刊出版   2016年AMS共发文102篇，包括High Speed Rail - II和FSI Interaction 

with Applications in Biology两个文章专题。论文电子版平均出版周期7.5个月（审稿周期4.2

个月）；期刊拒稿率为80%。

2.编委会工作  2016年编委会投稿15篇，组织Molecular，Cellular，and Tissue 

Mechanobiology文章专题和CCTAM 2017专刊。3月份召开全体编委会；8月份首次在海外

召开国际编委会并于12月份与香港地区联合主编座谈，推动海外编委对期刊的贡献。

3.下载及引用  2016年AMS全文下载量约5.6万，较上一年度上升8%，海外访问量占

75%。Web of Science收录的SCI被引频次预估2016年影响影子可达1.307，进入同学科Q3

期前列，其中中国优秀作者文章及主题文章的影响力显著。

分支机构信息

2017年度全体编委会工作会议Acta Mechanica Sinica 2017年度全体编委会工作会议Acta Mechanica Sinica 

2017年4月26日，                                        （AMS）第八届编委会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召开2017年度全体编委工作会议。主编卢天健，副主编陈常青、冯西桥、汪越胜，编委郭

万林、胡更开、胡国庆、龙勉、倪明玖、王建祥、王晋军、赵亚溥，中国力学学会专职副秘书

长、办公室主任汤亚南，副主任刘俊丽，编辑部主任陈海璇以及编辑部工作人员张烨文、陈新

参加了此次工作会议。

Acta Mechanic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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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刊宣传  2016年AMS借助各类新媒体宣传期刊文章，提升期刊的国际显示度及影响力。

通过期刊微信平台、学科交流论坛、电子目录推送等多种渠道，针对性的推送AMS文章。

2016年通过SCI数据库完成30周年专刊的文章推送，向5千多名读者进行定制化宣传。

5. 其他重点工作  2016年AMS顺利完成首次优秀论文评选，经过编委推荐、初评小组函评、

评选委员会会评共评选出3篇优秀论文；推荐并获选科协“中国科技期刊年度优秀论文”。

6. 问题与建议  针对期刊定位及面临问题，AMS当前任务是如何进一步提升AMS的国际

影响力及出版服务质量。建议充分发挥AMS特色，继续加大特邀稿件力度，通过高质量文章

树立期刊口碑；大力缩短出版周期，提高审稿质量，提升作者的出版服务体验。

7. 期刊发展目标  结合AMS的期刊定位，特提出以下期刊发展目标。5年目标：2019年影

响因子突破1.9，进入同学科Q1区；3年目标：2017年影响因子突破1.5，进入同学科Q2区。

针对如何缩短出版周期、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等关心议题，与会编委展开热烈讨论，最终

确定2017年工作目标及重点如下。

工作目标：

2017年影响因子突破1.5；电子版出版周期缩短至6个月。

工作重点：

（1）做好期刊优秀文章的定制化宣传及精准推送，提升期刊文章传阅率及影响力。尤其

是利用SCI数据库做好亮点文章的定制化推送，扩大期刊文章的国际影响；利用宣传PPT增加

期刊的海外宣传。

（2）做好文章出版计划，缩短期刊出版周期。通过优化审稿流程及电子版优先发布，将

电子版周期缩短至6个月；

（3）优化稿件责任主编队伍，提高编委会工作效率。为优秀论文推荐设立绿色通道，对

有编委推荐意见的优秀文章或Science等顶级期刊含意见转投文章实行“一审制”或“主编定

稿制”。

（4）加大特邀稿件力度，充分发挥主编及编委的作用，为期刊贡献及组织优秀文章。

增加文章（尤其是主题文章）约稿，提升海外（尤其是主流国家）稿源比例。落实2017年组

稿计划，完成CCTAM 2017专刊出版计划。通过刊发标志性的顶级文章，提升期刊国际影

响力。

（5）继续开展AMS优秀论文评比，吸引优秀青年学者投稿，扩大期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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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00，活动开幕式在小礼堂举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魏宇杰研究员主持并

讲话。他首先对前来参观的公众表示热烈欢迎，这么多青少年朋友的到来使力学所平均年龄降

低了20岁。力学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它对国民建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现在人类能够战

胜自然，比鸟儿飞得高，比动物跑得快，还深潜到海底，其中就有力学的功劳。他希望大家能

够对力学产生兴趣，学习一些力学知识，一定会给人生增光添彩，同时力学所也愿意向公众普

及科学知识，为大家创造学习的环境，助力青少年成长。

之后，俞鸿儒院士为大家作了题为《激波——一个简单而奇妙的现象》科普报告。俞鸿儒

院士被誉为“中国激波风洞第一人”，是气体动力学领域的专家，慕名而来的公众早已经超过

了报告厅能够容纳的极限，过道和空地上都挤满了听众。俞先生从波的定义讲起，从投石产生

科普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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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探索·未来”——中国力学学会2017年公众科学日活动

5月20日，在一个初夏的日子里，由中国力学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主

题为“力学·探索·未来”的公众科学日活动如期举行。虽然活动当天遇到了高温天气，但是

并没有阻挡公众对于科学探索的脚步，活动迎来了近4000名来自北京市各个区以及天津、河

北、河南、山东等各省的大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和老师们。活动期间免费开放了包括国家重点实

验室在内的13个实验室，钱学森、郭永怀办公室，趣味力学科普展室，力学科普展览和动手体

验项目等。中国激波风洞第一人俞鸿儒院士还专门为青少年们做了一场生动的科普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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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力学科普展室”共分为“力学星空”、“实践园地”、“实验观摩”、“力学阅

读”、“知识测验”五大区域。因展品丰富、展示形象，互动性好，科普展室成为本次活动

的热点，一度出现门口排长队等待入场的情况。

“流线演示实验”、“水面曲线实验”、“磁悬浮模型”、“低速风洞”等大型实验演

示设备吸引了很多观众的驻足。志愿者为大家展示流体流经不同障碍物时的曲线变化、磁悬

浮列车的悬浮等力学现象，讲解现象背后的卡门涡街、高温超导等科学原理。同学们纷纷开

动脑筋提出相关问题，与讲解员进行互动交流。今年新增加的“花式吹牛”项目也受到了热

烈的欢迎，孩子和家长都使出了全身力气，看看自己到底“多能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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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漪，到足球人浪，再到理发店的幌子，进而推广到声波、电磁波、引力波等，深入浅出的

引出激波是波的一种。然后，他详细介绍了激波的特点，产生的机理，还指出了在管道中不

超声速也能产生激波的重要现象。最后，俞先生还给在场的青少年分享了如何提出问题，独

立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整个报告的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报告结束后，公众还久久不肯

离去，提问交流，与院士合影留念，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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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手体验展品处，参观人员通过体验“听话的小球”、“被吸住的卡片”，了解了伯

努利现象；见识“强迫涡”和“自由涡”，由此了解台风的成因；观看“水锤扬水机”，发

现只要合理运用力学，水也可以往高处流；佩戴高科技产品“VR眼镜”，置身于震撼的球幕

空间。 

操场上的动手体验，成了小学生和家长最喜欢的项目，乒乓球投篮、前仰后翻、动物爬

绳、巧扎气球，简单的科学原理，可以大大激发孩子们对于科学的兴趣，体验力学的神奇。

此外，公众们还参观了力学所园区及各大实验室。在钱学森、郭永怀办公室和塑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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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由中国力学学会秘书处承办，得到了力学所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前沿科学处、基

建与园区管理处、综合处、研究生教育处、各个实验室及学生志愿者和安保人员，在此表示感

谢！

大家聆听大师故事，学习他们敬业奉献的精神；固体力学、激波/管风洞、流固耦合等13

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专业的讲解人员，将高大上的科研成果通俗易懂地展现给公众，很多实验

室是第一次向社会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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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赛

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托，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

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和周培源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于2017

年5月21日在全国60多个考点同时举行。此次竞赛由学会秘书处、《力学与实践》编委会和中

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承办，中国力学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湖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协办。

本次竞赛筹备组织工作自2016年12月发出第一轮通知开始，通过全国各地方学会的积极筹

备，组织报名工作，在全国各高校掀起了一股力学竞赛报名热潮，报名人数再次创出新高，达

到23646人，考生遍布全国30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共有超过300所高校的学生报名参加。

中国力学学会秘书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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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秘书长，各地方力学学会理事长及主要领导对于所在地区的考点

进行了巡视，并对监考老师进行慰问。整个考试组织严密，措施到位，安排有序，顺利地完

成了竞赛任务。

举办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是为了培养人才、服务教学、促进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

的改革与建设，增进青年学生学习力学的兴趣，培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现力学创

新人才，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展示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舞台。竞赛每两年举行一次，本年度

为第十一届，全国在校大学本科、专科、及研究生均可自愿报名参赛。个人赛结束后，评选出

全国范围内的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选手并颁发证书，同时，成绩较好的高校团体将获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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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团体赛资格。团体赛分为“理论设计与操作”和“基础力学实验”两部分，采取团体课题研

