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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0日，由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承办的“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

员会西安地区学术沙龙第5次活动”在西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行。本次学术沙龙由西

北工业大学理学院许勇教授和张莹副教授主持，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

师范大学、长安大学、西安财经学院、西安邮电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近十所高校的80余名

师生参加了活动。

本次沙龙由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邓子辰教授致开幕词。3位动力学与控

制领域青年学者为参会的老师同学献上精彩的报告。西安交通大学夏巍作了题为“超声速

气流中的非线性壁板颤振研究”的报告；西北工业大学胡伟鹏作了题为“保结构分析方法

及其在碳纳米管振动问题中的应用”的报告；西北工业大学王亮作了题为“一些非光滑系

统的动力学问题”的报告，总结了近年来团队有关方面的工作。3位青年教师分别就其研究

领域展示随机动力学领域的一些新的成果和进展与参会的老师同学进行了交流，大家积极

发言，踊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报告会结束后，与会师生在继续教育学院进行了羽毛球、

乒乓球、棋牌等休闲活动，部分青年学者就自己关心的问题继续与几位报告人进行了更加

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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᱙次学术⇆哆ᬕ在ᑧ㺬Ⴖౝࡧ动力学与控制䶳ഌ学者䬡的学术ϑ流喑ͧ大უڠ

ᓰ的问题ӈϑ流讨䃧Ꭰझ喑Ꭳ⓭ߞᰡ็ᙌڡ䋐的青年学者ែݝڒ䔈̭ₒ的研⾣中ȡ

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ӈ⽬

᱙届会议在ͨߋ和ឬࢂߋѺ的ᓰウิ̸喑Ꭼ∈॥ᑂγ国ڲใ�0҆ڞუ研ᱧᲱ的

200҆Ѻ技ϧ员࣯会喑㺳Ⰳ国ڲ中国学䮏、ࡄϙ大学、⌲ࡻ大学、ฺᬓ大学、大连⤳

工大学、̷⊤ϑ䕇大学、ࡻ中技大学、⊆大学、͉ࢄ大学和͉ࡻ大学等ࢂѺВࣷ㒻国、ᬒ

᱙、䴖国、ⓠ大ݖχ等国უ的็უ研ᱧᲱȡࢳᬣ͑๖ࡷ的学术ϑ流ٲ分展γ国ڲใ在等离

子体学技术ऱ͗䶳ഌःᓄᰭ新䔈展和喑Ӱ䔈᱙䶳ഌ与ڣЃ学䶳ഌВࣷϔ业⩹

䬡的⇌䕇和㖁㈨喑ᣕ动γ国等离子体学和技术的发展Ꭳ加ᑧγ与国ใ的ϑ流व作ȡह

ᬣ喑͉ࡻ大学䕇䓴ͨߋ和⼜极࣯与᱙次会议喑ा国ڲใ等离子体学技术研⾣䶳ഌᎬ∈ϻ

业ϧ员ٲ分展γ研和学术ⅡᎠ喑Ꭳᓄݝγ与会专უ学者Й的倅度䃱Ф喑͉ࡻ大学

在等离子体研⾣䶳ഌ的学术ᒞ৺力ᓄݝᠮ㐚ࡴ喑ᎣͧᰡᎬ∈ౝ与国ڲใⰥڠ研⾣ᱧᲱ开

展学术ϑ流和研व作ᥚᐧγ㞜ສᎠझ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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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等离子体学与技术专业委员会、͉ࡻ大学㖁वͨߋ的Ą第十三届χ

๗等离子体学与技术国际会议ąλ2016年�ᰵ1�嗣22ᬒ在̷⊤ͫ㵹ȡ会议⩞ⷮ㏓ᵥ㖇

अ教㗟䘕研⾣中ᓰ（͉ࡻ大学）、͉ࡻ大学㏑㐡ᱽ᫆ᩦᕔ国უ䛺◦实验室和ࡄϙ国际力学

中ᓰ㖁वឬߋȡ



会议共设置1个主会场和2个分会场，围绕低温等离子体包含3个会议主题，分别为等离子

体源及其表征、等离子体物理、等离子体应用。会议共设置6个大会特邀报告，19个邀请报告、

67个分会口头报告和85个海报张贴报告，青年学者成为本次会议的参会主体。会议邀请了日

本Kanazawa University的Yasunori Tanaka教授和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

Tomohiro Nozaki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刘万东教授、澳大利亚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Christine Charles教授、韩国National Fusion Research Insitute的Suk Jae 

Yoo教授和Cheorwon Plasma Research Laboratory的Seong In Kim博士做大会特邀报告。

会议报告期间各分会场交流充分，参会代表们就感兴趣的问题开展了非常深入的交流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会议主席、东华大学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菁教授主持，出席开幕式的嘉宾

有东华大学副校长陈革教授、大会国际顾问委员会Rod Boswell院士、Hong-Young Chang

教授与蒲以康教授、美国等离子体学会APS及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会士Valery 

Godyak教授、等离子体科学与技术PST执行主编Y K Peng Martin、韩国Sungkyunkwan 

University（SKKU）大学教授、亚欧等离子体科学与工程（AEPSE）、应用等离子体科

学与工程-亚洲联合会（AJC-APSE）创始人Jeon G. Han等。大会程序和组织委员会主席

石建军教授、王友年教授，东华大学科研处和国际合作处季程昌、赵明炜等。张菁教授对与

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东华大学副校长陈革教授为大会致辞，欢迎与会的各位国际等离子

体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专家，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现状，希望与会学者能通

过此次会议充分深入地交流学术观点，促进等离子体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取得更大进展，并祝

大会圆满成功。清华大学蒲以康代表亚太等离子体科学与技术国际会议中国创始人吴承康院

士为大会致辞。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留影。

为了提供给与会专家学者更好的交流平台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机会，会议利用5月20日下

午2个多小时的时间在张贴报告分会场布展100多份张贴报告，现场交流十分热烈。

第十三届亚太等离子体科学与技术国际会议全面展示了近两年来国内外，特别是亚太地

区，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及其应用、低温等离子体基础物理及其源和诊断技术领域所取得的

成果及最新进展，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的举办有力促进了国内外等离子体科学技术界

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有效推动了等离子体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会议在中国的成功举

办吸引了更多国内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有效展示了国内等离子体研究进展和学术水平。作为

主办单位之一，东华大学也通过本次会议充分展示了东华大学的学术氛围和等离子体学科近

年来取得的学术成果，提高了在国内外等离子体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中国力学学会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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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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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6年5月20～22日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举行。

本次研讨会的宗旨是探讨科研的最新进展及其应用，分享研究成果，并促进力学学科

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中国力学学会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工程

力学系系主任陈伟球教授首先向参会的青年学者们介绍了浙江大学力学学科的发展情况。

新型材料力学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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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青年学者们还参观了浙江省软体机器人与智能器件研究重点实验室和浙江大学紫

金港校区。本次论坛得到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浙江省软体机器人与智能器件研究重点实

验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群体“智能材料和结构的力学与控制”、浙江大学柔性

电子新器件新材料科技联盟、浙江大学软物质科学研究中心的支持。

随后，来自美国布朗大学的周昊飞和李学进、伊利诺伊大学的聂安民、美国西北大学的贾

铮、杜克大学的曹长勇、麻省理工学院的王路达、英国杜伦大学的王伯福和荷兰代尔夫特

理工大学的何鑫等8位博士就他们研究的专业领域给参会代表作了精彩的报告。他们的报

告涵盖了目前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研究的多个方向，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最顶尖

的科学期刊上。

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供稿



2016年6月5～9日，⩞中国力学学会✳◥力学专业委员会✳䒝➖理专业组主ܨ۟，ߋ

∏➖理与✳䒝➖理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工程➖理研究院流体➖理研究ឬߋ的“第11届全国

✳䒝学ᱜ会议ᯕ܊㖇◥㢜的✳䒝ࣷ应用专䷅研䃕会”在ξࢄ省⢶⏗ጯङ开。中国工程➖理

研究院ႆឬ㏙院士、中国工程➖理研究院科技委主任ᱻࡻ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ࢄ京理

工大学、㺬北工业大学、国䭟科技大学、中北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㺬Ⴖ近代ࡃ

学研究、流体➖理研究、ࡃ工ᱽ᫆研究、ᕨ体工程研究、北京应用➖理与计算数

学研究等倅ᵎ研究专家和科研ϧ员120҆ڞ位代㶕应䖭࣯会。

᱙⁎会议ᬕ在ϑ流✳䒝研究䶳ഌ近年Გःᓄ的进展，ᰡສౝӰ进᱙学科的发展。在

为期3๖的会议中，ڞႶᢿ主会౧䖭䄤报ॷ17个、分会౧ऐ报ॷ35个。报ॷడ㐂✳䒝技

ᱜ和܊㖇◥㢜的主䷅，⊶ࣷ✳䒝发展䊸߬与ݺ⇬、◥㢜Ⴖ全性ᱧ理、✳䒝䃷技ᱜ、◥㢜

的䊤✳ᱧ理和技ᱜ、◥㢜᱙构ڠ系ࣷ✳䒝ϔ➖⟣ᔮ方程、✳䒝э᧚侞动和ߍ䒪效应、✳䒝

䓴程的数թ᠌、ᱽ᫆动ᔮ৺应ߍ䒪与䃷技ᱜ、ڣ他Ⱕڠ理论技ᱜࣷڣ应用9ڞ个研究方

ा。报ॷᒖ㏤ॵ，具ᰶᒵᑧ的专业性和ݺ⳨性，会౧⅁ⅈ☚◵，࣯会ϧ员䦵ᄦ报ॷ中ᙌ

䒝䶳ഌ✳ڲౝᣏ䃕和ϑ流。᱙⁎会议ᰶ力ౝӰ进了国ڒ⌞䋐的问䷅与报ॷϧ进㵹了䒰为ڡ

科研ϧ员䬡的学、ϑ流，ᄦ✳䒝学科的发展䊤ݝ了⼜Ხ的ᣕ动作用。

す��ᅷڕప✳䒝႓ᱜч䃛ᯕ܊㖇◥㢜⮱✳䒝ࣷᏁ⩕̀䷅ⵁ䃕ч

05
返回目录

中国力学学会✳◥力学专业委员会✳䒝➖理专业组 ӈ⽬

中国力学学会会讯
   2016年第4期



中国力学学会第90⁎䱿年学ᱜ⇆哆≨动于2016年6月18日喍ᭌ期ښ喎在๖≒一代䓽䒪▘

ペധౝͫ㵹。᱙⁎≨动⩞中国力学学会主ߋ，中国㝗๖科技䯳ఏڙथ第一研究院第̰ȥι研究

ឬߋ，๖≒␕海ᷭࡧ验≸䄂技ᱜ㖁Ⰼߋࡼ。Გ㜗⌲ࡻ大学、北京大学、北京㝗⾧㝗๖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大䔋理工大学、国䭟科技大学、৵ᅁ␕工程大学、৵ᅁ␕工业大学、๖≒大学、⊆

江大学、㺬Ⴖϑ䕇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中国工程➖理研究院ᕨ体工程研究等็家ࢂ

位的近70位代㶕࣯ߍ了ₑ⁎≨动。

⇆哆报ॷ会⩞学会副⼅Γ长䭵常䱿教授和㝗๖̰ȥι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ᱻ海∏

研究员ڞह主ᠮ。䭵常䱿教授ा主ࢂߋ位㝗๖̰ȥι研究和ݝ౧Გძ㶕ᙌ䅏，他ा大

家キࢂϸ㏺了在6月݊ङ开的中国科ࡼΊ大的Ⱕڠᠴ⺋，ᠴ出ڇ中๛ᄦ于中国科ࡼ和一

㏔学会ᄳ进㵹ᰡ็的ᩜᠮ，在౧的䱿年ចͫϧጟ㏼开始享ऄᩦݝ䲖的㏏ݖ，ጹ᱈大家㘪

ఏ结在学会周డ，ߍᑧ合作ڞ䊏。㝗๖̰ȥι研究⢸ᮀᮃ副长ा大家ϸ㏺了Ϸ年ᖝ䕏

㝗๖̰ȥι研究ᐧ60周年，并́ᄳ发ᄱ长征̰号等㝗๖任务，ጹ᱈在䔆ᵤ一个“三

ρ”㝗๖开ᅭ年㘪์ᓄݝ在Ꮤ专家ᰡ็的ᩜᠮ。学会专职副⼅Γ长↑χࢄ代㶕学会ा㝗

๖̰ȥι研究ᄦ于≨动的ᓰウิ㶕了ᙌ䅏，キࢂϸ㏺了学会㜗2003年䊤ͫߋ䱿年

学ᱜ⇆哆的ᗲۢ，हᬣϸ㏺了䱿年ϧចͫ工程，在౧的4位ចͫϧጹ᱈㘪์ᓄݝ大家的

䃖䱿年学者㘪์䕇䓴学会䔆个Ꭰझᔘ䕌成长，ᅪᬖ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ߖहᩜᠮ和ڞ

