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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学 进 展
,

蒸二巍
美国

“

应用力学与材料会议
”

简介

黄克智 李国深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概况

年美 国机械工程学会 主办的应

用力学与材料会议
,

于 月 日 日在美国弗
吉尼亚州理工大学召开 有来 自美国

、

日本
、

英国
、

法国
、

德国
、

意大利
、

加拿大
、

俄国
、

新加坡及中国

包括香港和 台湾 等 个国家的 余位代表参
加

,

其中有近半数为美方代表 美英一些知名大学

及实验室均有代表参加 会议交流论文 余篇
,

分 个专题研讨会
我国代表黄克智 华大学

、

李国深 科院

力学所
、

徐永波 金属所
、

廖世钧 上海交大 等

出席了会议

会议主要议题有

力学方面 跨尺度力学分析及塑性应变梯
度理论 黄克智院士做了

“

应变梯度塑性大变形理

论
”

分钟的报告 材料不稳定性 断裂
、

疲劳
、

损伤
、

耐久性 塑性
、

本构 各向异

性弹性 非线性振动 板壳结构 数学

方法
,

计算模型及实验方法

材料方面 力学分析 复合材料 电磁

材料 机敏材料 薄膜材料 多孔 网

织 材料
,

如纸 记忆合金 颗粒材料

制作工艺

学科发展的一些动向和体会

议由 的应用力学分部 与

材料分部 合召开
,

说明固体力学与材料科

学的结合仍然是 目前学科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美国

科学基金会 将力学与材料合成一个部门也说

明这一点

会议内容除了传统的内容 如振动控制
、

试

验力学
、

断裂
、

板壳等 以外
,

人们更为关注一 些新

的学科领域
,

例如梯度塑性与多尺度分析
、

智能结

构
,

复合材料及非传统材料 电磁
、

形状记忆等
,

薄

膜
、

粘剂
、

界面断裂 它们都是高新技术发展中提出

的新问题 当然也有如
“

构形力
”

的研究
,

目前实质性的内容还不多

跨尺度力学
,

塑性应变梯度理论 微米级尺

度范围的实验结果推动非局部力学理论的发展 但

除了采用高阶应力分量 如 和

高阶应变分量 如 外
,

可以探讨在塑性模

量中引入尺度或应变梯度因素
,

在理论上更简便

电磁力学是 电
一

磁
一

力祸合问题 还可包

括温度 高效磁化轴承中转子的最佳控制
,

用于 电

磁飘浮技术 压电陶瓷控声控振及控制杆件不稳定

性 人工神经网络对材料的
“

自诊
” 、 “

自制
”

压电

材料界面裂纹及分叉 固流两相材料质量守恒及能

量
、

嫡的平衡 压电陶瓷断裂韧性的评估 压电材料

疲劳强度退化

薄膜涂层 户 电镀层在多晶金属

基底上的断裂特征 可使局部流动应力高达破断原

子键的强度 多晶薄膜中晶界楔型扩散所形成的应

力奇性和应变松驰 等离子喷雾涂层中空洞缺陷分

析 含交替氧化铝基与莫来 石铺层 含残

余压应力 组合层材料的高门槛强度

几点建议

我们的研究工作要以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为

依据
,

结合国内外材料发展动向
,

尤其注意结合新

的实验现象开展理论研究 研究工作要立足国内
,

“

本土化
” ,

才能在国际学术领域争取有创新
、

有特

色的一席之地

加强不同专业
,

不同学科人员的合作
,

而不

是一个教授
、

一个导师
、

一个课题组的作法

大力吸收国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 在美国

力学界 目前有一批年轻的我国旅美学者
,

这次会议

上约有十余人
,

已有较好的成就
,

受到与会者的注

意 例如 高华健 与 黄

永刚 二人合作在本次会议上发表了 篇论文 可

以更多发挥他们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