究（实验测试）的方式。最终的团体赛获奖单位将参加2017年8月中旬的中国力学大会，并在

会上接受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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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文内容

(1) 塑性本构关系的实验和理论研究;

(2) 弹塑性材料的损伤、断裂、蠕变、疲劳及失效;

(3) 细观塑性变形、组织演化和微观塑性变形、位错动力学等;

(4) 爆炸和高速冲击下的塑性力学问题;

(5) 结构塑性力学和塑性动力学;

(6) 能量吸收装置;

(7) 循环塑性及热一机循环下的塑性问题;

(8) 塑性力学的数值方法;

(9) 跨尺度关联的塑性力学问题与计算;

(10) 塑性失稳问题;

(11) 机械、航空航天等工程领域的塑性力学应用研究;

(12) 塑性成型加工;

(13) 超塑性;

(14) 热塑性;

(15) 岩土工程中的塑性力学问题;

(16) 复合材料的塑性力学问题;

(17) 孔隙介质的塑性力学问题;

会议通知

2017年全国塑性力学会议第一轮征文通知

经中国力学学会批准，由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塑性力学专业组主办、清华大学航天航空

学院承办的全国塑性力学会议定于2017年10月20～23日在湖南长沙召开。

塑性力学是固体力学学科中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分支，近年来该领域的发展呈现出“多

尺度、多场耦合、交叉、应用”的新特征。本次会议旨在开展塑性力学理论、计算、实验以

及应用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流，研讨新的研究方向，特别是交叉领域的研究，以推动塑性

力学理论、计算和实验研究的发展，促进塑性力学在各工程领域中的应用。会议还将邀请一

批国内著名学者、专家前来报告塑性力学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

会议现在开始论文征稿工作，敬请广大塑性力学工作者、相关行业科技人员和工程技术

人员、研究生、博士后等积极投稿，并密切注意相关信息。

25
返回目录



中国力学学会会讯
   2017年第3期

二、会议组织机构（以拼音为序）

会议主席：刘应华、宁建国

学术委员会

主任：刘应华

委员：陈建康、陈少华、崔振山、戴兰宏、段慧玲、冯西桥、何陵辉、胡更开、

          胡    平、康国政、李振环、李玉龙、宁建国、潘一山、彭向和、树学峰、

          王立忠、王铁军、王志华、魏悦广、许金泉、杨嘉陵、杨绿峰、张俊乾、

          张克实、仲    政、周   青、庄    茁

顾问：白以龙、方岱宁、黄克智、黄筑平、梁乃刚、金泉林、阮雪榆、王仲仁、

          王自强、徐秉业、余寿文、余同希、杨    卫

组织委员会

主任：刘应华

委员：陆符聪、代岩伟、黄文君、彭   恒、肖启迪、彭   辉

三、征稿事宜

1. 应征论文应未曾在国内外公开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

2. 投稿内容包括：

（1）论文题目和摘要不超过2页（约2800字左右）；

（2）组委会将组织评审，推荐部分优秀论文扩充后在国内力学核心期刊发表。

3. 投稿截止日期：

（1）提交论文摘要截止日期：2017年8月31日；

（2）论文摘要录用通知日期：2017年9月上旬。

4. 为了促进我国从事塑性力学研究青年人才的成长，会议将评选和颁发“王仁青年科技奖”。

5. 投稿方式：请将论文摘要通过Email传送到下列电子邮箱（MS Word格式）：

联系人：代岩伟；Email：yansky45@126.com；Tel：18810660252。

6. 会议秘书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陆符聪（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Email：lufc@mail.tsinghua.edu.cn；Tel：010-62782426

(18) 智能材料和其他新型材料（记忆合金、纳米晶、非晶态金属、生物、聚合物材料等）

的塑性力学问题; 

(19) 切削过程的塑性力学问题;

(20) 其他塑性力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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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rcigroch教授现任英国阿伯丁大学应用动力学中心的主任和阿伯丁大学国际发展处主

任。Wiercigroch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为非线性动力学方法及应用，包括：钻探、转子系统、

水声学、疲劳、再生能源等。他在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现担任国际学术

期刊                                                                                 主编，且担任

                                                                                                              等多个学术期刊的编

委。

简 讯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
Marian Wiercigroch教授拜访主编李家春院士

2017年5月2日，                                                                        （TAML）编委英国阿伯

丁大学 Marian Wiercigroch教授拜访TAML主编李家春院士。Wiercigroch教授首先听取了

TAML近期工作报告及申请SCI的情况，随后Wiercigroch教授通过担任期刊              

                                                主编的经验，就TAML的发展与李家春主编进行交流，并

对期刊的SCI申请提出了意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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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编委对2017年第3期稿件进行了审阅，遴选了封面图片和封面推荐文章。为缩短审稿

周期，编委们对部分在审稿件进行了集中审阅，给出处理意见。此外，为提升期刊学术质量，

借助中国力学大会-2017的契机约请优质稿件，与会编委讨论确定了会议期间的约稿方式及主

要约稿内容。最后，编辑部向编委们汇报了存稿情况，为编委处理稿件提供动态依据。

2017年5月16日上午，中国力学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之与力学大师面对面系列活

动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举行，2012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郑哲敏院士受邀与学会“青

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资助人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面对面交流。活动由学会副秘书长陈常

青主持。

郑哲敏先生首先分享了自己的科研经历，向大家介绍了当初是如何结合国家需求，在航

空航天、水下动力学、抗震、爆炸力学等领域开展研究的，建议青年人要积极结合国家发展

需求，依靠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实实在在的做更有

价值的事情。

《力学与实践》第十届编委会2017年第2次编委小组工作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之与力学大师面对面系列活动在京举办

2017年5月11日，《力学与实践》第十届编委会2017年第2次编委小组工作会议在中国科

学院力学研究所召开。主编李俊峰，副主编唐少强、周宏伟，编委董春迎、秦太验，编辑部

人员胡漫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李俊峰主编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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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庆祝暨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会上举行了首届全国创新争

先奖颁奖仪式，授予10个团队全国创新争先奖牌；授予28名同志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并享受省

部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待遇；授予254名同志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由中国力学学会推荐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科技委常委，C919大型客机常务副总

设计师，远程宽体客机总设计师陈迎春研究员入选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还有多位力学科技工作者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奖状：中国力学学会特邀理事周建平院

士获得奖章，副理事长翟婉明院士，理事唐洪武教授、胡少伟研究员，期刊副主编冯夏庭研究

员获得奖状。

中国力学学会向获奖者致以热烈的祝贺！

全国创新争先奖经中央批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

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主要表彰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转

化创业、科普及社会服务方面作出卓越贡献、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科

研团队。

冯立好、李锐、徐光魁、袁泉子、曾祥远等几位学会“青托”项目资助人员结合自己科

研生活和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当面向郑先生求教，郑先生一一做出了解答，希望他

们研究过程中多交流，多留意新的发展方向，把握国家的重大需求，抓住好的科研机会，为

力学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颁发，陈迎春等多位力学工作者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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ᵦᢛ6ᰵ14日科ⲬੜႶ喍࣌↑ḛ䌜䔼ⴒ䃳ϔᱰ与科ឭ事͇䘕喎发ጰ⮱2017年ᰭȨ期ܷ

ᑂ䃮្ॷȩ喍+PVSOBM $JUBUJPO 3FQPSUT     喑キ⼝+$3喎㐌䃎喑中国力学学会ᆋ期ܷ"DUB 

.FDIBOJDB 4JOJDB喍".4喎ᰭᒞ৺子ͧ1�324喑䒰201�年0��32Ⱕ℁倅�9�1�喠

2016年ᕨ㷘ᑂ䶾次ͧ136�喑䒰201�年10�1次倅26���ȡ".4ᒞ৺子হᕨ㷘ᑂ䶾次ͧ

टᰭ倅ⅡᎠȡࢳ

䓾年来喑".4㑃༁会̺݈ܷߋᕊ䌜喑ಇᠮ“В倅⽬У䉕䛼ͧᵥᓰ喑㑖ⴚܧ❵ক期

ͧ䛺点喑ព大国䭲э᧚ᒞ৺ͧ⃢”⮱ܷߋჄᬕ喑㖇♓力学学科☚点、ݺ⇬䶳ഌ喑㏱㏴γ倅

䧮、⩌➖Ь⩌等䛺点̀题喑ܷ发γ一ឦ倅䉕䛼᪴」ȡ".4学术䉕䛼হ国䭲ᒞ৺力⽠ₒࡴ喑

᭜力学科ឭ工作者ᔘ䕌发ጰহ交流科研⮱䛺要ԎᖜᎠझȡ

Acta Mechanica Sinica 最新影响因子提升至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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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日喑“国უ䛺点䶳ഌ䰭Ⅿ与力学”研讨会ᯕ中国力学学会第��次青年学术沙龙活动ౕ