中ಇ力量。

中国力学学会会讯

中国力学学会第90次青年学术沙龙暨中国力学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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᱙⁎⇆哆≨动䔅作为中国力学学会“䱿年ϧចͫ工程”䶦Ⱋ的≨动一，䖭䄤了4位

䱿年ចͫϧ࣯会，与ऱ位专家一䊤学和ϑ流，开᠀㻳䛻。ጹ᱈䕇䓴学会学ᱜ⇆哆䔆ᵤ的

Ꭰझ，为䱿年ϧ提ӈ展㜗和ϑ流的ᱧ会，ߖ他Йᔘ䕌成长，实现ចͫ工程的Ⱋᴴ。

᱙⁎⇆哆ڞ䖭䄤了5个学ᱜ报ॷ，分ݘ᭜㝗๖̰ȥι研究荣ٸ林研究员作䷅为“㝗๖㷲

ิ结构动力学问䷅ᕨ结”的报ॷ，⌲ࡻ大学䴠䉧㺬教授作䷅为“ᄼ㵹ᭌᣏ≸中的动力学”的

报ॷ，㝗๖科技一院一䘕ू海∏研究员作䷅为“Ⅱ̸ಯⰡ发ᄱ㝗㵹体䃫计中的力学问䷅”的报ॷ，

北京㝗⾧㝗๖大学ۜ立ສ副教授作䷅为“ಸ等离ၽᣔݣ技ᱜᲮڣ应用”的报ॷ，㝗๖̰ȥι

研究任方倅㏔工程师作䷅为“䓽䒪▘ペ䊤下ฝ㑖℁ಸ实验喍4."5喎技ᱜ”的报ॷ。

荣ٸ林研究员的报ॷ主要从动ᔮ⓭ߞ源和ᡜ动与ฝᢌё式等方面，ϸ㏺ຯ҂䛴ः结

构ߍᑧ“ោ”，管䌜⋟体“䏟”，⅁动、结构、ᣔݣ㕓合“”，Зகោᡜ“䯁”的方法Გ

解۠㝗๖㷲ิ的结构动力学问䷅。

ू海∏研究员主要从Ⅱ̸ಯⰡ发ᄱ的⾧∎็䶦流问䷅出发，䃟解了出Ⅱᑦ道与༬ᔮ问䷅，

结构动৺应问䷅，复杂海∸环ධᒞ৺问䷅等。

䱿年ϧចͫ工程获ᓄ者ۜ立ສ副教授报ॷ了他ݖ用等离ၽ体ᣔݣ技ᱜߍ下㵹升力方

面开展的工作，主要䃟解了等离ၽ⓭ߞகധ᱙特性，从格ᅩ㺌㔩、环量升、合成ᄱ流、

涡流发生க、⅁动㝢面等方面进㵹䬽䔝。

任方倅㏔工程师主要ϸ㏺了䊤下ฝ㑖℁ಸ䄂验的Ⱕѩ۳݆、䃫计与䄂验方法，并䦵

ᄦಸ䓽䒪▘ペ͒䚤的䊤下ฝ环ධ，给出㑖℁ಸ䄂验技ᱜ的应用䃫ᘠ。

᱙⁎⇆哆特ݘႶᢿ代㶕Й࣯㻯一代䓽䒪▘ペധౝ和㝗๖⦋㣞、㝗๖ጹᅁڙथ，代㶕Й

ᄦ于䓽䒪▘ペᕨ㷲ࣷ全ペᔮ、䲆力、ᡜ动、分离等䄂验进㵹了全面的了解和㔰ᄌ，ᅑڣ᭜

长征ρ号大▘ペ的ᕨ㷲≸䄂，ᑂ䊤在౧代㶕的倅Ꮣڠ∕。ₑ⁎࣯㻯≨动，䃖大家ᄦ于国家重

大工程和专业技ᱜ在实䭲中的应用ᰶ了ᰡ⌞的䃑䃳，हᬣ了解了ۈℾ㲺合ϔ业的发展ᗲۢ，

⓭发力学䱿年学者与工程Ⱕ结合的科研ᕊ䌜和工作☚ᗲ。

᱙⁎⇆哆≨动特ݘᙌ䅏㝗๖̰ȥι研究的ᓰ组㏴和大力ᩜᠮ喆

䴠䉧㺬教授首先ϸ㏺了̺㻱݆ᑂ力౧的ჇͶ和动力学㗹ᮜ，并提出ᄼ๖体ᣏ≸任务的

轨道动力学ㆨಸ。随后重点ϸ㏺了̺㻱݆ᑂ力౧ᐧ的4种方法ВࣷⰥ应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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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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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气动力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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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期间，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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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组会议讨论了未来的5年工作计

划，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探讨了未来工作模式和重点，并确定第三届高温气体动力学国际会

议由日本宇航中心（JAXA）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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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高温气体动力学国际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激波与激波管专业委员会 供稿

此次会议全部采用邀请报告的形式，包括26篇会议报告，涉及到火星再入及登陆、高

温化学反应流动、稀薄气体非平衡流动、实验装备与测量技术、数值方法等方面的国内外最

新研究成果，其中3篇大会特邀报告的报告人分别为NASA科学家Chul Park博士、斯坦福

大学Ronald Hanson教授和德州大学Frank Lu教授。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日

本、印度的国内外嘉宾及研究生等共计93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6月25

日下午，与会人员参观了JF12复现高超声速飞行条件激波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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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3～4日，第13届计算ౝ⤰动力学ݺ⇬问䷅国䭲研䃕会喍5IF 13UI *OUFSOBUJPOBM 

8PSLTIPQ PO UIF 'SPOUJFST PG $PNQVUBUJPOBM (FPEZOBNJDT喎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䌜ᵎࡧ

科研ẩङ开。᱙⁎会议⩞中国科学院计算ౝ⤰动力学重点实验室主ߋ，中国科学院大学ౝ⤰科

学学院、中国力学学会ౝ⤰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国家ใ专ᅭ创ఏ䭌ߋࡼ。会议

ₐ式∕ڹ代㶕114位，ڣ中国ڲ代㶕104位，国ใ代㶕10位。为期2๖的会议24ᰶڞ个ᒖ的

学ᱜ报ॷ。

大会主ፚ实验室学ᱜ委员会主任ⴠ㔭䱃院士㜡开ᎂ䃺，ᄦ࣯会的国ڲใ专家学者㶕☚

◵⁏䓻。大会ڞह主ፚ、实验室主任.JBO -JV教授ϸ㏺了会议的组㏴、ウิᗲۢ，Вࣷ实验

室在䓴去一年中և出的ϛ点成㐖。͑๖的会议ڞ分6个䃕论组，组的主ᠮϧ分ݘ为喟实

验室主任.JBO -JV教授，美国ߍ州大学ќݖٸ分ᵎ$IJ�ZVFO 8BOH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

ႆ᪴科教授、ᱻᔍ海教授、㒄㏟教授Вࣷႆ⋈教授。

为了ٲ分进㵹学ᱜϑ流和䃕论，㐊大䘕分报ॷ的发㼭ᬣ䬡为15～20分䧌，并ᰶ5分䧌䃕

论ᬣ䬡。࣯会ह学和㔮师ᄦ个报ॷ䘪进㵹了⌞ڒ和☚◵的䃕论。国ڲใ专家、学者发㼭ຯ

̸喟

法国ጡ叻倅等师㠰学ᵎౝ䉕实验室的$ISJTUPQIF 7JHOZ博士作了䷅为“"GUFSTMJQ BOE 

7JTDPFMBTUJD 3FMBYBUJPO 'PMMPXJOH UIF 2010 .X 88 .BVMF &BSUIRVBLF喍$IJMF喎”的

报ॷ，首先分析了2010年.BVMFౝ䰴的在ࢄ美≟Ⱕࡧڠഌ的䰴后अ形，♣后ധ于3%ᰶ䭽ٰ

す��ᅷ䃎ツౝ⤰߈ߕ႓ݺ⇬䬛䷅ప䭲ⵁ䃕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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䒜У;FCVMPO ;TFU，䕇䓴系统的式实验方法，ᓄ出Ԝ۟ፓౝ䰴的䰴后अ形̺ϲ要㔰㭾䒜流

వ和ᐣѥ㜠135LNԜ۟䕇道上的ѻ㇅␋Ꮣࡧഌ的㇅ᑦ性Ძᑈअ形，䔅应䄒࠲क़㜠ᄾ2年В上

的ᅯ䰴后⏾动。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ⴠ㔭䱃院士作了䷅为“$PNQVUBUJPO PG $P�TFJTNJD &GGFDUT PG 

(JBOU &BSUIRVBLFT JO B )FUFSPHFOFPVT &MMJQTPJE &BSUI”的报ॷ，首先ϸ㏺了⤰ᭌౝ⤰

计算的ᓲ要性，♣后重点概᠙了实验室开发的三㐡⤰ᭌᰶ䭽ٰ方法的特点、ಸ䄂验结ࣷ

与ݺϧ结的ᄦ℁。ڣಸ结㶕ᬻ，数թ᠌जВ用Გ展ౝ䰴ႂ㗟、发生、䰴后䄰᪡全

䓴程，ᰶߖЙ获ᓄ䃑䃳，ᑂ导Йڠ∕现䆎，ड़Й开᠀ᕊ䌜。

美国ѽ治χ理工大学的;IJHBOH 1FOH博士作了䷅为“.JDSPFBSUIRVBLF %FUFDUJPO� 

.BUDIFE 'JMUFS 5FDIOJRVF BOE 3FDFOU %FWFMPQNFOU”的报ॷ，首先キ要ϸ㏺了ᴴ۳ౝ

䰴ᣏ≸�Ⴧ位方法的㑧䮤，♣后ᑂ出ओ一ㆨౝ䰴喟䷑动喍USFNPS喎，并重点䬽ᬻ了用ࡦ䙺䓴

␑技ᱜᲒ⯾≸微ᄼౝ䰴的方法ࣷᰭ进展。

美国㗜ඁധ大学的;IFNJOH 8BOH博士作了䷅为“&BSUIRVBLF 4DFOBSJP (SPVOE 

.PUJPO 4JNVMBUJPO BOE "QQMJDBUJPOT”的报ॷ，䦵ᄦౝ䰴ᬣౝ㶕䓽动᠌，分ݘ䬽ᬻധ于

概⢴䶱≸和ധ于➖理䶱≸的͑种方法，论䔝了䔆͑ㆨ方法的优㑧点，并䃑为后者Ⱕᄦ于ݺ者

ᰡღᭀ理解、ϑ流、Ҭ用和≸䄂。

美国ߍ州ќݖٸ大学的$IJ�ZVFO 8BOH教授作了䷅为“5FTUJOH .PEFMT PG (FZTFS 

&SVQUJPO XJUI %PXO�WFOU %BUB”的报ॷ，Ҭ用$PNTPMᰶ䭽ٰ䒜У，䕇䓴数թ᠌实验，

ᄦ℁分析了ݺϧ提出的䬡⁴性☚⋟⇶的͑种⑁ࡃᱧݣմ䃫，并ᣏ䃕了ᄦᰡ为复杂的ᇖ≳

发䓴程的ड़。

美国ჳᅩ苏䓫大学的%BWJE "� :VFO博士作了䷅为“*NQBDU PG 'F�� 4QJO 5SBOTJUJPO 

PO -PXFS .BOUMF %ZOBNJDT”的报ॷ，㐩䔝了ݺϧڠ于'F��㜗旋ᄦ̸ౝᎁ动力学方面的

实验研究和数թ᠌研究成。

中国科学ࢄ海海∸研究的⢸͉ᮀ研究员作了䷅为“-BSHF &EEZ 4JNVMBUJPO BOE JUT 

*NQMFNFOUBUJPO JO UIF 0DFBO .PEFMMJOH”的报ॷ，ϸ㏺了大涡᠌方法ࣷڣ在海∸学研

究上的䓽用，并重点䬽䔝了ڣ在ܴޗ湍流和-BOHNVJS环流方面的数թ᠌应用。

中国科学院计算ᱧ㑾㐉Ԏᖜ中ᓰ的䔌学᪹研究员作了䷅为“#VJMEJOH B )JHI 1FSGPSNBODF 

$PNQVUJOH &OWJSPONFOU GPS 'VUVSF� $IJOB /BUJPOBM (SJE”的报ॷ，ϸ㏺了中国科学院计

算中ᓰ的发展ᗲۢ，Вࣷ᱗Გ的㻱ܿ和Ⱋᴴ，并䕇䓴动⩨ा大家形䆎展了ݖ用䊲算计算

ᓄݝ的็个专业Ⱕڠ的科研和工业成。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科教授作了䷅为“8IBU $BO 'BS�GJFME (14 %JTQMBDFNFOU %P 