৵ᅁ␕工͇大学举行ȡ本次会议⩞中国力学学会ͨߋ喑৵ᅁ␕工͇大学ឬߋ喑䓾60Ѻ中青年

学者࣯ߍȡ研讨会䖭䄤6Ѻⴒऺ̀უܳݘᅞᱧக人、㝗⾧㝗๖、ᵥ㘪等多͗䛺点工⼸䶳ഌև䖭

䄤្ॷȡ本次活动᭜中国力学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䶦目⮱活动一喑�Ѻ青年托举人才

࣯会ȡ

̸ᬙ喑中国力学学会Ⴙ2016年Ꮣ国უ㜗♣科学推㡽工作ȡ

2ᰵ

2日喑中国力学学会秘书ัᠶ⚔Ȩ中国力学学会秘书ัᇄѺノ理ݣᏓ喍䄂行喎ȩ喑Ⴙγ

ͨШߖ理ᇄ、ͨノᇄ、ᮛ䕇ᇄহߖ理ᇄ等12͗ᇄѺ⮱ᇄѺ㖅Ш⣝౧め䓖工作喑䕇䓴γͨШߖ

理等11͗ᇄѺ⮱人选ȡ

1�嗣19日喑“第ژ届⊤ሎ͑ᇥ⓭∏�ฺᱯ流动学术会议”ౕ仆⍜科ឭ大学ङ开ȡ会议⩞仆

⍜科ឭ大学ᱧᷝ与㝗๗系ឬߋ喑仆⍜理工大学协ߋȡ࣯会А㶕�7人ȡ研讨会ᩣᒂ䃧᪴4�ヴ喑

ღ⊶及倅䊲ฝ䕌流动、⓭∏动力学与爆䒝ᱧ理喑䊲ฝ䕌⛰☔、☚䭟៑ឭ术喑倅䊲ฝ䕌下行ڲ

கхࡃ䃫䃎喑⣜ධ流体力学、⊤∸工⼸喑͑Ⱕ流动喑⍺流喑թツ∂喑实验ឭ术等䶳ഌȡ

26日喑中国科协公ጰ“青年人才托举工⼸”ڒ选ऺࢂ喑中国力学学会6Ѻ青年人才ڒ选ȡ

3ᰵ

1�嗣1�日喑国䭲理䃧与应用力学㖁Ⰼ喍*65".喎秘书长'SjEjSJD %JBT᪆ᢵ应中国力学

学会理事长Ვ࢘䮏ธ䖭䄤来ϙ䃬䬛学会ȡ䃬䬛期䬡喑Ვ࢘理事长会㻮γ%JBT᪆ᢵ喑ࣹᅞ国

䭲㏱㏴䓾ۢВ及ຯ҂进一ₒ65*⌞ߍ".与学会⮱व作进行γ讨䃧ȡ

17嗣1�日喑“国䭲理䃧与应用力学㖁Ⰼڠλ可ᐣ展ᴁᕔ⩢子கУ力学̀题研讨会”ౕᲚ

ጋङ开ȡ会议⩞国䭲理䃧与应用力学㖁Ⰼ喍*65".喎ͨߋ喑⊆大学ឬߋȡ⊆大学Ⴘश㝌

᪆ᢵ៲Ш会议ͨፚȡ16ऺ国ڲใⴒऺ̀უ࣯会Ꭳ作䖭䄤្ॷ喑40҆ऺ青年学者হ学⩌࣯会ȡ

与会А㶕డ㐂ᴁᕔ⩢子ͨ题进行γ交流হ讨䃧ȡ

17嗣19日喑“2016喍第̶届喎ᱽ᫆与㐀Ჱ力学≸䄂ឭ术研讨会”ౕᬳᬻङ开ȡ会议⩞中

国力学学会.54ᱽ᫆䄂验͇̀༁অ会ͨߋ喑ᬳᬻ理工大学ᐧま工⼸学䮏ឬߋȡ�1ऺА㶕࣯会ȡ

会议Ⴖᢿγ3ヴ➦䖭្ॷ喑12ヴ大会្ॷ喑ڲღ⊶及ᱽ᫆ٵ进䄂验ឭ术、ᵥࣺ应ള、㝗⾧、ⴠ

ღȡڲ工、倅䧮等行͇Ⴖ全工⼸䶳ഌ⮱研⾣及ᱽ᫆䄂验䃫ิ⮱㐡៑与ノ理等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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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喑“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ᣔ͇̀ݣ༁অ会㺬Ⴖౝࡧ学术沙龙第�次活动”ౕ㺬ࡄ工

͇大学㐔㐚᪆㗟学䮏举行ȡ会议⩞㺬ࡄ工͇大学理学䮏ឬߋȡ�0҆ऺА㶕࣯会ȡ3Ѻ动力学与

ᣔݣ䶳ഌ青年学者作学术្ॷȡ

2�日喑中国力学学会ऺ㾶理事、5IFPSFUJDBM BOE "QQMJFE .FDIBOJDT -FUUFSTͨ㑃ᱻუ

᭒䮏ธ应䖭ͧ学会秘书ัևγ题ͧ“力学及ᩜܳڣ学科”⮱䃟Ꮤ喑学会̀㕹ޜ秘书长↑χࢄ

В及㑃䒾䘕工作人অ࣯ߎ͇ߍദ䃚ȡ

2�嗣27日喑“全国ᮧ㘪эᙌ力学ᱧ理、∂及应用研讨会”ౕ㟼䩴举行ȡ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অ会ͨߋ喑㟼大学ౌ᱕工⼸与力学学䮏ឬߋȡ70҆ѺА㶕࣯

会ȡ

26日喑Ȩ力学学្ȩ第十一届㑃༁会第ι次工作会议ౕࡄϙ中国科学䮏力学研⾣ङ

开ȡͨ㑃偼ᗓᎬͨᠮȡₑ次工作会议⮱ͨ要议题ᰶ：㑃䒾䘕ⅴ្Ȩ力学学្ȩ工作喠学្

⮱݈ᕔ发展研讨喠ੳ讨݈ܷ60ক年Ⱕڠ事ȡ

2�日嗣4ᰵ1日喑⩞ࡄϙ国䭲力学中ᓰ协ߋ⮱“㘪䛼ႅו与䒙ᢏ中⮱力学䬛题̀题研讨会”

ౕ㒻国ܑܝङ开ȡ㒻国ࡻⰈ䶬大学ᱻႴ᪆ᢵ៲Ш会议ͨፚȡ100҆ऺА㶕࣯会ȡ会议ڲღ

⊶及⛰᫆⩢、䨯⩢⮱力学ᕔ㘪、㘪䛼㣤ः等议题ȡ

31日喑"DUB .FDIBOJDB 4JOJDB喍".4喎第ژ届㑃༁会2016年Ꮣ全体㑃༁工作会议ౕ中

国科学䮏力学研⾣ङ开ȡͨ㑃๖֒ͨᠮȡ会议ख़ःγ㑃䒾䘕ڠλ201�年Ꮣ工作ⅴ្喑Ꭳ

䦵ᄦຯ҂㑖ⴚܧ❵ক期、ࡴ期ܷ国䭲ᒞ৺力等议题展开γ☚◵讨䃧喑Ⴧγ2016年工作目

标及䛺点ȡ

4ᰵ

7嗣10日喑“2016年⩢≸实验ឭ术交流研讨⤚”ౕ䮂㺬ⅶ中ङ开ȡ会议⩞中国力学学会

᪆㗟工作༁অ会ͨߋ喑中㝗⩢≸ᰶ䭽䉐Ш公थឬߋȡ40҆ऺА㶕࣯会ȡ会议Ⴖᢿγ�Ѻ̀უడ

㐂⩢≸实验ឭ术ևദ䃚្ॷ喑与会А㶕࣯㻯γ中㝗⩢≸应अ䃎ܳࢯ喑进行γ应अ❴㇅䉡ឭ术

⮱⣝౧ദ䃚与实≸ȡ

9嗣11日喑“第ژ届中日ٵ进等离子体ឭ术学术研讨会”ౕ㺬Ⴖ交䕇大学举行ȡ会议⩞㺬

Ⴖ交䕇大学⩢力䃫ิ⩢气㐊㑅国უ䛺点实验ბឬߋȡ36ѺА㶕࣯会喑ڣ中国ใА㶕9Ѻȡ会议

交流学术្ॷ23ヴ喑ڲღ⊶及ѻ⍖等离子体ឭ术⮱科学䬛题及ౕڣ⣜ධ、͇ۉহ工͇ឭ术中

⮱应用发展ȡ

22日喑“中国力学学会第�9次青年学术沙龙活动”ౕ中国科学䮏力学研⾣举行ȡ本次

活动⩞中国力学学会ͨߋ喑ࡄϙ国䭲力学中ᓰহ䲋㏬ᕔ国უ䛺点实验ბڞ同ឬߋȡ䓾40ѺА

5IFPSFUJDBM BOE "QQMJFE .FDIBOJDT -FUUFST

"DUB .FDIBOJDB 4JOJ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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㶕࣯ߍȡ(FPSHF #BUDIFMPS 1SJ[F㣤ᓄ者、㢤ڝ➦⍖➦大学%FUMFG -PITF᪆ᢵ、中国科学

䮏力学研⾣ᑍᭌޜ研⾣অ、⌲ࡻ大学叱ьጹޜ᪆ᢵ、中国科学䮏力学研⾣᭸国ᴸޜ研⾣

অ、㺬ࡄ工͇大学䘄ᕿ͉᪆ᢵܳݘև学术្ॷȡ本次沙龙活动᭜中国力学学会“青年人才托

举工⼸”䶦目⮱活动一喑2Ѻ青年托举人才࣯会ȡ

23日喑“中国力学学会第ఈ届ᄦใ交流与व作工作༁অ会第一次工作会议”ౕᲚጋङ

开ȡ会议⩞⊆大学ឬߋȡͨШ༁অ䭵ь⤰ͨᠮ会议ȡ20҆Ѻ༁অ࣯ߍγ会议ȡ会议讨䃧

γ一届工作༁অ会⮱工作䃫ᘠ喑ᎣݣჇγ全年工作䃎ܿȡ

2�日喑中国科协学会学术䘕ޜ䘕长㟼ᄼۈ、改革发展ัั长䗦䊲等一行3人ݝ中国力学学

会调研改革发展工作ȡ中国力学学会ޜ理事长ᝡڝႼ、̀㕹ޜ秘书长↑χޜ、ࢄ秘书长⃢ᚔ

⣟及秘书ั工作人অ࣯ߍγᏔ䄵ȡ㟼ᄼޜۈ䘕长䦵ᄦ中国科协̸发⮱Ȩ2016年学会改革工作

要点ȩ进行γ䔽㼐䛷হ䄡ᬻ喑Ꭳᄦ中国力学学会ౕ改革发展中㘪์៲ᒀ⮱䉐Шܧγ期᱈

হ要Ⅿȡ学会↑χޜࢄ秘书长ⅴ្γ中国力学学会డ㐂中国科协改革工作要点ݣჇ⮱工作

䃎ܿȡ

�ᰵ

6日喑第ι届中国力学科学ឭ术䃱选工作㐀ȡ㏼䃱喑۠Ⴧᢵε“倅䕌列䒓⾧气动力

学хࡃ䃫䃎及䃱ѝឭ术喍ͨ要Ⴙ人：Ვ国ь、ᲕΫ䨮、䘚䔗龙喑中国科学䮏力学研⾣喎”

中国力学科ឭ进ₒ一等喠ᢵε“下行与⍥动⩌➖推进ᱧݣ⮱理䃧ᐧ研⾣喍ͨ要Ⴙ人：҆

Ⅵϛ喑中国科学䮏大学喎”中国力学㜗♣科学ι等ȡ

6嗣�日喑“第十届全国动力学与ᣔݣ学术会议”ౕ䘪ङ开ȡ会议⩞中国力学学会动力

学与ᣔ͇̀ݣ༁অ会ͨߋ喑㺬ࢄ交䕇大学➢ᑂ动力国უ䛺点实验ბឬߋȡ7�0҆ऺА㶕࣯会ȡ

㺬ࢄ交䕇大学㔌ྲྀᬻ䮏ธ៲Ш大会ͨፚȡ会议ᩣݝែ⽬�60҆ヴ喑交流360҆ヴȡڲღ⊶及动

力学与ᣔݣ䶳ഌ⮱ऱ͗䲏ȡ会议期䬡ङ开γ动力学与ᣔ͇̀ݣ༁অ会工作会议ȡ

6嗣9日喑“第十届全国实验流体力学学术会议”̷ౕ⊤ङ开ȡ会议⩞中国力学学会流体

力学͇̀༁অ会实验流体力学͇̀㏱ͨߋ喑̷⊤大学、̷⊤ጯ应用学হ力学研⾣ឬߋȡ

276ऺА㶕࣯会ȡ会议ڞᩣݝ䃧᪴喍ᦅ要喎2�1ヴ喑ᒂःऐ្ॷ220ヴ喑្ॷڲღധ本⋢Ⰳ

γ实验流体力学研⾣䶳ഌ⮱ऱ͗䲏ȡ

12日喑ࡄϙ国䭲力学中ᓰ大ጵ䃟Ꮤ系列活动ౕ中国科学䮏力学研⾣举行ȡ本次活动➦

大学ᱧᷝ工⼸系8JOH ,BN -JV᪆ᢵև学术្ॷ喑ࡄ䖭䄤γ国䭲䃎ツ力学协会ͨፚ、㒻国㺬ݘ

ᎣܳϘγౕڣ科研工作䲏⮱ᓰᓄȡ

13嗣1�日喑“第ι届全国⩌➖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ࢄϙ举ߋȡ会议⩞国უ㜗♣

科学ധ䛾༁অ会理科学䘕力学ัহ中国力学学会喔中国⩌➖ࡨ学工⼸学会⩌➖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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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主办，东南大学承办，上海交通大学协办。东南大学李志勇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齐颖新

研究员担任会议共同主席。50余位青年学者参会。33位青年学者做邀请报告，内容涉及国际

生物力学研究领域从宏观到微观，从力学到生物，从机理到应用的热点问题。

14日，“力学·创新·追梦·未来”科技周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举行。活动由

中国力学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共同举办。活动吸引了3000余名公众。期间免费开放

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微重力落塔、“实践十号”运行中心等供公众参

观，同时开展了科普展室体验、科普讲座等活动。

16日，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名单公布，中国力学学会推荐的北京大学段慧玲教

授入选。

16日，被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数据库收录。

18日，经中国力学学会推荐，陈伟球、冯雪、李玉龙、庄茁4人当选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

19～22日，“第十三届亚太等离子体科学与技术国际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由中国力

学学会等离子体科学与技术专业委员会、东华大学联合主办，磁约束核聚变教育部研究中心

（东华大学）、东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北京国际力学中心联合承办。200余

名代表参会。东华大学张菁教授担任会议主席。会议交流大会特邀报告6篇，邀请报告19篇、

分会口头和张贴报告152篇，内容涉及等离子体源及其表征、等离子体物理、等离子体应用等

议题。

20～22日，“新型材料力学国际研讨会暨2016年力学前沿青年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

玉泉校区举行。会议由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会议安排了8位青年学者做学术报告，内

容涉及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研究的多个方向。

23～25日，“分子、细胞与组织力学生物学国际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由北京

国际力学中心和中国力学学会主办，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研究所承办。

清华大学冯西桥教授、墨尔本大学P. V. S. Lee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C. T. Lim教授担任会

议主席。近50名代表参会。会议安排了10篇邀请报告，20余篇学术报告，内容涵盖了力学生

物学研究的多个前沿领域。

23～27日，“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盟纳尺度物理力学专题研讨会”在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举行。会议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省力学学会共同承办。近百位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

参加会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郭万林教授担任大会主席。会议安排了4位国际知名学者做大会

报告，另安排邀请报告24篇，青年邀请报告9篇和学术海报19篇。

下旬，                                                                           公布2014年度优秀论文奖获奖名

单，包括1篇综述性论文和1篇研究性论文。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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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5～9日，“第11届全国爆轰学术会议暨凝聚炸药的爆轰及应用专题研讨会”在云南省玉

溪市召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爆轰物理专业组主办，冲击波物理与爆

轰物理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承办。120余位代表参会。会议安排

主会场邀请报告17篇、分会场口头报告35篇。

10～12日，“2016年大连国际微流控和芯片实验室大会（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icrofluidics and Nanofluidics and Lab-on-a-Chip）”在大连海事大学举行。会议由大

连海事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及北京国际力学中心联合举办。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李冬青教授担任大会主席。本次会议是首次微纳流体及微全分析系统在机械工程、海洋、

能源、航天以及生物医学等领域中应用方面的国际会议。350名代表参会，收录论文290余篇。

18日，“中国力学学会第90次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天津新一代运载火箭基地举行。本

次活动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七〇二研究所承办，天津

滨海新区检验测试技术联盟协办。近70位代表参会。航天七〇二研究所荣克林研究员、清华

大学宝音贺西教授、航天科技一院一部吕海波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立好副教授、航

天七〇二研究所任方高级工程师分别做沙龙报告。本次沙龙活动是中国力学学会“青年人才

托举工程”项目的活动之一，4位青年托举人才参会。会后代表们参观了新一代运载火箭基地

和航天瑞莱、航天希尔公司。

23～25日，“第二届高温气体动力学国际会议”在北京怀柔召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

激波与激波管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高温气体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

装备学院激光推进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协办。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姜宗林研究员、张新宇研究员共同担任大会主席。93位代表参会。会议交流邀请报告

26篇。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高温气体动力学专业组和高温气

体动力学国际会议的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会议。

7月

3～4日，“第13届计算地球动力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

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主办，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科学学

院、中国力学学会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国家外专局创新团队协办。会议正式

注册代表114人，其中国内104名，国外10名。石耀霖院士担任大会主席，Mian Liu教授担任

大会共同主席。

5日，2016年中国力学学会全国徐芝纶力学优秀学生奖获奖名单公布，88名学生获奖。

8～10日，“第三届中国超高周疲劳学术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固

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四川大学和成都大学联合承办。王清远教授担任会议主席。56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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㶕࣯会ȡ会议Ⴖᢿ学术្ॷ22ヴ喑ڣ中➦䖭្ॷ3ヴȡڲღ⊶及ᓛ㻯⣜ධ㏱㏴হ㤹⩌ᱧ理、⣜