JO 'BVMU�TMJQ *OWFSTJPOÿ" $BTF 4UVEZ PG UIF 2011 5PIPLV &BSUIRVBLF喍.X9�0喎”的报

ॷ，提出发生ౝ䰴ᬣ的䔉౧位⼨जВ用于ᅯࣺ⑁计算，并䕇䓴研究ᓄ出䔉౧位⼨जВ用

Გ䭽ݣౝ䰴ⴖ的大ᄼ，㔹近౧位⼨݆用Გ㏓ᅯ的܍҂形ᔮ。

北京大学的㩎永ᖖ教授作了䷅为“4FJTNPHFOJD 4USFTT 'JFME JO UIF 4VCEVDUJPO 

;POF� *NQMJDBUJPOT GSPN UIF (JBOU &BSUIRVBLF JO /PSUIFBTUFSO +BQBO”的报ॷ，ധ

于日᱙͉北䘕特大ౝ䰴的数ᢛ䉱᫆，ᣏ䃕了在Ԝ۟ፓ处䄞Ҭౝ䰴发生的应力౧的ᗲۢ。

中国ⴠ⇦大学喍北京喎的跟䭠博士作了䷅为“4FJTNJD 4USVDUVSF PG 4VNBUSB 4VCEVDUJPO 

;POF� *NQMJDBUJPOT PO 3VQUVSF 4FHNFOUBUJPO”的报ॷ，䕇䓴ౝ䰴ᅯ析成结ा大家展

了∸ภࣇᏓज㘪᭜䕍成̺हౝ䰴ࡧഌ分ޟ的主要原因。

美国㣞大学的.BBSUFO 7� EF )PPQ博士作了䷅为“0O UIF *OWFSTF 4QFDUSBM 1SPCMFN 

PG B 4QIFSJDBMMZ 4ZNNFUSJD &BSUI BOE UIF $PNQVUBUJPO PG /PSNBM .PEFT”的报ॷ，用理

论方法䃮ᬻ.*/&04的计算结̺ज䲍。

ౝ科院ౝ䉕研究的䘚ᮀ⢶博士作了䷅为“-JUIPTQIFSJD "SDIJUFDUVSF BOE %FGPSNBUJPO 

PG /& 5JCFUÿ/FX *OTJHIUT PO UIF *OUFSQMBZ PG 3FHJPOBM 5FDUPOJD 1SPDFTTFT”的报ॷ，

ധ于䱿㫼倅原͉北㑅的͑ౝ䰴ࣺᄱރ面，ा大家展了䱿㫼倅原͉北䘕的ᇖⴠవ结构，

并进一ₒ分析ᣏ䃕了䄒ࡧഌ̺ह构䕍ٰࢂ䬡的Ⱕο作用ࣷ⑁ࡃ䓴程。

中国ⴠ⇦大学的ᰶ博士作了䷅为“$SVTUBM 4USVDUVSFT PG 0SEPT #MPDL BOE 

*NQMJDBUJPO GPS /PSUIFBTU &YUSVTJPO PG 5JCFUBO 1MBUFBV”的报ॷ，ധ于͉㺬ाὗ⾬䘯

ᅁ็ౝ಄的ౝ䰴ރ面ᣒᩣܪ数数ᢛ，ᤚ了䘯ᅁ็ౝ಄㺬䘕的㣘䰺面ा㺬䔽⌽अ⌞ज

㘪ऄ䱿㫼倅原͉北䘕䮳升ᣔݣ，并́䘯ᅁ็㺬ࢄ䘕ౝภ⩞于䱿㫼倅原的ᠮ㐚ᡑࢸ䖚ऄᑧ

◵㑖ⴚ和ࣇअ形。

中国ౝ䰴ᅭڝ州ౝ䰴研究的↵ᬚ」研究员作了䷅为“-JUIPTQIFSJD 4USVDUVSF BDSPTT 

UIF /PSUIFBTUFSO .BSHJO PG UIF 5JCFUBO 1MBUFBV� *NQMJDBUJPOT GPS UIF 1MBUFBVăT 

-BUFSBM (SPXUI”的报ॷ，䕇䓴ౝ䰴ᅯ析成ᤚ了䱿㫼倅原͉北㑅的ᇖⴠవ结构，ڣ结

显⩞于ऄݝ⽠Ⴧ的䘯ᅁ็ౝ಄的䭨ᡎ，䱿㫼͉北㑅̸的ౝᎁ流㷘䔘ᩦा㔹进ڒ䘯

ᅁ็ౝ಄和䭬拉ౝ಄䬡的ౝ⃢，䄒结论ᄦ于䱿㫼倅原的Ӕा生长的研究具ᰶ重要ड़

和ᘼ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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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卼卼博士作了䷅为“%ZOBNJDT PG $POUJOFOUBM 6OEFSUISVTUJOHÿ 

*NQMJDBUJPOT GPS *OEJB�"TJB $PMMJTJPO”的报ॷ，䕇䓴ι㐡ౝ⤰动力学数թ᠌方法，ᕨ结了

大䭳ᎠԜ۟发㗟的动力学У，䃳ݘ出͑ㆨ̺ह的大䭳ᎠԜ۟ㆨಸ，ڣಸ结ᄦ于ᤚ㫼ࢄ

。䓴程具ᰶ重要ड़ࡃ⑁Ꮣ大䭳长䌊离ᎠԜ۟的ౝ䉕࢝

 京大学的$IVBOH 4VO博士作了䷅为“4BOECPY .PEFMJOH PG &WPMWJOH 5ISVTUࢄ

8FEHFT XJUI %JGGFSFOU 1SF�FYJTUJOH 5PQPHSBQIJD 3FMJFG� *NQMJDBUJPOT GPS UIF 

-POHNFO 4IBO 5ISVTU #FMU &BTUFSO 5JCFU”的报ॷ，䕇䓴一系݄⇆マ➖理᠌实验，

展了̺ह的䶱䃫ౝ䆹䓦⩹Уᄦᣕ㺳ᅯ⑁ࡃ䓴程ࣷᰭ㏵ಸ式的ᒞ৺，䄒结ᄦ于哆䬕

ᆞ㷯ፓ的ᅯ≨动性Вࣷᄦ↣ጊౝ䰴ᬣ的ह䰴㷯䘪ᰶ重要的ౝ䉕ड़。

法国/BOUFT大学的:� $BQEFWJMMF博士作了䷅为“/PO 1FSJPEJD )PNPHFOJ[BUJPO 

GPS &MBTUJD 8BWF 'PSXBSE BOE *OWFSTF 1SPCMFNT JO 4FJTNPMPHZ”的报ॷ，ϸ㏺了ݖ

用非周期一ࡃ方法解۠ౝ䰴学研究中的ᑦ性∏ₐ⑁和ࣺ⑁问䷅。

美国ჳ苏䛹大学的݅߶教授作了䷅为“4QBDF (FPEFTZ BOE 5JNFTDBMF�%FQFOEFOU 

5FDUPOJDT”的报ॷ，首先ϸ㏺了܍种常用的大ౝ≸量方法，并ᠴ出⩞䔆ψ方法获ᓄ的ౝ

ภअ形䕇常᭜⩞ౝภ的ⳙ䬡形अᣔݣ，与ౝ䉕ᬣ䬡ᅧᏓ上的ౝภअ形䃝ᒂᰶᒵ大ጛݘ，

㔹ຯ҂ᄳ͑者㖁合䊤Გ݆䰭要ധ于ᬣ䬡ᅧᏓ的ౝภ流अ特征的数թ᠌方法。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JO )BO博士作了䷅为“5IF &MBTUJDJUZ BOE 4FJTNJD "OJTPUSPQZ PG 

.H�1ZSPYFOF VOEFS )JHI 1SFTTVSFT GSPN 'JSTU�QSJODJQMFT”的报ॷ，Ҭ用18TDG䒜У，

计算ᓄ出了䶪▘䒶ⴠ在倅̸ࢸ的结构࣯数、ᑦ性量、∏䕌Вࣷౝ䰴ऱाᐯ性等的特征。

法国ጡ叻倅等师㠰学ᵎ的:WFT .� -FSPZ博士作了䷅为“1SFEJDUJOH 'MVJE 0WFSQSFTTVSFT 

XJUI -JNJU "OBMZTJT� "QQMJDBUJPO UP UIF /JHFS %FMUB”的报ॷ，ϸ㏺了用Ხ䭽分析方法计

算流体䊲ࢸ的方法，并ᄳڣ䓽用ݝᅩ日ᅁ三㻿≟ౝࡧ。

ౝ科院ౝ䉕力学研究的ႆ⢶科博士作了䷅为“%ZOBNJDT PG UIF 5FOHDIPOH 7PMDBOJD 

3FHJPO JO UIF 4PVUIFBTUFSO 5JCFUBO 1MBUFBV� B /VNFSJDBM 4UVEZ”的报ॷ，䕇䓴ι㐡ౝ⤰

动力学数թ᠌方法，系统分析了࢝ᏓᲬ಄Ԝ۟Вࣷ上㺳大䭳拉ѥᄦ㚫۟ౝࡧ▘ᆞ作用的ᒞ

৺，结显͑者䘪䊤ݝ重要作用。

ᘼ大ݖㆠڝ大学的$BNCJPUUJ (�博士作了䷅为“+PJOU &TUJNBUF PG UIF 3VQUVSF "SFB 

BOE 4MJQ %JTUSJCVUJPO PG UIF 2009 -ă "RVJMB &BSUIRVBLF CZ #BZFTJBO *OWFSTJPO PG 

(14 %BUB”的报ॷ，ധ于䉊උᅁ理论，ᐧ立了一种用于ݑ和评Ф㷯⏾动分ጰВࣷⵡ

㷯面⼜的方法，并́䕇䓴计算Ό显㷯面㇄㈆Ꮣ的重要性。

中国力学学会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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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䊲倅周⫟ߠ学ᱜ会议于2016年7月8～9日在ఈጊ成䘪ङ开。会议⩞中国力

学学会ధ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主ߋ，ఈጊ大学和成䘪大学㖁合ឬߋ，ఈጊ大学教授、成䘪大学

ᵎ长⢸⌲䔉教授៲任会议主ፚ，Გ㜗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ࡻ大学、ఈጊ大学、㺬北工

业大学、ࡻ中科技大学、⾧ۈ工程大学、大䔋理工大学等14个倅ᵎ和科研ᱧ构的56位学者

出ፚ会议，ڞᩣݝែ⽬32ヴ，主䷅⊶ࣷ㷯㏦㤹生ᱧߠ⫟、ݣᄬপ䶱≸、ಸ䄂验方法与系

统䃫计、复杂㢤䒪与复杂环ධᒞ৺等。

开ᎂ式上会议主ፚ⢸⌲䔉教授㜡䓋㶕䓫了ᄦ与会者的ݝᲒ㶕☚◵的⁏䓻和㶤ᓰ的ᙌ䅏，

并ᄦ中国䊲倅⫟ߠ会议的发展进㵹了ఋ䶫与展᱈。会议ڞႶᢿ学ᱜ报ॷ22౧，ڣ中特䖭报ॷ

3౧。首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士教授Вڣ在2005年第一届中国䊲倅周⫟ߠ会议ᬣ

的报ॷ115开౧，作了䷅为“'("的ڲ⺭特征和形成ᱧ理”的报ॷ，䄓㏳ϸ㏺了ڣ䄫䷅组

在'("形成ᱧ理和ᄬপ分析方面的ᰭ研究成；♣后⌲ࡻ大学ᘍധ教授В“倅ᑧᏓ合

䛾ᱽ᫆的䊲倅周⫟ߠᢌёᱧݣ和ᄬপ䶱≸”为䷅，展倅ᑧ䧏的长ᄬপ⫟ߠ效ᱧݣ的हᬣ，

Ό䄵ࣷݝ了ڣ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和ఈጊ大学开展合作研究的䓴程；ᰭ后ఈጊ大学⢸⌲䔉

教授作了䷅为“"EWBODFT JO 7)$' PWFS UIF MBTU 20 ZFBST� )BT BOZUIJOH DIBOHFE ”的

报ॷ，ϸ㏺了近܍年䊲倅周⫟ߠ研究ᰭ的进展，ധ于䄓ᅪ的ᷭ㉏数ᢛᄦ中国学者在䄒䶳ഌ

的贡献进㵹了㻯评Ф。ϸ于3位特䖭专家在䊲倅周⫟ߠ研究䶳ഌ的⾮出贡献，会务组分ݘ

为ڣ䶮发了大会特䖭报ॷ荣誉奖Ნ。

す̶ᅷ͚ప䊲倅ক⫟ߠч䃛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教授作了䷅为“7JTDPFMBTUJDJUZ PG -JRVJE *SPO GSPN .PMFDVMBS 

%ZOBNJDT”的报ॷ，ധ于分ၽ动力学理论，计算了⋟ᔮ䧮一ψ重要的㇅ᑦ性࣯数，并给出了

ౝ⤰ใᵥᰭᏂ䘕㇅␋Ꮣ的ज㘪թ。

中国力学学会ౝ⤰动力学专业委员会 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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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届全国⓭∏与⓭∏管学ᱜ会议于2016年7月20～23日在成䘪ጯङ开。会议⩞中

国力学学会⓭∏与⓭∏管专业委员会主ߋ，中国倅䊲ฝ䕌۟ࢸ发动ᱧ技ᱜ重点实验室ឬߋ。

Გ㜗中国⾧⅁动力研究与发展中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中国㝗๖⾧⅁动力技ᱜ研究院、

北京⾧๖技ᱜ研究、工程ڢ科研三、工程ڢ科研ఈ、第三ۈ医大学第三䭱ᆋ医院、北

京动力ᱧᷝ研究、㺬北ᵥ技ᱜ研究、中国工程➖理研究院流体➖理研究、北京应用➖

理与计算数学研究、中国㝗๖科技䯳ఏڙथ㝗๖系统发展研究中ᓰ、中国㝗⾧工业⾧⅁动

力研究院、中国㝗⾧工业䯳ఏڙथ成䘪下ᱧ䃫计研究、↵䭠下ᱧ䃫计、中国科学技ᱜ大

学、国䭟科学技ᱜ大学、৵ᅁ␕工业大学、৵ᅁ␕工程大学、࣓䬕大学、北京理工大学、ࢄ

京理工大学、⊆江理工大学、ࢄ京㝗⾧㝗๖大学、上海ϑ䕇大学、㺬ࢄ科技大学、中ࢄ大学、

北京大学等国28ڲ个科研院和倅等院ᵎ的138位代㶕࣯ߍ了᱙届大会。

会议䬚ᎂ式⩞⢸⌲䔉教授主ᠮ并㜡䓋，呀ߞ与会的年䒨学者在䊲倅周⫟ߠ䶳ഌև出ᰡ็

ᰡ的贡献。᱙⁎会议的࣯会ϧ数创ࢳट倅，会议报ॷᒖ，䃕论☚◵，学ᱜ⅁ⅈ⊀䗮，

ᓄݝ与会ϧ员的倅Ꮣ䊋យ。

近年Გ，工程㷲ิᄦ䘕Уឬऄ䊲倅周⁎ᓗ环㢤䒪的要Ⅿ䊷Გ䊷倅，理解并ᢹᤎᱽ᫆䊲倅

周⫟ߠ㵹为ВࣷⰥڠ效ᱧ理，᭜发展ज䲍的⫟ߠᄬপ䶱≸方法和⫟ߠ䃫计۳݆的ݺ提。中

国䊲倅周⫟ߠ会议⩞ఈጊ大学⢸⌲䔉教授发䊤，ᬕ在为国ڲ从事䊲倅周⫟ߠ䶳ഌ研究工作的

ϧ员提ӈ展和ϑ流ᰭⰥڠ研究成的Ꭰझ，ጟ分ݘ于2005年和2009年在成䘪喍ఈጊ大

学喎ͫ㵹了第一届和第ι届䊲倅周⫟ߠ会议，会议的组㏴ࣷ学ᱜϑ流效获ᓄ国ڲ学者的倅

Ꮣ评Ф。并于2014年首⁎在国ߋͫڲ了第ښ届国䭲䊲倅周⫟ߠ会议喍7)$'6喎。

す̰ᅷڕప⓭∏̻⓭∏ノ႓ᱜч䃛

会议期䬡，与会学者在报ॷ中ᅞ䊲倅周⫟ߠ䶳ഌⰥڠ的☚点问䷅进㵹了ϑ流和研䃕，⊶ࣷ

微㻯环ධ组㏴和㤹生ᱧ理、环ධࣷ⍖Ꮣᄦ䊲倅周⫟ߠ的ᒞ৺、ᄼᅧᏓᢌё、先进⫟ߠ研究方

法、ᄬপ䶱≸和统计分析、⫟ߠ㷯ಸ、ಸᱽ᫆和ោ⫟ߠ处理方法等，会议报ॷڲღ͝

ჹ，䃕论☚◵。报ॷ环㞯的ᰭ后，⫟ߠ与㷯㦄ऺ学ᱜ

                                         主编≗ࣸ士教授ᅞڣ期ܷࢳ年Გᒞ৺因ၽ的提升、ែ⽬论᪴的分ጰВ

ࣷ中国学者的贡献作了ϸ㏺，⫟ߠ与㷯研究ₐ䊷Გ䊷ऄݝ会的重㻳，䊲倅周⫟ߠ研究ₐ

成为ᱽ᫆与力学Ⱕڠ学科中的☚点问䷅。

中国力学学会ధ体力学专业委员会 ӈ⽬

'BUJHVF � 'SBDUVSF PG &OHJOFFSJOH 

 .BUFSJBMT � 4USVDUVS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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᱙届大会䔅䃫立了优秀学生论᪴奖，并开展了首⁎评䔶≨动。䄒奖䶦的䃫立Ⱋ的᭜呀ߞ

学生在科研工作中开展ᰡ⼜Ხౝ创性ᣏ㉏和ᰡ䃑ⱌౝ论᪴ۆ。㏼大会评䔶委员会的ٲ分

䃕论，ڞ评䔶出7ヴ优秀学生论᪴，ᄦ获奖者䶮发了荣誉䃮Γ，В䉱呀ߞ。

⓭∏与⓭∏管䶳ഌ⋢Ⰳ的研究方ा的主要特点᭜面ा国家重大䰭Ⅿ，解۠ڣ中的ڠ䩛ധ

和技ᱜ问䷅。᱙届大会࣯会的年䒨代㶕็，⊶ࣷ科研ࢂ位和倅等院ᵎ็，论᪴研究ڲღ⋢

Ⰳ㠰డᎬ，论᪴䉕量倅，ٲ分体现了䔆ψ年Გ国在⓭∏与⓭∏管研究Ⱕڠ䶳ഌ开展䓈ࠑ㕂

㕅的科研工作者ःᓄ的͝ⶂ成。特ݘБ会议组委会ᙌ动的᭜᱙届大会会期ₐ处于国出现

的大ᯡ䰕႐，全国ऱౝ㝗⤚㏤㏤ः⊵ᝃ大面⼜ᐣ䄜，Ⴖᓪࢄ京周䓦倅䧮㷘䭨，ѳ᭜࣯会代

㶕Ϻ㘪์ٸ重重ఝ䯫，ᰡᢏ̺ह㝗⤚，ᢏ΅ऱ种ϑ䕇工具，ᠶᬣݝ䓫会౧，Ԋ䃮了大会䶧

年Გ，一届全国⓭∏与⓭∏管学ᱜ会议䘪㘪์Ԋᠮ࣯会代㶕150ϧ、论᪴䯳ङ开。近ݖ

ᩣᒂ论᪴110ヴ的㻱，㶕ᬻ在中国力学学会的䶳导̸，⓭∏与⓭∏管专业委员会的工作ࢀ

ᰶ成效，⓭∏与⓭∏管䶳ഌ的研究㧥㧥日上。

中国力学学会⓭∏与⓭∏管专业委员会 ӈ⽬

᱙届大会论᪴䯳ڞᩣᒂ论᪴108ヴ，⊶ࣷ研究方ा主要࠲᠙喟倅䊲ฝ䕌进ᢿ⅁流动研究

与䃫计、倅♀与䊲倅䕌ౝ面䄂验䃫ิ和䄂验技ᱜ、䊲⛰۟ࢸ发动ᱧ和᫉✳䒝发动ᱧ技ᱜ、✳

◥∏效应ࣷ工程䭟៑、⓭∏和✳䒝∏的➖理、湍流⛰☔和⩹面̺⽠Ⴧ性、倅⍖ⱌ实⅁体效应

ᄦ倅䊲ฝ䕌⅁动力�☚ᒞ৺研究等。

会议Ⴖᢿ4ヴ特䖭报ॷ，分ݘ᭜喟中国⾧⅁动力研究中ᓰͽଶ䮢院士的“ڠ于倅䕌流动

中湍流≸量的ᕊ㔰”、工程ڢ科研三任䒶ड़院士的“ౝ面Ⱋᴴ⾧⅁۟ܨ∏动⃮ࢸё效应研

究”、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ξም研究员的“+'12⓭∏䷻≋⅁动力实验技ᱜ研究”和北

京理工大学⢸成教授的“ज⛰⅁体✳◥的数թ᠌ࣷ实验研究”。4ヴ大会特䖭报ॷ从̺ह

Ӕ面ࣺ了近܍年国在⓭∏与⓭∏管研究Ⱕڠ䶳ഌःᓄ的重要成，获ᓄ了与会代㶕的倅

Ꮣ评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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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6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在华教授担任主持。本次会议主

席、石家庄铁道大学校长杨绍普教授致欢迎辞。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院士发表讲话，针

对青年学者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状提出了“独立思考”、“顶天立地”的期望。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许希武教授代表承办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各位参会嘉宾表示欢迎和

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力学学科的发展状况以及学校对动力学与控制学科研

究的支持。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副院长殷德顺教授代表承办单位河海大学对各位学者的

到会表示欢迎，并致以诚挚问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力学处处长詹世革研

究员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致辞，简要介绍了基金委对力学学科，尤其是对动力学与

控制学科的大力支持，并阐明了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和意义。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和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承办，江苏省力学学会协办的“第十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青年

学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7月25～28日在江苏南京召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石家庄铁道大学校长杨绍普教授担任会议主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立峰教授和河海大学茅

晓晨副教授负责具体会务事宜。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全国30多所高校及科研院

所的60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包括特邀代表15人，其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0人，以及该领域40岁以下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优秀

青年学者40余人。

第十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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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下午和27日上午，12位动力学与控制学科的优秀青年代表做了专题报告，汇

报了各自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对重要科学问题和学科发展的思考，并与到会人员进行了交

流和研讨。会议形式参照了上届会议总结的建议，延长了每位代表的报告时间和讨论时间，

现场气氛热烈，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效果。

7月27日下午，由杨绍普教授主持，詹世革研究员就学科发展、青年学者成长中的困惑

和期待、会议形式创新等内容同与会代表进行了交流。杨绍普教授、张伟教授、陈立群教授、

黄志龙教授、王在华教授、彭志科教授、文桂林教授、王青云教授、金栋平教授和张文明教

授等分别结合自身经历就科研、生活、学习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与青年学者交流了自己的成功

经验。青年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踊跃发言，就动力学与控制学科的发展、动力学与

控制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的内容与形式及青年学者的成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畅所欲言、各抒

己见，进行了积极热烈的讨论。代表们积极肯定了本次会议形式的创新，同时也提出了许多

建议性的意见，如引入学术海报，增加自我介绍和亮点介绍环节，增进与其他学科优秀青年

学者的交流与合作，邀请新的年轻博士介绍最新的工作等。

代表们一致认为：青年学者应尽量拓宽研究领域，加强研究深度，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

力求实现研究生涯的可持续发展。青年学者要敢于挑战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不能固守于博

士期间的思维定式，尤其是要勇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凝练和挖掘深层次科学问题。动力学

与控制学科的重要性及意义在于它是解决工程科学问题的基础之一。青年学者应该从实际需

求中提炼问题来研究，从而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最后，在听取申办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吕书锋博士的陈述后，全体青年代表一致同意

2017年第十一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由内蒙古工业大学承办，在呼和浩

特召开，吕书锋博士负责承办事宜。

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供稿

开幕式后，石家庄铁道大学杨绍普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栋平教授、清华大学冯雪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张文明教授分别作了“高速动车关键运动部件服役性能演化与状态识别

方法研究”，“空间碎片离轨动力学及控制研究”，“面向健康医疗的可延展柔性光子/电

子集成器件”，“微纳机械谐振系统动力学研究进展”等4个大会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本

次研讨会首次邀请了固体力学学科领域的冯雪教授作特邀报告，受到了参会代表的广泛欢迎，

代表们认为本次会议形式的创新为动力学与控制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合作提供了良好的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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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ᬒ̷ࡵ�ᬣ喑大会开ᎂᐼ⩞ڝጋ大学土᱕工程与力学学䮏䮏䪬কࣵ和教授ͨᠮ喑Ѓ仃ٵ