ධ及⍖Ꮣᄦ䊲倅ক⫟ߠ⮱ᒞ৺、ᄼᅧᏓᢌё、ٵ进⫟ߠ研⾣∂等ȡ

20嗣23日喑“第十̰届全国⓭∏与⓭∏ノ学术会议”ౕ䘪ጯङ开ȡ会议⩞中国力学学

会⓭∏与⓭∏ノ͇̀༁অ会ͨߋ喑中国倅䊲ฝ䕌冲压发动ᱧឭ术䛺点实验ბឬߋȡ13�ѺА㶕

࣯会ȡ会议Ⴖᢿ4ヴ➦䖭្ॷ喑ᩣᒂ䃧᪴10�ヴȡ本次会议仃次开展γх⻭学⩌䃧᪴䃱选活

动喑ڞ䃱选7ܧヴх⻭学⩌䃧᪴ȡ

22嗣24日喑“2016⣝Аٶ≸力学及ڣ应用䃟⤚”ౕࢄϙ举ߋȡ会议⩞中国力学学会

实验力学͇̀༁অ会ͨߋ喑͉ࢄ大学ౌ᱕工⼸学䮏হ中国科学ឭ术大学工⼸科学学䮏ڞ同ឬ

᪐ܴޗ、ᡜឭ术≹߿多ᮛٶ⓭、䛼ឭ术≹ڠⰥദ䃚ȡ䃟⤚䦵ᄦႄఫߍȡ��ѺА㶕࣯ߋ

᪾⊶≸䛼ឭ术В及ധλ标䃳点⮱倅ᏓѺ⼨≸䛼ឭ术等进行䃟ᢵȡ

23嗣27日喑中国力学学会.54ᱽ᫆䄂验协作͇̀༁অ会第六届༁অ会第ι次全体会议ᯕ

仃届青年༁অ学术会议ౕڝጋङ开ȡ会议⩞中国科学䮏㺬ࡄ⩌ᔮ⣜ධ䉱⎽研⾣䮏喍中国科学

䮏ჿࡧᬞࡧ⣜ධ与工⼸研⾣喎ឬߋȡ与会༁অ、青年༁অᅞ̀༁会2016�2017年⮱工作䃎

ܿ喑В及2016⊤ሎ͑ᇥⵡ౼科学与ᱽ᫆䄂验学术会议Ⱕڠ事进行γ讨䃧ȡ

2�嗣2�日喑“第十届全国动力学与ᣔݣ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㟼ࢄϙङ开ȡ会议⩞

国უ㜗♣科学ധ䛾༁অ会理科学䘕হ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ᣔ͇̀ݣ༁অ会ͨߋ喑ࢄϙ㝗

⾧㝗๖大学及⇠⊤大学ឬߋ喑㟼Ⱞ力学学会协ߋȡⴠუᎱ䧮䖀大学Ვ㏺ᮛ᪆ᢵ៲Ш会议ͨ

ፚȡ会议Ⴖᢿγ4ヴ大会្ॷ喑12Ѻх⻭青年А㶕և̀题្ॷȡ

27日喑ࡄϙ国䭲力学中ᓰ“ധλ工⼸科学⮱䃎ツ力学”̀题研讨会ౕ䴖国仃ᅁ举行ȡ本

次研讨会⩞ࡄϙ国䭲力学中ᓰͨߋ喑中国力学学会秘书ัឬߋ喑䓾�0ѺА㶕࣯会喑会̷ა读

䃧᪴17ヴȡ本次研讨会᭜第12届̓⩹䃎ツ力学大会喍8$$. 9**喎ᯕ第6届χ๗䃎ツ力学大会

喍"1$0. 7*喎⮱ܳ会౧一ȡ

29嗣31日喑“Ხ〜⣜ධ实验力学ឭ术、∂2016全国研讨会”ౕڝጋङ开ȡ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অ会ͨߋ喑ڝጋ大学ౌ᱕工⼸与力学学䮏、㺬䘕▫რ与⣜ධ力

学᪆㗟䘕䛺点实验ბহ⩅㖰Ⱞ力学学会ڞ同ឬߋȡ࣯会А㶕70҆人ȡ会议ͨ题ͧᲮ〜⣜ධ实

验力学ឭ术、∂喑Ό࠲᠙⮱科学ЗகⰥڠ探讨ȡ

31日嗣�ᰵ3日喑“㝗๖工⼸动力学ݺ⇬䬛题ᮾ期研讨会”ౕ৵ᅁ␕工͇大学ङ开ȡ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ᣔ͇̀ݣ༁অ会多体系㐌动力学͇̀㏱হ㝗๖动力学与ᣔ͇̀ݣ㏱

发展⣝⟣与䊸߬、㝗๖工⼸䶳ഌ⮱ݺᒀݣȡ会议డ㐂多体系㐌动力学与㝗๖动力学与ᣔߋͨ

十̶五㻱ܿ中⮱动力学与ᣔڠݣ䩛䬛题展开γ讨䃧ȡ3�ऺ̀უ学者࣯会ȡ

�ᰵ

1嗣3日喑“第12届全国䲋㏬ᕔᰶ䭽ٰ倅㏔䃟⤚” ౕࡄϙ举ߋȡ会议⩞中国力学学会䃎

ツ力学͇̀༁অ会、中国力学学会ϔ学研工作༁অ会、⌲ࡻ大学㝗๖㝗⾧学䮏ڞ同ͨߋ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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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学员参加培训。清华大学庄茁教授、柳占立副教授为学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

2～5日，“2016年基础力学实验教学研讨会暨培训班”在云南昆明召开。会议由中国力

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昆明理工大学承办。100余名代表参加培训。会议分三个部分：

力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和力学虚拟仿真实验的设计与开发；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

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竞赛研讨与总结；基础力学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技术的研讨。

4～7日，“第三届全国神经动力学学术会议”在甘肃省敦煌市召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

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神经动力学专业组主办、兰州理工大学承办。118名代表参会。交

流论文摘要40篇。会议内容包括神经动力学领域的各个方面。

4～8日，“第6届中美生物医学工程暨海内外生物力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

校区召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承办。上海交通大学姜宗来教

授、齐颖新研究员共同担任中方会议主席。450余位代表参会。交流大会报告13篇，录用论

文摘要120篇。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

全体委员（扩大）会议”。

5～7日，“力学与工程及力学教学暨第十六届北方七省市区力学学会学术会议”在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召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内蒙古力学学会和内蒙古工业大学承办，北京

力学会与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协办。246位代表参会。会议安排5篇大会特邀报告，

收录论文158篇。会上评选出两篇青年教师优秀论文，6篇研究生优秀论文，颁发“杜庆华力

学与工程奖”和“杜庆华力学与工程教育奖”。会议期间，召开了北方七省市区力学学会学

术工作委员会的常委会议。

7～9日，“2016年固体力学的挑战与发展研讨会暨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年度会议”在延

安召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延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

学院、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重点实验室承办。王铁军教授主持会议。60余位代表参会。会议

期间召开了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年度会议和《固体力学学报》编委会会议。

8～14日，“第三届全国低温等离子体数值模拟暑期培训班”在武汉举行。培训班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中国力学学会等离子体科学与技术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中科技大

学电气学院承办。培训班邀请了国内外低温等离子体数值模拟方面的专家授课，并邀请了相

关的软件公司开展等离子体模拟方面的讲座。培训学员100余人。

10～12日，“2016年全国力学专业实验力学教学讲习班”在北京理工大学举办。 讲习班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承办。5位专家讲授实验力学的各类方法，进行现场授课和实验演示，

120名力学实验教学一线教师及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高年级博士生参加培训。

11～12日，“第三届数字岩心分析技术国际研讨会(The 3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igital Core Analysis Technology)”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举行。会议由中国石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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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华东）举行。会议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油气渗流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姚军教授担任大会主席。会议安排19场学术报告、2次Poster展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对数字岩心相关理论技术与应用前景展开了研讨与交流。

11～12日，“第七届全国固体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会

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和中国力学学会共同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承办。

哈尔滨工业大学梁军教授担任会议主席。70余位代表参会。交流大会特邀报告2篇，学术报告

49篇。与会青年学者围绕固体力学与航空航天、机械、土木、纳米、生命和信息等新兴领域

的交叉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固体力学发展所提炼出新的共性问题、开拓新领域、发展

新方法等进行了充分交流和探讨。

11～12日，“第12届中国CAE工程分析技术年会”在长春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中国力学学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

专业委员会、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信息化协会共同主办。会议主题为“智能仿真助力智能制