А㶕土᱕工程与力学学䮏ाऱѺ实验力学专უ㢲͡ڝጋ大学㶕⁏䓻喑䮼ऻϸ㏺γ䘕分ݝ会的

ଶძ与А㶕ȡڝጋ大学Ⴖ叻ਟޜᵎ䪬А㶕ڝጋ大学㜡⁏䓻䃺Ꭳϸ㏺γڝጋ大学力学学的基᱙

ᗲۢ喑㶕能Ռߖₑ次ᱧ会ाᲒ㜗全国ऱౝ的实验力学专უ学者、ह㵹学习ϑ流喑हᬣጹ᱈与

会专უ学者Ϸऻ能ᄦڝጋ大学力学学的发展㐆εᰡ็ڠᓰ、ߖ和ᩜᠮ喑ЃΌА㶕学ᵎᄦڝ

ጋ大学力学学的发展ܧγ新的ጹ᱈和㺮Ⅿ喑Ѓ㺮Ⅿڝጋ大学力学学㺮Вₑ次倅ⅡᎠ学术

会议的ͫͧߋ新䊤◦喑䲏ा国უ䛺大䰭Ⅿ和学ݺ⇬喑䔈̭ₒߗ力工作喑ͧ力学学ःᓄᰡ大

ᰡສ的㐖և䉎⡛ȡ国უ㜗♣学基䛾委员会力学ั㾦̓䲖ั䪬А㶕国უ㜗♣学基䛾委员会

ᄦₑ次会议的召开㶕㶤ᓰ⺊䉧喑ᠴܧ喑实验力学̭Ⱑ᭜基䛾委䉱ߖ的䛺㺮ᄦ䆎̭喑ጹ᱈

实验力学⇬Ɑ开ᩫ、व作的ᕊ䌜䊝̸ࣨ喑ःᓄᰡສ的喑ͧڣЃ基础学ӈ䉱⎽和动力ȡ

ओใ喑㾦̓䲖ั䪬➦ݘᑧ䄰γ实验力学Ⱕڠ䶦Ⱋ在国უ㜗♣学基䛾委员会数⤳学䘕的䛺㺮ౝ

Ѻ喑ጹ᱈ऱѺ实验力学专უៀѼⰛݺ大ສᬣᱧ喑力ζ在国უ䛺大学Зக䃫ิ⩠䄤中ःᓄສ

㐖ȡ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Ш委员哇ڡ哆教授А㶕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㜡䓋喑Ѓᑧ䄰Ⱋݺ力学

学ݺ⇬᪡体➦ᒮ㶕⣝ͧ极端环境和学ϑࣶ喑ₑ次会议ͨᬕĄ极端环境实验力学新技术、新

方法ąݺᰶڤ⳨ᕔ喑ₑ次会议的展开ᬣᱧᖝ䕏国ڲэ㐌实验力学研⾣䔽⌽扩展喑ᰶڤ䛺㺮的㞯

◦ᘼͶȡ哇ڡ哆教授ᠴܧ喑国ڲ实验力学ह㵹㺮Вₑ次会议的召开ͧ新的䊤◦喑䲏ा国უ䛺大

䰭Ⅿ和学ݺ⇬开展工作喑在力学学力Ⅿᰡ大的发展⾧䬡ȡ

 ⩞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ߋ喑ڝጋ大学土᱕工程与力学学䮏、㺬䘕▫რ与环

境力学教㗟䘕䛺◦实验室和⩅㖰Ⱞ力学学会ڞहឬߋ的Ą极端环境实验力学新技术、新方法

2016全国研讨会ąλ2016年�ᰵ2�嗣�1ᬒ在ڝጋ召开ȡ

᱙次会议䖭䄤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Ȩ实验力学ȩ编委会委员、实验力学䶫问委员会

委员、国ڲह㵹专უࣷⰥڠЮ业࣯加喑हᬣ䔅➦ݘ䖭䄤γ国უ㜗♣学基䛾委员会力学ั㾦̓

䲖ั䪬、䶦ⰛͨШᑍᨭም教授、㺬Ⴖ⩢子技大学ᵎ䪬䗾ᮀ䲆䮏ธ等ݝ会ᠴᄩ与ϑ流喑与会А

㶕�0҆ڞѺȡ

Ხ〜⣜ධ侹߈႓ឭᱜȠ∂ڕ����పⵁ䃕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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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国防科技大学于起峰院士作了题为“大型结构变形与大尺度运动图像测量技术研

究”大会特邀报告。于院士介绍了他所带领的团队近年来面向国防在摄像测量技术基础理论与

若干工程应用取得的一些新研究成果，他勉励国内同行特别是实验力学同行要进行深入思考，

面对一个问题要持之以恒。报告后，于院士与参会代表热烈讨论，回答代表问题。接着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郑晓静院士（兰州大学力学学科学术带头人）作了“若干复杂环境下的力学实验初

探”大会特邀报告。郑院士从兰州大学力学学科发展脉络谈起，从早期的板壳非线性力学到

90年代国内率先开展电磁固体力学至2000年以后面向西部风沙灾害防治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研

究工作，从早期理论建模和数值分析到逐渐介入力学实验，学科带头人周又和教授指导的从事

实验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其主持申请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

制专项的成功获批，展现了兰州大学力学学科实验力学方向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

她代表兰州大学力学学科感谢实验力学各位专家对兰州大学学科的大力支持，并要求兰州大学

力学学科要加强向各位同行学习，为我国西部经济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更大的贡献。她的报告

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风沙环境下力学特征参量的实验测量与面向新能源装置开展的极低温、

强磁场、大电流复杂环境超导材料力学、物理参量测量，全面介绍了近十年来兰州大学力学实

验力学方向取得的一些成果。会后，她谈了自己对实验力学重要性、未来发展等一些想法。

下午，华南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工程材料行为研究所所长，原华南

理工大学科研处处长、交通学院院长黄培彦教授作了题为“恶劣环境下FRP加固RC构建的

疲劳裂纹扩展实验研究”大会特邀报告。从桥梁工程中的重大问题出发，介绍了考虑湿热环

境下桥梁结构件疲劳/耐久性实验平台的研制，及FRP加固RC构件在疲劳载荷作用下裂纹扩

展测量中的挑战和解决方法。黄培彦教授的报告体现了实验力学在重大工程中具有极大的重

要性和极高的应用价值。之后，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龚兴龙教授作了题为“剪切增

稠材料的优化设计与性能表征”大会特邀报告。分析了剪切增稠材料的力学性能特点，阐述

了微观结构与力学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介绍了剪切增稠材料在安全防护等领域的实际应用

，强调了实验力学方法在智能材料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龚兴龙教授将日常生活的小知

识与智能流变材料的力学性能有机结合，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各种力学环

境下尤其是极端冲击条件下剪切增稠材料的防护吸能机制，阐明了各种力学实验方法有效组

合与智能材料实际应用的相互关系，为实验力学研究拓展了新的研究方向。

8月2～5日，由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实验教学分委员会和昆明理工大

学承办的“2016年基础力学实验教学研讨会暨培训班”在云南昆明召开，来自清华大学、

2016年基础力学实验教学研讨会暨培训班

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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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ϑ䕇大学、⊆江大学、৵ᅁ␕工业大学、ह≻大学、͉ࢄ大学等全国50҆倅ᵎ的100

҆位专家学者出ፚ᱙⁎≨动。ᬳᬻ理工大学ౌ᱕工程学院院长䘚荣䦘教授出ፚ大会开ᎂ式并

㜡⁏䓻䃺，中国力学学会教㗟工作委员会委员、ࢄ京㝗⾧㝗๖大学䗀Ⴤ⮪教授代㶕主ߋ方㜡

䓋，≨动⩞ᬳᬻ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ᬣ䊷教授主ᠮ。

᱙⁎会议分3个䭣⃢组㏴了专䷅报ॷ和ϑ流研䃕。第一䭣⃢主䷅为喟力学㮇᠌Ьⱌ实验

教学中ᓰᐧ䃫和力学㮇᠌Ьⱌ实验的䃫计与开发，ह≻大学力学实验中ᓰ主任༉ᐧࡻ教授ϸ

㏺了“ധ于ο㖁㑾与㮇᠌Ьⱌ实验技ᱜ的力学实验教学᳣构和实䌢ᣏ㉏”、⇠海大学力学实

验中ᓰ主任䰤ۙ副教授作了“国家㏔力学㮇᠌Ьⱌ实验中ᓰ⩠报与ᐧ䃫”的报ॷ、ࢄ京㝗⾧

㝗๖大学䗀Ⴤ⮪教授ϸ㏺了“力学㮇᠌Ьⱌ实验的䃫计与开发”；第ι䭣⃢主䷅为喟第届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䊈ധ力学实验》䊈研䃕与ᕨ结，͉北大学݅教授和ࢄ京理工大

学䭵⋈㔮师分ݘᄦ实验ఏ体䊈的ぁ䄂䄂ࢤ和㐩合实验进㵹了解析和研䃕；第三䭣⃢主䷅为喟

ധ力学实验教学ᩦ䲖和实验技ᱜ的研䃕，৵ᅁ␕工业大学䊢ᴾᆞ教授ϸ㏺了“ߌ⢴䊲ฝ⇦Ⅱ

ςϔ∕技ᱜ”、ࢄ京㝗⾧㝗๖大学䗀Ⴤ⮪教授ϸ㏺和研䃕了“䲆ᔮ≸量中的܍个问䷅”、

⇠海大学䰤ۙ副教授ϸ㏺了“数ႄఫⰥڠ方法ࣷڣ应用”。在会议的ऱ个䭣⃢，与会代㶕䘪

进㵹了☚◵的䃕论。

会后，ᬳᬻ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ᬣ䊷教授ा全体代㶕ϸ㏺并组㏴࣯㻯了ᬳᬻ理工大学

ξࢄ省工程力学实验教学㠰中ᓰ，代㶕Йᄦ实验教学中ᓰ的ᐧ䃫成给ε了ᒵ倅的评Ф，

हᬣᄦ会议ឬࢂߋ位ᬳᬻ理工大学ౌ᱕工程学院的䓈ࠑ工作和ᓰ组㏴㶕䓫了ᙌ䅏。

中国力学学会教㗟工作委员会 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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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4～7日，⩞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ᣔݣ专业委员会⺋㏼动力学专业组主ߋ、

的“第三届全国⺋㏼动力学学ᱜ会议”在⩅㖰省᪓♹ጯङ开。中国科学院ᱻߋ州理工大学ឬڝ

Ͷ院士和动力学与ᣔݣ、生প科学、⺋㏼生➖学等䶳ഌ的118位Ⱕڠ学者ࣷ专家出ፚ会议，

。ϑ流论᪴ᦅ要40ヴڞ

会议䖭䄤第ఈۈ医大学㘎三㻶、͉ࡻ理工大学⢸ຯᒙ、北京㝗⾧㝗๖大学⢸䱿ξ、国

䭟科技大学㘎ᓤ᪴、复ᬓ大学ԋ≗∏、北京师㠰大学ܾ大6、ۈOJWFSTJUZ PG /FX 4PVUI 

8BMFT喍ⓠ大ݖχ喎#� #BMMFJOF、5BNBHBXB 6OJWFSTJUZ喍日᱙喎.� 4BLBHBNJ、

4BJUBNB *OTUJUVUF PG 5FDIOPMPHZ喍日᱙喎+JBOHUJOH $BP等国家ࡰϧ计ܿ和国家Ო出䱿

年ധ䛾获ᓄ者、教㗟䘕长江学者特㖅教授Вࣷ国ใह㵹分ݘᅞ㜗ጞ的研究䶳ഌ作大会报ॷ。

与会专家学者䃕论ϑ流了͑年Გ，⺋㏼㏳㘋和⺋㏼㑾㐉系统的ᐧ与动力学分析、䃑ⴒࣷ䃑

ⴒߌ㘪䯉ⶺ的⺋㏼ಸ的ᐧ与动力学᠌、⺋㏼ಸ的Ⱕڠ生➖学实验研究和数ᢛ分析

方法、⺋㏼工程中的动力学与ᣔݣ、⺋㏼动力学中的非线性动力学与ᣔݣ、ᮧ㘪体动力学

与⺋㏼ᣔݣ、⺋㏼动力学ಸ在㝗⾧㝗๖、็体动力学、ᩲ䯉䃷ࣷᮧ㘪≸ᣔ与ᱧகϧ技

ᱜ中的应用方面的研究进展。ڝ州理工大学䲠к䨣研究员主ᠮ会议并代㶕侙ۈ教授作了“⺋

㏼动力学研究进展”报ॷ。第ఈ届全国⺋㏼动力学学ᱜ会议ឬߋ方㺬Ⴖϑ䕇大学ϸ㏺了会议

ウߋധ᱙ᗲۢ。

͑年一届⺋㏼动力学学ᱜ会议᭜⩞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ᣔݣ专业委员会⺋㏼动力学

专业组主ߋ的国ڲ学ᱜϑ流会议，ڣჄᬕ᭜为ᥚᐧ⺋㏼动力学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ϧ

员提ӈ一个Ⱕοϑ流和研䃕的Ꭰझ，Ӱ进国ڲ为⺋㏼动力学研究的学ᱜ发展。

す̶ᅷڕప⺋㏼߈ߕ႓႓ᱜч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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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ᣔݣ专业委员会⺋㏼动力学专业组 ӈ⽬

⩞中国力学学会ధ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主ߋ，ᐣႶ大学、㺬Ⴖϑ䕇大学㝗๖㝗⾧学院、ᱧ

ᷝ结构ᑧᏓ与ᡜ动重点实验室ឬߋ的“2016年ధ体力学的ᠾᝅ与发展研䃕会ᯕధ体力学专

业委员会年Ꮣ会议”于2016年8月7～9日在ᐣႶङ开。࣯会ϧ员࠲᠙ధ体力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ధ体力学学报》编委会成员、国家Ო出䱿年获ᓄ者Вࣷ国ڲใ特䖭专家60҆ڞ位。

᱙⁎会议ᬕ在重㻳ధ体力学面͡的ᠾᝅ，研䃕ధ体力学的᱙䉕科学问䷅，᠀展的研究生长

点，提倅结合工程开展研究和解۠工程问䷅的㘪力，ᣕ动ధ体力学的发展。

᱙届⺋㏼动力学学ᱜ会议ᓄݝ了国家㜗♣科学ധ䛾䶦Ⱋ喍11372122 � 11265008 � 

11365014喎、ڝ州理工大学学ᱜϑ流ധ䛾的䘕分䉱ߖ。

ధ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䧮ۈ教授主ᠮ开ᎂ式。开ᎂ式上ᐣႶ大学ᵎ长张䛾䨮教

授、ᐣႶጯ副ጯ长张ᬚ∏、《ధ体力学学报》主编方ᇞႮ院士Вࣷ国家㜗♣科学ധ䛾委员会

数理学䘕常务副主任ႌᎳ国研究员分ݘ㜡䓋。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国家㜗♣科学ധ䛾委员

会主任Ვ࢘院士在开ᎂ式䃟䄊，ᠴ出力学发展要ևݝВ̸三点喟一、要ᰶ䦶䦶ၽ的⺋，䌼

ⴠᰶ࢝，ៀ䧮ᰶ⬂；ι、ߍᑧ㝗⾧㝗๖重大力学的发展，ߍᑧ力学与ڣ他学科的ϑࣶ，࠲᠙

Ხ〜力学、➖理力学、数ᢛ动力学、力ࡃ学、生➖力学ࣷ力学与ᱽ᫆；三、ᑅយ力学㜗䏘的

特色，ߗ力ζः重大研发计ܿ。

ధҀ߈႓⮱ᠾᝅ̻ࣾᆂⵁ䃕чᯕధҀ߈႓͇̀༁অчᎡᏓч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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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ధ体力学专业委员会 ӈ⽬

      

      

中国ⴠ⇦大学倅ᓤݖ院士、ᐣႶጯ副ጯ长张ᬚ∏、㺬Ⴖϑ䕇大学ᱻ⋑ᅅ教授、美国ࡻⰈ

䶬大学ᱻ江Ⴔ教授分ݘև了“复杂⇦⅁工程力学研究与技ᱜ创”、“从世⩹㘪源工业ⰸ中

国㘪源发展㻱ܿ，研究ᐣႶ㐩合㘪源发展䊸߬”、“ᱽݣ䕍中的力学ᠾᝅ”、“ധ于动ᔮ

应अ的មᣏ䦵技ᱜ喟ᱧ䕴与ᠾᝅ”的䖭䄤报ॷ，ᣏ䃕了在创侞动发展的形̸߬，面ा

国家重大ᝅ⪒䰭Ⅿ和学科ݺ⇬，ధ体力学面͡的ᠾᝅ与ᱧ䕴。

研䃕会上，国家㜗♣科学ധ䛾委员会数理学䘕力学处㾦世䲖处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ᝡڝႼ研究员、北京大学⢸ᐧ⺒教授、⌲ࡻ大学݅ᒙ教授等数10位与会的ధ体力学专家⩲

 㼭，⌞ڒ䃕论了ధ体力学᱗Გ发展的ᱧ䕴和ᠾᝅ。与会专家学者䃑为，力学的Ⴧ位首先

᭜ധ学科，हᬣ᭜㖁系ധ与应用的ᶒᶮ；ధ体力学发展䰭要ک䶫ݺ⇬☚点问䷅和重大䰭

Ⅿ工程问䷅，ధ体力学发展䶨ិᤎ㜗䏘的特色。Ⱋႅݺ在的问䷅࠲᠙喟一、ݺ⇬问䷅研究ᓄ

็，工程应用问䷅研究ᓄᄾ；ᱽ᫆็，结构ᄾ；䲆ᔮ问䷅็，动ᔮ问䷅ᄾ；跟䍗国䭲็，原

创ᄾ；ι、面ा国家重大䰭Ⅿ的研究䰭进一ₒߍᑧ；三、ߍᑧ力学䒜У的㜗主研发；ఈ、ߍ

ᑧ实验Зக、的实验方法的研究。为䓻ᣒధ体力学᱗Გ发展的ᠾᝅ，䰭ߍᑧ力学᱙征问䷅

的研究，ᑧ㜗䏘实力。

为进一ₒߍᑧధ体力学学科的ᰭ研究进展的ϑ流、ᣏ䃕ధ体力学学科Ϸ后的发展䊸߬

和ݺᮜ、Вࣷ面͡的ᠾᝅ性科学问䷅，Ӱ进䄒学科䶳ഌ䱿年学者䬡的ϑ流与合作，⩞国家

㜗♣科学ധ䛾委员会数理科学䘕和中国力学学会ڞह主ߋ、৵ᅁ␕工业大学ឬߋ的“第̰届

ధ体力学䱿年学者学ᱜ研䃕会”于2016年8月11～12日在叾哆江省৵ᅁ␕ጯङ开。中国力学

学会䱿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Ო出䱿年ധ䛾获ᓄ者、大䔋理工大学䘚ᬚ教授，国家Ო

出䱿年ധ䛾获ᓄ者、৵ᅁ␕工业大学ᶮۈ教授៲任会议主ፚ，৵ᅁ␕工业大学ू海教授具

体䉌䉐会务组㏴事。Გ㜗国家㜗♣科学ധ䛾委员会和全国近30倅ᵎࣷ科研院的70҆

位代㶕࣯ߍ了᱙⁎研䃕会，࠲᠙特䖭代㶕11位，ڣ中国家Ო出䱿年科学ധ䛾获ᓄ者9ϧ，В

ࣷధ体力学䶳ഌ40岁В̸优秀䱿年学者50҆位。开ᎂ式⩞䘚ᬚ教授主ᠮ，৵ᅁ␕工业大学

位㜡⁏䓻䓋，キ要ϸ㏺了学ᵎ发展ࣷ力学学科发ࢂߋ委副Γ䃝、副ᵎ长张≗⋈हᔄ代㶕ឬڇ

展等ᗲۢ。国家㜗♣科学ധ䛾委员会数理科学䘕力学处处长㾦世䲖研究员代㶕国家㜗♣科学

ധ䛾委员会数理科学䘕㜡䓋，ϸ㏺研䃕会ङ开的Ⱋ的和ᘼͶ，䔅ϸ㏺了2016年力学学科㜗

♣科学ധ䛾⩠䄤与䉱ߖᗲۢ，并ᄦ᱙⁎会议࣯ࣷ会的䱿年学者提出要Ⅿ和ጹ᱈。

す̰ᅷڕపధҀ߈႓䱿Ꭱ႓㔲႓ᱜⵁ䃕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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᱙⁎研䃕会ڞႶᢿ了2个大会特䖭报ॷ。⌲ࡻ大学݅ᒙ教授作了䷅为“5XP PCKFDUJWF 

BOE JOEFQFOEFOU GSBDUVSF QBSBNFUFST GPS JOUFSGBDF DSBDLT BOE B QBSBEPY”的报ॷ，

⊆江大学ᰟ㏺ڡ教授作了䷅为“ᮧ㘪䒜ᱽ᫆力学”的报ॷ。

与会䱿年学者డ㐂ధ体力学与㝗⾧㝗๖、ᱧᷝ、ౌ᱕、㏠ㆠ、生প和Ԏᖜ等ڡ䶳ഌ

的ϑࣶ面͡的ᠾᝅ和ᱧ䕴，䕇䓴ధ体力学发展提◩出的ڞ性问䷅、开᠀䶳ഌ、发展

方法等进㵹了ٲ分ϑ流和ᣏ䃕，͑๖的ϑ流中䱿年学者ڞፓᲒ了49౧ᒖ的学ᱜ报ॷ。

教授、ۜ䰗教授、㺬Ⴖϑ䕇大学⩠㘉Ꭰ教授、北京理工ࡻ大学ۜ㺬ᶒ教授、݅应ࡻ⌲

大学䭵ᄾࡻ教授、ह≻大学ᱻᇖ教授、ڝ州大学⢸䃝教授、北京㝗⾧㝗๖大学䘚ᬖ䭠教

授分ݘ主ᠮ了报ॷ会，并ᄦ一位䱿年学者的学ᱜ报ॷ提出了䉢ᘼ㻮ࣷᐧ议。

᱙⁎研䃕会在11日̸ࡵ进㵹了䯳体Ꮤ䄵。㾦世䲖处长ᅞధ体力学学科发展、䱿年学者

㗖䉌的重任В̸ࣷ⁎研䃕会⌞ڒϑ流的方式等问䷅和与会代㶕进㵹了ϑ流。中国力学学会

专职副⼅Γ长↑χࢄᅞ中国力学学会发展㻱ܿ、䱿年学者发展㻱ܿ等问䷅和与会代㶕进㵹

了ϑ流。ۜ㺬ᶒ、䘚ᬚ、⩠㘉Ꭰ、ᶮۈ、݅应ࡻ、䭵ᄾࡻ、݅ᒙ、ۜ䰗、ᱻᇖ、⢸䃝、

䘚ᬖ䭠等分ݘ结合㜗䏘㏼ࢳᅞ科研、学、生≨等็个方面的问䷅与䱿年学者ϑ流了㜗ጞ

的㏼验，并́提出了ᐧ议。䱿年学者Й结合㜗ጞ的研究方ा，ᅞ科学研究中的ఝᗾ，创

的ڲღ与形式，܊㏰和ᡃᣅ面ा国家重大䰭Ⅿ的⌞ᅯ⁎的科学问䷅展开了☚◵的䃕论。ᰭ

后，ᶮۈ教授进㵹了᱙⁎会议的ᕨ结。᱙⁎研䃕会ੳჇ第ژ届全国ధ体力学䱿年学者学ᱜ

研䃕会⩞⌲ࡻ大学ឬߋ，于2018年在北京ङ开。



2016年3月28～4月1日，“能量存储与转换中的力学问题专题研讨会”（Symposium 

on Mechanics of Energy Storage and Conversion）在美国凤凰城召开。此次专题研讨

会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机械系的李江宇教授担任会议主席，是2016美国材料研究会（MRS）

春季会议的专题会议之一。研讨会共组织燃料电池、锂电池的力学性能、能量获取等14个

分会场专题，来自中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力学、材料和器件等各

界研究人员100余人参会并做口头报告及墙报展示。

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artin Z. Bazant教授、德国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Reiner Moenig教授等国际著名学者分别作了题为“Driven Coherent Phase Separation 

in Nanoparticles”和“Mechanical Measurements on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等邀请报告，着重介绍了锂离子电池中的力学问题。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就

当前能源材料中备受关注的诸多力学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交流。受北京国际力学

中心委托，Theor. Appl. Mech. Lett.（TAML）外籍编委、会议主席李江宇教授在会议开

幕式上介绍TAML，并在会议期间针对期刊进行宣传与推广。

此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极大的促进了国内外关于“能量存储及转换中的力学问题”

的交流，推动力学在能源材料研发中的应用。依托研讨会策划组织在TAML期刊上发表的

功能材料力学专刊也将进一步促进这一领域问题在国际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与传播。

能量存储与转换中的力学问题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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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力学中心 供稿

2016年6月10～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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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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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

“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李冬青教授担任大会主席。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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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历时3天，以

大会全体报告、邀请报告、口头报告、墙报等交流形式，为与会专家、青年学者、企业等提供

了一个与国内外知名学者互动和学术交流的机会，以促进相关学科的深入发展。

2016年大连国际微纳流体和芯片实验室大会



๖8�30～10�30为大会全体特䖭报ॷᬣ䬡，分ݘႶᢿ了3位世⩹ⴒऺ学者进㵹大会全体

报ॷ。10�55～11�25Ꭰ㵹Ⴖᢿ了3౧䖭䄤报ॷ喍,FZOPUF TQFBL喎，҆ڣᬣ䬡Ⴖᢿ了ᮛ䕇ऐ

报ॷ。大会ࢳᬣ3๖，ᕨ8ᰶڞ౧大会全体特䖭报ॷ，9౧特䖭报ॷ，235౧ᮛ䕇ऐ报ॷ。

2016年6月9日上8�00ࡵ，大会开ᎂ式在大䔋海事大学大学生≨动中ᓰ开ᎂ，大会副主

ፚ、ߍಎࢄ∸理工大学的$IVO :BOH教授主ᠮ开ᎂ式，大会主ፚᱻۙ䱿教授、大䔋ጯ副

ጯ长݅ᇖ、大䔋海事大学ᵎ长ႆ⢶⌲教授分ݘ㜡䓋。ₑใ，大䔋ጯ倅చࡧ、大䔋ጯ科技ᅭ

Вࣷ大䔋海事大学等ࢂ位的Ⱕڠ䶳导Ό出ፚ了开ᎂ式。ₑ⁎会议ᰶڞᲒ㜗美国、ߍᠬ大、⁔

≟、ⓠ大ݖχ、ߍಎ、日᱙、䴖国、࢝Ꮣ和中国等15个国家和ౝࡧ近350位研究ϧ员和Ю

业代㶕࣯会，提ϑ论᪴䊲䓴290ヴ。与会者ᅞ微㏠流体ധ理论ࣷ应用、微全分析系统、微

流ᣔ㟜❴Ӭᥧ式ᷭ≸Зக研发ࣷ在㝦㝣Вࣷ海∸、㘪源、㝗๖等䶳ഌ的应用进㵹了Ꭼ∈⌞ڒ

的学ᱜ研䃕。ڣ中，Გ㜗㠞国科学院院士、㠞国格拉大学+POBUIBO $PPQFS教授，ᓤ

国科学院院士、ᓤ国'SFJCVSH大学3PMBOE ;FOHFSMF教授，ߍᠬ大工程院院士、็ѓ็大学

%BWJE 4JOUPO教授、͉京大学ݺ副ᵎ长5BLFIJLP ,JUBNPSJ教授、世⩹ⴒऺ微流体和微流ᣔ

㟜❴学者⦋士&5) ;VSJDI的"OESFX EF.FMMP教授、㠞国ࢄႶᮛ䶬大学)ZXFM .PSHBO教

授、美国ჳ⁴ᵦ大学4IVJDIJ 5BLBZBNB教授、䴖国科学技ᱜ倅㏔研究院+F�,ZVO 1BSL教

授等็位世⩹ⴒऺ学者作了ᒖ的大会全体特䖭报ॷ。

喍一喎大会ᕨ体ᗲۢ

喍ι喎会议日程Ⴖᢿ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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᱙⁎会议的倅ⅡᎠ学ᱜ论᪴⩞.JDSPNBDIJOF和.JDSPGMVJEJDT BOE /BOPGMVJEJDT͑个期