造”，近300余位代表参会。会议安排了4篇主旨报告，设置了中国仿真之千人论坛、CAE

软件开发、汽车交通运输、国防科技工业、先进制造及综合科技、仿真验证与确认等专题论

坛。

12～14日，“第十二届全国岩土力学数值分析与解析方法研讨会”在兰州召开。会议由

中国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筹）等单位

承办。500余名代表参会。会议交流了20篇大会特邀报告，10篇分会场主题报告，60篇分组

报告。会议前夕召开了中国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2016年度工作会议。

12～15日，“第25届全国结构工程学术会议”在包头内蒙古科技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

力学学会结构工程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力学学会《工程力学》编委会联合内蒙古科技大学等单

位共同举办。367位代表参会。会议共收录论文236篇，大会邀请报告13篇。内容涵盖结构工

程及工程力学领域多方面的学术成果。

12～15日，“中国力学学会流体控制工程专业委员会2016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日照市召

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流体控制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山东万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40余位代表参会。会议以主题报告的形式，围绕流体动力工程的发展和前沿技术进行了交流

和研讨。

16～19日，“第九届全国爆炸力学实验技术学术会议”在西昌召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

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主办，中物院总体工程研究所与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承办。胡军研究员

主持会议。150余名代表参会。35篇论文在《中国测试》正刊发表，30篇采用增刊形式出版。

会议安排了6篇大会报告，2场分会报告，内容涉及爆炸与冲击动力学实验技术、材料与结构

动态响应及损伤演化研究、材料本构关系与物态方程等。

17～20日，“首届无网格粒子类方法进展与应用研讨会”在宁夏银川召开。研讨会由中

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无网格与粒子类方法专业组（筹）主办，清华大学航天航空



中国力学学会会讯
   2017年第3期

39
返回目录

学院、宁夏大学物理与电子电气工程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张雄教授、宁夏大学任克亮教授担

任会议共同主席，厦门大学王东东教授担任会议学术委员会主席。150余名代表参会。11位

专家做大会报告，78名代表做半大会和分会场学术报告，报告涵盖了无网格粒子类方法理论

与应用各个方面。会议评选出2篇优秀学生论文。

20～23日，“第十二届全国分析力学学术会议暨祝贺陈滨先生八十华诞”在北京召开。

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工学院承办。会议交流大会报

告15篇。会议期间，刘才山教授和郭永新教授主持召开陈滨先生八十华诞庆祝会，回顾了陈

滨先生在我国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及分析力学发展过程中的卓越贡献。会议前夕，召开了分析

力学专业组工作会议。

21～26日，“第24届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ICTAM2016）”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会

议中心举办。54个国家和地区的2106名代表参会，交流论文1687篇。中国参会代表超过

240人，位列第二。胡海岩院士、方岱宁院士分别作了半大会邀请报告。会议期间IUTAM组

织召开了4年1次的理事换届大会，以及执行局和大会委员会等工作会议。经IUTAM全体理事

投票，同意中国的会员等级提升为最高等级，与美国同属第5级会员，拥有IUTAM理事名额

达到5人。新一届理事中，我国大陆有7位科学家在IUTAM组织中任职。白以龙为资深理事，

杨卫、胡海岩、李家春分别担任理事，卢天健、王建祥、陈十一任大会委员会委员。

23日，                                       （AMS）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2016年度第2次全体编

委工作会议。主编卢天健主持会议，17位中外编委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AMS出版近况的介

绍，各国编委就期刊出版现状及如何进一步提高AMS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展开讨论。

23～31日，“结构拓扑优化的理论与方法高级讲习班”在大连理工大学举办。会议由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主办，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

重点实验室承办，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协办。200余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参加培训。

7位相关领域专家担任主讲教授。

26～28日，“冲击动力学前沿论坛——脆性介质动态破碎研究”学术会议在四川绵阳召

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冲击动力学专业组主办，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流体物理研究所、《爆炸与冲击》编辑部和冲击波物理与爆轰物理重点实验室承办。50余位

代表参会。会议安排了8篇主旨报告。

26～28日，“第十五届现代数学和力学学术会议”在厦门召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

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主办，厦门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承办，福建省力学学会协办。厦门大学王东东教授和上海大学张俊乾教授担任组委会共同

主席，190余位代表参会。会议安排了5篇大会特邀报告，设置了流体力学、交通流动力

学、固体力学、计算力学等4个分专题，组织了130余场报告。

Acta Mechanic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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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嗣�日喑“2016年第ι届⊤ሎ͑ᇥ流体力学研讨会”ౕ青⊤Ⱞ㺬Ⴎጯ举ߋȡ会议⩞中国

力学学会、⌲ࡻ大学、ࢄϙ㝗⾧㝗๖大学ͨߋ喑青⊤大学ឬߋȡ70҆ऺА㶕࣯会ȡ会议䃫2͗

ܳ会౧喑交流�6ヴ学术្ॷȡ

19日喑Ȩ应用学与力学ȩ喍㠞᪴❵喎喍                                                                          喍

&OHMJTI &EJUJPO喎喎㢐㣤“2016年Ꮣ中国倅ᵎᲝܧ科ឭ期ܷ”ȡ

21日喑中国力学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4次理事长、秘书长工作会议ౕ中国科学䮏力学研

⾣ङ开ȡ理事长Ვͨ࢘ᠮ会议ȡ会议ͨ要ڲღ：э䓫中国科协第Ί次全国А㶕大会会议

⺋喑讨䃧中国力学大会�2017ᯕᎳ⺊中国力学学会⿸60ক年大会、中国力学х⻭ࢇธ学Ѻ

䃧᪴䃱选হ中国力学科学ឭ术䃱选工作ᵵ、全国কദ⎽大学⩌力学》䊈“理䃧䃫䃎与᧺

作”ఏ体䊈㻱݆ԛ䃏、工⼸᪆㗟䃑䃮ウิ工作等ڲღ喑䕇䓴Ȩ中国力学学会䛺点学术活动䶦

目䉱ߖノ理ߋ∂ȩ、Ȩ中国力学学会∂人䃮书ノ理ݣᏓ喍䄂行喎ȩহȨ中国力学学会࢝」Ԋ

ノহҬ用ݣᏓ喍䄂行喎ȩȡ

23嗣2�日喑“2016年䮼ᱧ动力学与ᣔݣ进展研讨会”ౕ㺬Ⴖङ开ȡ会议⩞中国力学学

会动力学与ᣔ͇̀ݣ༁অ会䮼ᱧ动力学͇̀㏱ͨߋ喑㺬ࡄ工͇大学ឬߋȡ㺬ࡄ工͇大学ᒽь

᪆ᢵ៲Ш会议ͨፚȡ㏓70ऺА㶕࣯会ȡ会议В䖭䄤្ॷᒏᐼ展开喑䯳中讨䃧γ䮼ᱧ动力学与

Ⱕڠ䶳ഌ⮱进展与喑ڞ䖭䄤1�ऺ学者ᄦڣϻ事⮱研⾣进行交流ȡ

23嗣2�日喑“第五届全国大气压等离子体及应用研讨会”ౕ中国科学䮏等离子体➖理

研⾣ङ开ȡ会议⩞中国力学学会等离子体科学与ឭ术͇̀༁অ会ͨߋ喑中国科学䮏等离子

体➖理研⾣ឬߋȡ�0҆ѺА㶕࣯会ȡ会议Ⴖᢿ23ヴऐ្ॷ喑ڲღ⋢Ⰳ大气压ᩫ⩢等离

子体ϔ⩌∂হឭ术、等离子体⮱≸䛼与䃷、等离子体⮱թ᠌、ᩫ⩢等离子体侞动⎽

ឭ术、等离子体ౕ⩌➖ࡨ学及⣜ධ应用、等离子体流动ᣔݣ等䶳ഌȡ

24日喑Ȩ力学学្ȩڒ选“2016期ܷႄᒞ৺力100ᑧ”ȡ

27嗣29日喑“第十ఈ届全国➖理力学学术会议”ౕఈጊ㐢䭠ङ开ȡ会议⩞中国力学学会

➖理力学͇̀༁অ会ͨߋ喑中国工⼸➖理研⾣䮏流体➖理研⾣冲击∏➖理与爆䒝➖理䛺点

实验ბឬߋȡক⯷᭒᪆ᢵ៲Ш学术༁অ会ͨШȡ270҆ऺА㶕࣯会ȡ会议Ⴖᢿ�ヴ大会䖭䄤្

ॷ喑̀题ܳ会౧្ॷ1�7ヴ喑ڣ中ܳ会䖭䄤្ॷ46ヴȡ会议仃次开展γ青年х⻭䃧᪴、青年

х⻭ෆ展្ॷ䃱选ȡ会议期䬡ङ开γ➖理力学͇̀༁অ会工作会议ȡ

27嗣30日喑“第五届国䭲Ⅱ̸ឭ术会议”ౕࡄϙ䶧Ͷङ开ȡ本次会议⩞Ⅱ̸ឭ术学会、

中国ⴠ⇦大学ͨߋ喑国䭲㝦㝣与⊤∸㐀Ჱ大会喍*44$喎、中国力学学会হ中国⊤∸工⼸学会

ȡ100҆ऺА㶕࣯会ȡა读䃧᪴60҆ヴ喑➦䖭្ॷ16ヴȡߋ同ឬڞ

"QQMJFE .BUIFNBUJDT BOE .FDIBOJ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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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9日喑“倅䰤䄧⍺流国䭲研讨会”ౕڝጋ大学ङ开ȡ会议⩞ڝጋ大学、国უ㜗♣科

学ധ䛾༁অ会হ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অ会ͨߋ喑ڝጋ大学㺬䘕▫რ与⣜ධ力学᪆㗟

䘕䛺点实验ბឬߋȡ㺬Ⴖ⩢子科ឭ大学䗾ᮀ䲆䮏ธহⓠ大ݖχ本大学*WBO .BSVTJD䮏ธڞ

同៲Ш会议ͨፚȡ1�Ѻ国、ڲใ㦄ऺ学者及�0҆Ѻጵ⩌࣯会ȡ本次䃧ಈ⮱ͨ要议题ͧ“倅䰤

䄧⍺流В及䷄ㆿ�⍺流Ⱕο作用”喑ڞႶᢿ1�ヴ大会្ॷȡ

12日喑Ȩ力学与实䌢ȩں次㷘ᩣᒂͧ“中国科ឭᵥᓰ期ܷ”喍中国科ឭ䃧᪴㐌䃎⎽期ܷ喎ȡ

13日喑中国力学学会ड़动第̶届中国力学科学ឭ术推㡽工作ȡ推㡽࠲᠙中国力学

㜗♣科学、中国力学科ឭ进ₒ喍क़科ឭㆨহ发ᬻㆨ喎、中国力学科ᮛ᪆㗟ȡ

14嗣1�日喑“第十一届中国爆ⵡ行͇学术会议”ౕ↵䭠ङ开ȡ会议⩞中国爆ⵡ行͇协会

হ中国力学学会ڞ同ͨߋȡ�00҆ऺА㶕࣯会ȡ会议ᒂ用䃧᪴207ヴ喑交流大会្ॷ2�ヴ喑

学术្ॷ�9ヴȡ

14嗣16日喑“第十Ί届全国ฺवᱽ᫆学术会议喍/$$.�19喎”ౕ㺬Ⴖ交䕇大学举行ȡ会

议⩞中国力学学会、中国ฺवᱽ᫆学会、中国㝗⾧学会、中国Ⴔ㝗学会㖁व举ߋ喑本届会议⩞中

国力学学会ͨߋ喑㺬Ⴖ交䕇大学㝗๖㝗⾧学䮏হ中国力学学会秘书ัឬߋȡͶ䮏ธШ大会ऺ

㾶ͨፚ喑㺬Ⴖ交䕇大学⢸䧮ۈ᪆ᢵ៲Ш大会ͨፚȡ本届会议ͨ题ͧ：“ฺवᱽ᫆：݈侞动发

展”ȡ与会А㶕270҆人喑ែ⽬1�0ヴȡ大会ӊᢛ̺同研⾣ा喑ܳ4͗ܳ会౧进行γ交流ȡ

1�嗣1�日喑“2016年中国ౝ⤰科学㖁व学术年会”ౕࡄϙ国䭲会议中ᓰ举行ȡ中国力学

学会ౝ⤰动力学͇̀༁অ会㏱㏴γౝ⤰ڲ䘕㐀Ჱ及ڣ动力学̀题研讨会喑࣯ߍА㶕40҆人喑

交流ऐ្ॷ6ヴ喑ᑍ䉡្ॷ3ヴȡ

16嗣20日喑“中国䃎ツ力学大会ă2016ᯕ第ఈ届䧞Бጹ䃎ツ力学䶮大会”ౕᲚጋ

ङ开ȡ本次大会⩞中国力学学会䃎ツ力学͇̀༁অ会喍$"$.喎হ国䭲ࡻ人䃎ツ力学协会

喍*$"$.喎㖁वͨߋ喑⊆大学ឬߋȡࡄϙ大学㶮ᬻₓ᪆ᢵ、⌲ࡻ大学༇ᡜⅶ᪆ᢵ、Ꮁ㠮

᪆ᢵ、⊆大学䗾㔭᪆ᢵ៲Ш大会ͨፚȡ400҆ऺА㶕࣯会ȡ本次大会Ⴖᢿγ14͗大会្ॷ

হ61㏱ܳ会្ॷȡ会̷䶮发γ第ఈ届䧞Бጹ䃎ツ力学喑⌲ࡻ大学ᑍ䯱᪆ᢵ㣤䧞Бጹ䃎ツ力

学ᅞ喑㺬ࡄ工͇大学ᱞ㐔Ⴜ᪆ᢵ㣤ᓄ䧞Бጹ䃎ツ力学青年ȡ

17嗣20日喑国䭲理䃧与应用力学㖁Ⰼ�䷻ᯡ⒛䶱្ಸ̀题研讨会̷ౕ⊤举行ȡ会议⩞

国䭲理䃧与应用力学㖁Ⰼͨߋ喑̷⊤交䕇大学Ⅱ动力学᪆㗟䘕䛺点实验ბ及ࡄϙ国䭲力学中

ᓰឬߋȡ݅ᶓ᪆ᢵ៲Ш研讨会ͨፚȡ40҆Ѻ䷻ᯡ⒛䶳ഌ̀უ学者࣯会ȡ研讨会Ⴖᢿ2�ヴ➦䖭

្ॷ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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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首届“中国力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活动启动。该奖项由中国力学学会和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力学学科评议组共同设立。

20～21日，“中国力学学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洽谈对接会暨中国力学学会第91次青年学

术沙龙”在南京市高淳区召开。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高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承办，江

苏省力学学会和东南大学协办。中国力学学会与高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共同签署了《创新驱

动助力工程合作框架协议》。4位青年学者在沙龙上做了邀请报告。

20～23日，“第九届全国流体力学学术会议”在南京钟山宾馆举行。会议由中国力学学

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江苏省力学学会联合承办。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赵宁教授担任会议主席。700余位代表参会。会议安排大会特邀报告6篇，设11个分会场和

6个专题研讨会，共收到论文摘要703篇，交流580篇，内容涉及流体力学领域的各个方面。

21～22日，“第四届全国工业等离子体会议”在南方科技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力学学

会等离子体技术专业委员会主办，南方科技大学承办，南方科技大学何祝兵副教授担任组委

会主席。近100名代表参会。会议安排特邀报告3篇，学术报告26篇，内容涉及先进等离子技

术及其在半导体、平板显示、新材料、新能源、国防工业、航空航天等产业中的应用。

21～24日，“2016年全国压电和声波理论及器件应用研讨会（2016SPAWDA）”在

西安理工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中国声学学会和IEEE UFFC分会共同主办，西安

理工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承办，宁波大学、晶体生

长设备及系统集成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中国物理学会电介质物理专业委员会协办。

210余名代表参会。西安交通大学王铁军教授担任大会主席。会议交流大会特邀报告7篇，分

会场报告139篇，内容涉及压电理论和声波器件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及成果。会议评选出

10篇优秀论文。

23～25日，“第二届可展开空间结构学术会议”在北京工业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召开。会

议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中国力学学会、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和中国宇航学会共同主

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家单位共同承办。会议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可展开空间结构的非线性动力学建模、分析与控制”为牵

引，主要围绕大型空间可展开结构发展的相关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等展开讨论，250余名

代表参会。会议共安排14个大会报告，50余个分会场报告，评选出12篇优秀报告论文。

23～26日，“第十三届全国流变学学术会议”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化学

会、中国力学学会流变学专业委员会主办，陕西省能源化工过程强化重点实验室、西安交通

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和理学院承办。180余名代表参会。会议收到论文100余篇，安排5

篇大会报告，分4个分会场进行交流。会议期间召开了流变学专业委员会全体工作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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Ⴧ“第五届中国流अ学Ოܧ䉎⡛”ᢵεࢄࡻ理工大学ⳬ䛾Ꭰ䮏ธ喠“第Ί届中国流अ学青