ܷ䊋ߖᩣᒂ。会议任প大䔋海事大学的Ⴘ永⁐博士和⢸ӷ生博士为.JDSPNBDIJOF期ܷ的

Ꮤ编䒾，ߍಎࢄ∸理工大学的$IVO :BOH 博士为.JDSPGMVJEJDT BOE /BOPGMVJEJDT期ܷ的

Ꮤ编䒾，䉌䉐论᪴的征⽬、ह㵹评议ࣷ出❵。

᱙⁎会议321ᰶڞ位学ᱜ⩹ϧ员࣯会，ڣ中国ใ࣯会ϧ员86位。国࣯ڲ会ϧ员Გ㜗86家

倅ᵎᝃ科研院。ₑใ，䔅ᰶ9家Ю业࣯展，ڣ中1家䴖国Ю业，8҆ڣ家中国Ю业。

喍三喎࣯会ϧ员ᗲۢ

喍ఈ喎学ᱜ论᪴ᩣ䯳和发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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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Ą第ښ届中㒻生物医学工程暨⊤ڲใ生物力学学术研讨会ą期䬡喑2016年度中国力

学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分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λ2016年�

ᰵ�ᬒᮇ20�00嗣22�00在̷⊤召开ȡ专委会��Ѻ委员࣯加会议喑䊢ᔄ⇠、㒄ा͉和݅ᰶۈ

委员䄤մ喑⁔䭠䧔和ᱻᔄߴ委员㝗班ᐣ䄜᱗能ᠶᬣ࣯会ȡ݄ፚ᱙次会议的ᰶ㺬ࡄ工业大

学Ვᚔ教授、ࢳ届中㒻生物医学工程暨⊤ڲใ生物力学学术研讨会㒻方ڞहͨፚ喟ѽ⇨χ

⤳工大学（(ePSHia 5ech）$henH ;)6（ᱞឬ）教授、зݖ䄧з大学仆Ἄ分ᵎ（6*6$）

/inH 8A/(（↗Ⴎ）教授、ٸ大学（%VLe 6）'an :6A/（㶮）教授、加ጋ大学≈ᱶ

ⴣ分ᵎ（6$-A）SPnH -i（ᱻᲫ）教授和䔚᜵分ᵎ（6$S%）:inHYiaP 8anH（⢸㠞ᮀ）

教授等ȡ

᱙次会议⩞专业委员会ͨШ委员ἷ⦉∏教授ͨᠮȡЃ仃ٵキ㺮ᕨ㐀γ生物力学专委会

2016年1嗣�ᰵ工作ȡ♣ऻ喑༉ჄᲒ教授ϸ㏺2016年�ᰵ1嗣�ᬒ在̷⊤ϑ䕇大学ͫߋ的Ą国

უ㜗♣学基䛾委员会数⤳学䘕力学生物学倅㏔讲习班ą和Ą第6届中㒻生物医学工程暨⊤

中࣯加讲习班的研⾣生和教ጵ学员ᰶ2�0҆Ѻ喑ڣใ生物力学学术研讨会ą的ウิᗲۢ喑ڲ

្ऺ࣯加研讨会的ᰶᲒ㜗国�1͗ڲ䮏ᵎ、㒻国1�͗大学和加拿大1͗大学的200҆Ѻ喑࣯加

讲习班的学员全程࣯加研讨会喑实际࣯加研讨会的ϧ数䊲䓴γ��0Ѻ喑研讨会ᰶڞ大会䖭

䄤្ॷ2�͗（ϧ�0分䧌្ॷ�10分䧌讨䃧）喑෮្ϑ流䃧᪴ᦅ㺮120ヴ喑ᰶ្ॷ和䃧

᪴ᦅ㺮ጟⅴ编ڹ喑⩞Ȩ医⩕生物力学ȩܧ❵ܷȡ

1、Ą201�年全国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会议暨生物力学研讨会ąჇλ201�年�ᰵ在ఈጊ

䘪ͫߋ喑⩞⩢子技大学ឬߋ喑݅䉨ᅔ教授䉌䉐ȡ

2、हᘼ᱙专业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的议喟Ą第三届全国生物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

讨会ąჇλ201�年�ᰵ在䛺Ꮃͫߋ喑⩞䛺Ꮃ大学ឬߋ喑ू永݇教授䉌䉐ȡ

经会议讨䃧Ꭳ۠Ⴧ喟

中国力学学会会䃜

͚ప߈႓႓ч�͚ప⩌➖ࡨ႓ጒ⼸႓ч⩌➖߈႓͇̀༁অч喍ܳч喎ڕҀ༁অព๔ч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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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᱙次会议̷喑༉ჄᲒ教授ϸ㏺γ国უ㜗♣学基䛾⩠䄤和䃱工作的ᰶڠᗲۢ喑䕇

្γ发生在生প学䘕和数⤳学䘕生物力学基䛾⩠䄤Γ中⊶学术̺端的2͗问题喠Վ议ऱѺ

委员ࣷఏ䭌员⼜极⩠្喑䃑ⱌ۳ิ、͒ᵩ㺮Ⅿ喑倅⩠䄤䉕量ȡᑍ㺬ₐ教授、䗀ᄼ✂教

授、ॡᐧࡻ教授等ᅞ基䛾⩠䄤和䃱方䲏的经验和学动ा䔈㵹㶒ٲϸ㏺ȡ

会议ख़ःγᑍᬻ教授ᰶ201ڠ�年�ᰵ�0ᬒ嗣�ᰵ2ᬒ⩞仆⍜⤳工大学ឬߋ的Ą第�届̓

201�年1ᰵ�嗣�ᬒ在㒻国༮召ڠϧ生物医学工程大会ąウิᗲۢ喠⢸㠞ᮀ教授ᰶࡻ⩺

开的Ą㏳㘋和分子工程年会ąウิᗲۢ的ϸ㏺ȡ

会议䔅ख़ःγ༉ჄᲒ教授ᰶڠĄ生物力学研⾣ݺ⇬͈Γą编ۆ和Ą中国大⮫全Γ�力

学学ą生物力学Ⱋ编ۆ工作䔈展的ϸ㏺ȡ

�、Ą第十ι届全国生物力学学术大会ąჇλ201�年�ᰵ在䮂㺬㺬Ⴖͫߋ喑⩞㺬ࡄ工业

大学ឬߋ喑Ვᚔ教授䉌䉐ȡ

�、Ą第七届中㒻生物医学工程暨⊤ڲใ生物力学学术研讨会ąჇλ201�年�ᰵᏂ㜠�ᰵ

݊在䛺Ꮃͫߋ喑⩞䛺Ꮃ大学ឬߋȡ中方ڞहͨፚͧ䛺Ꮃ大学Ვ力教授、㒻方ڞहͨፚͧ䔚

᜵分ᵎ（6$S%）:inHYiaP 8anH（⢸㠞ᮀ）教授和㏪㏓ጯ大学（$6/:）的#inHNei 

M� 'V（ֲᶲ）教授ȡ

中国力学学会会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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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ι届全国ᇖౌ力学数թ分析与解析方法研䃕会ङ开ݺโ，中国力学学会ᇖౌ力学

专业委员会2016年Ꮣ工作会议于2016年8月12日在⩅㖰ڝ州ͫ㵹，会议⩞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䗾Ⴜ教授主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Ვࡻٶ教授㏔倅工、㩎㶮ᑧ教授与⢸ᐧࡻ教授

等20҆位委员ࣷ代㶕出ፚ了会议。

首先，专委会主任䗾Ⴜ教授ᕨ结了专委会䓴去一年的主要工作，ϸ㏺了第届专委会

成立ВᲒ的主要工作喟1、组㏴“ᇖౌ动力学≸䄂技ᱜ与分析方法专䷅研䃕会”࣯ߍ了

2015年在上海ͫߋ的中国力学大会�2015；2、组㏴了年Ꮣ研䃕会“中͉䘕ᇖౌ力学与工

程中的☚点问䷅研䃕会喍ა喎”；3、ा《ᇖౌ工程学报》编委会ᣕ㡽了期ܷ编委ϧ䔶和

第ι䃟黄᪴⛆䃟ᏔՆ䔶ϧ等。

会上，第ι届全国ᇖౌ力学数թ分析与解析方法研䃕会组委会主ፚ、ۨౌ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侙ዺ委员䄓㏳ϸ㏺了会议的ウิ工作䓴程Вࣷ2016年8月12～14日ࢠᄳ

ङ开研䃕会的会务۳ิ、论ಈ主䷅、日程Ⴖᢿ等方面的ᗲۢ。᱙⁎会议⮨䃝࣯ߍ会议代㶕

近500位，ڣ中࠲᠙ᇖౌ力学䶳ഌ院士专家、973䶦Ⱋ首ፚ专家、长江学者、国家㜗♣科学

ധ䛾委员会创㓑体首ፚ科学家、国家㜗♣科学ധ䛾委员会Ო出䱿年等㦄ऺ专家ࣷ中䱿年

专家、䱿年ࡰϧ、⮫ϧ计ܿ学者等。

㏼䓴ឬࢂߋ位⩠䄤、专委会ᣕ㡽和ែ⺕，会议۠Ⴧ第三届全国ᇖౌ力学数թ分析与

解析方法研䃕会ᄳ于2019年在北京ͫ㵹，ឬࢂߋ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会委员Й☚◵䃕论了࣯ߍ中国力学大会�2017的会议形式，ࣷ中国力学学会成立60

周年的㏗念≨动等。

ᰭ后，会议ᅞ专委会的㜗䏘ᐧ䃫问䷅进㵹了⌞ڒ的䃕论，特ݘ᭜专业组的成立和䓽㵹，

专委会㑾〆ᐧ䃫等。委员Й⌞ڒౝϑᢏ了ᘼ㻮，计ܿウᐧ专业组，并䄂䓽㵹后提ϑ中国力学

学会常务理事会议。

ₑใ，与会委员ࣷ代㶕ᅞຯ҂提升专委会的工作ⅡᎠ、᠀展工作ڲღВࣷӰ进委员䬡

的合作ϑ流等议䷅开展了䃕论和ϑ流。

͚ప߈႓႓чᇖౌ߈႓͇̀༁অч����ᎡᏓጒ҉ч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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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3日，                                      喍".4喎在ߍᠬ大㧆特ݖᅁङ开2016年