年”ܳݘᢵε中国科ឭ大学აႵ㭻ޜ᪆ᢵ、青ᇈ大学䅚͇ᑧ᪆ᢵ喑9Ѻ青年学者㣤ᓄγ“第

十̶届全国流अ学学术会议х⻭青年្ॷ”ȡ

26嗣2�日喑“全国⣜ධ力学学术研讨会”ౕ㟼ጋጯङ开ȡ会议⩞中国力学学会⣜ධ力学

͇̀༁অ会হ㟼Ⱞ力学学会ͨߋ喑㟼ጋ大学ឬߋȡᱻუ᭒䮏ธ、䗾ᮀ䲆䮏ธ៲Ш学术༁অ

会ͨШȡ100҆ѺА㶕࣯会ȡ会议Ⴖᢿ大会➦䖭្ॷ4ヴȡ会议ݺโङ开γ⣜ධ力学͇̀༁অ

会工作会议ȡ

11ᰵ

2嗣6日喑“2016年⊤ሎ͑ᇥⵡ౼科学与ᱽ᫆䄂验学术会议ᯕ第十一届全国.54ᱽ᫆䄂验

学术会议喔第十̶届ⵡ౼科学研讨会”ౕₓⅶ䧏䧮喍䯳ఏ喎公थₓ䧏研⾣䮏ङ开ȡ会议⩞中

国力学学会.54ᱽ᫆䄂验协作͇̀༁অ会হ中国ᱽ᫆科学学会ⵡ౼科学༁অ会㖁वͨߋ喑ₓ

ⅶ䧏䧮喍䯳ఏ喎公थ研⾣䮏হ龙ࡻ科ឭ大学ឬߋȡ160҆ऺА㶕࣯会喑ᩣᒂ䃧᪴120҆ヴȡ会

议Ⴖᢿ�ヴ大会➦䖭្ॷ喑䃫㒛γ⫟ߠ与㷯、ᇖⴠ力学、㐀Ჱ与ᱽ᫆≸䄂3͗ܳ会౧ȡ会议

期䬡ङ开γ⊤ሎ͑ᇥ͇̀༁অ会༁অ㖁ፚ会议ȡ

11嗣14日喑“第ι届全⤰ࡻ人Ⅱ动力学学术会议”ౕᬍ䩎中国㝦㝣科学研⾣中ᓰङ开ȡ

会议⩞中国力学学会、中国䕍㝦工⼸学会、中国Ⅱݖ学会、中国⊤∸学会㖁वͨߋ喑中国㝦

㝣科学研⾣中ᓰ喍702喎ឬߋȡॡᰶ⩌Ш会议ͨፚȡ䓾240ऺА㶕࣯会ȡ会议交流γ�ヴ大

会䖭䄤្ॷ、20ヴܳ会౧ͨ题្ॷহ101ヴᄼ㏱្ॷȡ

14日喑⩞ࡄϙ国䭲力学中ᓰ䉱ߖ⮱+PJOU 64�$IJOB 4FTTJPO PO .JDSPNFDIBOJDT 

#JPNFDIBOJDT BOE .FDIBOJDT PG 'VODUJPOBM .BUFSJBMTౕ㒻国ܑܝङ开ȡ会议Ⴖᢿ1�ヴ

្ॷ喑ܳ“⩌➖力学与䒜➖䉕”、“ߌ㘪ᱽ᫆与多ᅧᏓᐧ”হ“⩌➖ᱽ᫆与ߌ㘪ᱽ᫆”3͗

ܳ会౧交流ȡₑ会议᭜2016年㒻国ᱧᷝ工⼸ጵ学会年会⮱ܳ会౧ȡ

1�嗣20日喑“第十一届全国爆炸力学学术会议”ౕᎬ͉Ⱞ⤍⊤ጯङ开ȡ会议⩞中国力学

学会爆炸力学͇̀༁অ会ͨࢄࡻ、ߋ理工大学হ๗࣌理工大学ڞ同ឬߋȡ�00҆ऺА㶕࣯会ȡ

会议交流γ9ヴ大会䖭䄤្ॷ喑32ヴܳ会౧䖭䄤្ॷ喑322ヴऐ្ॷহ�0Ъෆ្ȡڲღ⊶

及冲击动力学、䃎ツ爆炸力学、爆䒝与爆炸ߍ工等多͗研⾣䶳ഌȡ会议䃱选Ꭳ䶮发γ仃届“

爆炸力学х⻭青年学者”ȡ

22日喑中国力学学会ͨߋ⮱�科ឭ期ܷ㣤ᓄ“2016中国ᰭڤ国䭲ᒞ৺力学术期ܷ”হ“2016

中国国䭲ᒞ৺力х⻭学术期ܷ”ȡڣ中喑    

                  喍&OHMJTI &EJUJPO喎喑                                                                                                         

                        4期ܷ㢐㣤“2016中国ᰭڤ国䭲ᒞ৺力学术期ܷ”喠    

                                         喑Ȩ力学进展ȩȨᇖౌ工⼸学្ȩহȨ工⼸力学ȩ4期ܷ㢐㣤

“2016中国国䭲ᒞ৺力х⻭学术期ܷ”ȡ

"DUB .FDIBOJD 4JOJDB喑"QQMJFE .BUIFNBUJDT 

BOE .FDIBOJDT "DUB .FDIBOJD 4PMJEB 4JOJDB হ 1MBTNB 4DJFODF

BOE 5FDIOPMPHZ

"QQMJFE .FDIBOJDT -FUUFST

5IFPSFUJDBM B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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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嗣27日喑“第ఈ届㷲ิᡜ动与ฝᣔݣ青年䃧ಈ”ౕ㺬Ⴖ交䕇大学举ߋȡ会议⩞中国

力学学会হ中国ฝ学学会ͨߋ喑㺬Ⴖ交䕇大学㝗๖㝗⾧学䮏等ࢂѺឬߋȡ๖֒Ш会议ͨፚȡ

70҆ऺА㶕࣯会ȡ会议ڞᩣݝ䃧᪴40҆ヴ喑ͨ要ڲღ⊶及㐀Ჱ中ᑦᕔ∏⮱э᧚ᱧ理喑ᡜ动与

ฝ⮱ϔ⩌与э᧚ᱧ理等ȡ

12ᰵ

4日喑“中国力学学会第Ί届全国中学⩌䋐ঠ力学ݣ作䖭䄤䊈”ౕ仃䘪ጵ㠰大学䭱ᆋ中学

举ߋȡ27学ᵎ⮱4�ᩜ䭌к200҆ڞ人࣯䊈ȡ℁䊈䃫㒛γ“㏥ᶒ䓴䒓”হ“䕌Ꮣ℁䊈”͑䖀

题目ȡ

9日喑⩞中国科协学会学术䘕ͨߋ、中国力学学会ឬߋ⮱“第十ι期中国科协科ឭ期ܷͨ

㑃喍长喎沙龙”ౕࡄϙ举行喑ͨ题ͧ“协同݈——ࡴ科ឭ期ܷ学术ߎ㘪力”ȡ40҆

ѺА㶕࣯会ȡ会议䖭䄤↗ᮜ⤴䮏ธ、≗ࣸธ研⾣অ͑Ѻ国䭲期ܷͨ㑃ևͨᬕ្ॷ喑同ᬣ䔅䖭

䄤多Ѻ期ܷ̀უև̀题្ॷȡ

9日喑中国力学学会㷘中国科协䃱ͧ“2016年Ꮣ全国学会科ᮛ工作х⻭ࢂѺ”ȡ

10日喑“☚等离子体ឭ术ౕ国䭟及㝗⾧䶳ഌ中应用学术交流会” ౕᆞ͉Ⱞ≻ࢄጯङ开ȡ

会议⩞中国力学学会等离子体͇̀༁অ会ͨߋ喑中国㝗๖⾧气动力ឭ术研⾣䮏ឬߋȡ30҆Ѻ

̀უ࣯会ȡ交流្ॷ10ヴȡ

16嗣1�日喑“第ژ届全国⾧䬡䒕䖀䃫䃎》䊈䶮ᯕ研讨会”ౕយጋ㮦ᶒ౷会议中ᓰङ开ȡ

会议⩞中国力学学会ͨߋ喑中国科学䮏国უ⾧䬡科学中ᓰ、㺬Ⴖ࢘ᭌ≸ᣔ中ᓰႴ㝗动力学国უ

䛺点实验ბহយጋ大学㖁वឬߋȡ䓾⮫ऺ研⾣人অ࣯ߍγₑ次研讨会ȡ会议ͧ一等࣯䊈ఏ䭌

进行γ䶮喑Ꭳడ㐂䒕䖀䃫䃎理䃧হ㏼验展开γ⌞ڒ⮱研讨ȡ

̸ᬙ喑ᠶ⚔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2016�201�年Ꮣ䶦目要Ⅿ喑中国力学学会䃑ⱌ㏱

㏴⩠្及め䓖喑ϻ众多⩠䄤学会中㙞䷃㔹ܧ喑㣤ᓄγ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2016�201�

年Ꮣ䶦目⿸䶦䉱ᵩȡ

29日喑“中国力学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次理事长、秘书长工作会议”ౕࡄϙ㺬䗷ძ亳ङ

开ȡ理事长Ვͨ࢘ᠮ会议ȡ会议ᄦ᠌交፥ߎ理事会讨䃧⮱2017年学术活动䃎ܿ、中国力学

大会�2017ᯕᎳ⺊中国力学学会⿸60ক年大会ウิ、中国力学х⻭ࢇธ学Ѻ䃧᪴䃱选等事

䶦进行γ讨䃧ȡ

29日喑“中国力学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次全体፥ߎ理事会会议”ౕࡄϙ㺬䗷ძ亳ङ开ȡ

理事长Ვͨ࢘ᠮ会议ȡ会议ͨ要ڲღ：1、ᕨ㐀2016年学会工作হ䘕㒟2017年䛺点工作喠2、

ឦ2017年Ꮣ学术活动䃎ܿ喠3、ख़ःহ讨䃧中国力学х⻭ࢇธ学Ѻ䃧᪴、科学ឭ术、কദ

⎽力学等䶦工作事喠4、䕇្中国力学学会⩠្第ι期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ᗲۢ等事

䶦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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