Ꮣ第2⁎全体编委工作会议。主编๖֒、䨮ᔄ݇喍美国喎，副主编䭵常䱿、䭵立㓑、ۜ㺬

ᶒ，编委.BUUIJBT *INF喍美国喎、,ZVOH�4VL ,JN喍美国喎、0MF 4JHNVOE喍ͦ叓喎、

⃢ᚔ⣟、䘚̴林、㘎国Ꮃ、Ϗ一Ⓣ、哆߶、⢸ᐧ⺒、偼ႴᲝ、䅏ᘍℾ、Пᩬ࣯ߍ了ₑ⁎工作

会议，中国力学学会专职副⼅Γ长、ڙߋ室主任↑χࢄ，副主任䭵Ო，编䒾䘕主任䭵海⦴

Ό݄ፚ了ₑ⁎会议。

⟢౧编委ϸ㏺".4出❵近ۢ，随后ऱ国编委ᅞ期ܷ出❵现ݝ๖֒主编主ᠮ会议并ा

ࣷຯ҂进一ₒ提倅".4国䭲ᒞ৺力和॥ᑂ力展开☚◵䃕论。ᅑڥ⦌ڣ编委0MF 4JHNVOE教

授喍".4ᰭ倅̸䒪᪴」作者喎ᠴ出进一ₒ提升".4ᒞ৺因ၽ᭜॥ᑂ优秀⽬源的ڠ䩛因㉍

一。会议Ⴧ近期工作ᄳ重点ڠ∕喟喍1喎㐔㐚ࢸ㑖出❵周期；喍2喎发㶕倅䉕量᪴」并提

倅ᒞ৺因ၽ；喍3喎组㏴".4系݄专䷅研䃕会；喍4喎组㏴2017年专ܷ等。

ₑ⁎海ใ编委会的成ߌङ开，ٲ分显".4国䭲ࡃᐧ䃫与发展的Ԏᓰ与㘪力。䕇䓴

".4的国䭲出❵Ꭰझ，ᄳ进一ₒ提倅国力学⩹的国䭲ᒞ৺力和䄊䄚ᱰ。

Ҁ㑃༁ጒ҉ч䃛"DUB�.FDIBOJDB�4JOJDBڕ⁎�ᠬ๔ङᐭすߍౕ

"DUB .FDIBOJDB 4JOJDB

"DUB .FDIBOJDB 4JOJDB



第三届全国ѻ⍖等离ၽ体数թ᠌ᮾ期培䃚⤚于2016年8月8～14日在ₓⅶͫ㵹，培䃚

⤚⩞国家㜗♣科学ധ䛾委员会䉱ߖ，中国力学学会等离ၽ体科学与技ᱜ专业委员会主ߋ，

科研ڨᬕ在ᣕ动国ѻ⍖等离ၽ体科学事业的发展，培，ߋ中科技大学⩢⅁学院具体ឬࡻ

技ᱜϧ。培䃚⤚䖭䄤了国ڲใф็ѻ⍖等离ၽ体数թ᠌方面的专家授䄫，࠲᠙Გ㜗㠞

国拉๘ൎ大学的'FMJQF *[B教授，北京㝗⾧㝗๖大学的⢸海ڡ教授，⌲ࡻ大学的ᱻ和Ꭰ教授

，大䔋理工大学的Ⴘ䔉㏏教授，ᆞ͉大学张䔉⋈教授等；并䖭䄤了Ⱕڠ的䒜Уڙथ开展等

离ၽ体᠌方面的䃟Ꮤ。学员主要为研究生和技ᱜϧ员，࠲᠙Გ㜗⌲ࡻ大学，北京大学，

㺬Ⴖϑ䕇大学，ₓⅶ大学，大䔋理工大学等在等离ၽ体䶳ഌᰶⱭ⌞䔉ᒞ৺力的院ᵎ。

ₑ⁎培䃚主要ڲღ喟1喎ѻ⍖等离ၽ体理论ಸ；2喎,JOFUJD .PEFMM JOH PG -PX 

5FNQFSBUVSF 1MBTNBT� 1BSUJDMF JO $FMM .POUF $BSMP $PMMJTJPOT；3喎4*.1-&算法

在大⅁ࢸ⅁体ᩫ⩢等离ၽ体数թ᠌中的应用；4喎ѻ⅁ࢸᄱ䶾等离ၽ体的混合᠌方法；

5喎等离ၽ体体系中的组分䓀䓽；6喎等离ၽ体与Ⅱ⏣⋟Ⱕο作用的Ьⱌ᠌；7喎大⅁ࢸ

等离ၽ体中非线性㵹为的数թ᠌；8喎็㐡У̸的䲆⩢1*$᠌方法；9喎等离ၽ体流

动ᣔݣ数թ᠌；10喎ѻ⍖等离ၽ体中的原ၽ分ၽ䓴程与动理学方法᠌；11喎(MPCBM 

.PEFM在大⅁ࢸ⅁体ᩫ⩢等离ၽ体数թ᠌中的应用；12喎大⅁ࢸ等离ၽ体ࣷڣ与生➖体

作用䓴程Ьⱌ和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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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䃚⤚结ᒀ๖，ࡻ中科技大学݅大ь研究员主ᠮ并䶮发了ₑ⁎培䃚的结业䃮Γ，

学员Й䔅࣯㻯了国家㘶۟ᑧⷮ౧科学中ᓰВࣷ㖇अ与等离ၽ体研究。大家一㜡㶕，ₑ

⁎ᮾ期培䃚⤚提倅了大家ᄦ等离ၽ体ᅑڣ᭜等离ၽ体Ьⱌ䶳ഌ的䃑䃳与理解，开䭁了大家

的㻳䛻，学了̺ᄾ的研究方法，为В后在㜗ጞ研究方ा上的学和研究提ӈ了ߖ。

大会开ᎂ式在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ẩ็྿体报ॷࢲङ开，北京理工大学ᵎ长㘎海ᇖ院士ा

ऱ位࣯会代㶕㜡⁏䓻䓋。㘎海ᇖ院士ᠴ出“Ⱋݺ大学重学ᱜ研究䒨ϧ培ڨ，在ϧ培ڨ中重

理论计算䒨实验实䌢，䔆ᄦ提倅ϧ培ڨ䉕量᭜̺ݖ的。力学专业हᵤႅ在䔆个问䷅，Ⱋݺ国

ጓठ实验力学研究实力℁䒰ᑧ的学ᵎ㘪์开䃫系统的力学实验䄫程，开䃫᱙⁎䃟ϲᰶڲ

⩞教㗟䘕倅等学ᵎ力学ㆨ专业教学ᠴ导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ڞ

ह主ߋ，北京理工大学Ⴔ㝗学院ឬߋ的“2016年全国力学专业实验力学教学䃟⤚”于

2016年8月10～12日在北京理工大学ͫߋ。䃟⤚⩞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㖅

䄤ⴒऺ教授进㵹现౧授䄫和实验⑁，ᬕ在ٱߖᑌ倅ᵎ培䃚实验力学教学师䉱、开发合

䔯的实验教学䶦Ⱋ，进㔹提倅࣯会倅ᵎ力学专业᱙科生培ڨ环㞯中实验教学的㘪力。᱙⁎

䃟⤚ᄦ࣯会代㶕进㵹了䖡䔶，ᒂः了51个学ᵎ的120ऺ力学实验教学一线的教师ࣷࢠᄳ

䊝上工作ᇄ位的倅年㏔博士生作为ₐ式学员，进㵹为期͑๖的学喍ڣ中开䃫力学᱙科专

业的倅ᵎڞ计34，98ϧ࣯会，教师79ϧ，学生19ϧ。᱗开䃫力学᱙科专业的院ᵎ�研究

19，22ϧ࣯会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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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ᄦ培䃚实验力学师䉱，提倅ऱ倅ᵎ实验力学教学ⅡᎠ᭜非常重要的。北京理工大学㘪์

ឬߋ᱙⁎䃟⤚᭜教㗟䘕倅等学ᵎ力学ㆨ专业教学ᠴ导委员会与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

业委员会ᄦЙ的Ԏ任与ᩜᠮ。䶱⺊᱙⁎䃟⤚㘪์成ߋͫߌ，हᬣΌጹ᱈ٱᑌ院ᵎ㘪์

ᄦ北京理工大学的力学实验教学提出䉢ᐧ议”。

᱙⁎䃟⤚ᓄݝ了北京理工大学教务处、实验室与䃫ิ管理处和Ⴔ㝗学院ᩜᠮ䉱ߖ。ह

ᬣ，在会议䕇ⴒ发ጰ后，国ڲใ力学教学Зக䃫ิݣ䕍ࢯੳ㏤㏤Გ⩢㶕ጹ᱈㘪์࣯ߍ学，

ᰭ㏵会务组䔶᠖了6家国ڲ一流力学教学实验䃫ิࢯੳ࣯会喍长᭒科、͉ࡻ≸䄂、ₓⅶ先导、

苏州ࢀ立特、ࢄ京中䓲微、大ᕿఫ喎。在ऱ方ڞहߗ力̸，᱙⁎䃟⤚获ᓄ了ళ␎的成ߌ。

教㗟䘕倅等学ᵎ力学ㆨ专业教学ᠴ导委员会⼅Γ长、成䘪大学ᵎ长⢸⌲䔉教授ϸ㏺了

教ᠴ委开䃫᱙⁎䃟⤚的Ⱋ的和ᘼͶ。⢸⌲䔉教授ᠴ出“᱙⁎䃟⤚101ऺᰶڞ教师和19ऺ

博士生࣯ߍ，⁏䓻大家的ݝᲒ。教㗟䘕倅等学ᵎ力学ㆨ专业教学ᠴ导委员会主要䉌䉐力学

专业发展、教学䉕量ᴴ۳、教学ᩦ䲖实䌢、师䉱培ڨ等工作。䃟⤚开䃫的Ⱋ的᭜培䃚力

学实验师䉱，ߍ全国ऱ倅ᵎ力学专业ϧ培ڨ中实验的Ъ䷊，发ᡒ实验在提倅᱙科生创

和实䌢㘪力中的作用，ጹ᱈学员㘪์在Ϸ后的实验力学教学中发ᡒᰡߍ重要的作用”。

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ᄼٰ教授ϸ㏺了᱙⁎䃟⤚䖭䄤的授

䄫专家与䄫程Ⴖᢿ。҂ᄼٰ教授ᠴ出“非常倅ڡ的ⰸݝ䔆ᵤ็力学实验教学一线的教师㘪

，全国㘪์系统的开䃫实验力学的倅ᵎ并̺็ݺ䃟⤚的学。Ⱋߍ北京࣯ݝⱭ䚤ᮾᲒڿ์

ᅑڣ᭜与科学ݺ⇬与工程实䌢㉔ჳ结合的ٶ≸力学方面ڲღᒵᄾ⊶ࣷ。᱙⁎䃟⤚5ᰶڞ位

专家为大家系统的䃟授实验力学的ऱㆨ方法，ጹ᱈ऱ位学员㘪์ᰶᩣ获，䄫程结后㘪

์在ऱ㜗的倅ᵎ开䃫ᰡ็ᰡ系统的力学实验䄫程”。

开ᎂ式结后，䃟⤚䖭䄤的5ऺ国ڲⴒऺ实验力学专家为学员系统ౝϸ㏺了实验力学ऱ

ㆨ方法，हᬣΌ分享了他Й在实验教学实䌢䓴程中的ᓰᓄ体会与㏼验，ڣ中Გ㜗⌲ࡻ大学的༇

学䨸教授䃟授了《⩢䭨应अ≸䄂ࣷэᙌக技ᱜ》，Გ㜗大䔋理工大学的䰤ᡜ教授䃟授了《ٶ

≸ᑦ性力学》，Გ㜗͉ࢄ大学的Ვ⺼ӷ教授䃟授了《⓭ٶ⊶≸量技ᱜ》和《ᴲ线ែᒞ≸量技

ᱜ》，Გ㜗͉ࢄ大学的҂ᄼٰ教授䃟授了《数ႄఫ≸量技ᱜ》和《现代力学≸䄂技ᱜ》，ᰭ

后侙ᄾ卼教授ϸ㏺了北京理工大学力学学科在力学专业实验教学方面的ᩦ䲖ᅊ䄂。हᬣ，䃟

⤚䔅为位学员ٺ䉦提ӈ了《实验力学》、《结构分析数ႄٶ≸力学》、《现代ٶ≸力学与ఫ

大家学Ҭ用。䃟⤚结后，Ⴔ㝗学院䔅组㏴ڞ处理》ࣷ《力学专业程Ꮌ实䌢》4᱙教ᱽ

学员࣯㻯了力学学科Ⱕڠ教学和科研实验室。学员Й㏤㏤㶕，䕇䓴᱙⁎䃟⤚的学，ᄦ实

验力学ऱ种方法的原理ࣷ应用ᰶ了ᰡڒ⌞ߍ的䃑䃳，在实验力学教学㘪力上ᰶ了䉕的提升。

北京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ᵄ㠦教授、实验室与䃫ิ管理处处长ट๖䉢教授、Ⴔ㝗学院院

长㘎ᰡ开教授ࣷ副院长ႆ程㔮师出ፚ开ᎂ式。开ᎂ式⩞Ⴔ㝗学院副院长侙ᄾ卼教授主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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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工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

实验室原副主任黄永念，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7月31日晨去世，

享年77岁。

黄永念教授1939年4月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常州，流体力学家。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跟随周培源教授攻读研

究生。1972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1978～1980年作为首批赴美学

者在麻省理工学院林家翘先生处访问。1991年晋升教授，1993年任博

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力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

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力学会副理事长、《力学学报》副主编，

《力学进展》和《非线性动力学学报》常务编委等职务。1997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荣誉称号，2002年获第三届周培源力学奖。

黄永念教授从事湍流理论，非线性科学和应用数学研究工作近50年。他长期与周培源

教授合作，创立并完成了独具特色的湍流旋涡结构统计理论。他在非线性科学研究方面提

出了一种寻找离散系统周期轨道的代数分析法；在拉格朗日湍流研究方面发现了双环涡混

沌流形结构；在应用数学研究方面提出了特征张量的概念，给出了计算线性常微分方程组

的一个显式解，并为理性力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沉痛悼念黄永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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