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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况

由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 工 召开的 年
一

次的第 届 国际理论与应用 力

学大会 工 一 ,

于 年 月 一 日在以色列海法市的以色列工业学院举 行

大会选定的 个主题是 固体与结构力学中的不稳定性 海面力学与海气相互作用 生物力

学 设置主题分会的目的是对力学中的某些重要领域做综合介绍
, 以强调这领域的重要性

,

或对新领域起提倡作用

出席大会的各国科学家 ’人
,

接受的报告 的篇另加邀请报告 篇 其中接受我国论文

篇 另有 篇从海外投去
,

其中台湾 篇
,

另外海外华人有 篇 我国实际出席 人包

括台湾去的 人 全体大会的邀 请报告 篇
, 分 组淞分主题跳巡镶报告刽篇

, 口头报告小

组 个实际报告了 篇
,

张贴报告小组 个实到 篇 内容包括理论与应用力学的各个方

面 按照摘要文集中 篇论文的粗略分类 已扣除正式提出撤消的 篇
,

但心饱括不少未

到会报告的 如表 所示

气气丫乞
固 休 力 学学 流 休 力 学学 生 物 力 学学 动 力 学学 其 他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邀邀 菊李 报 告告 休育

小小组口头报告告
卜卜

小小组张贴报告告

包括计算力学
,

一般连续介质
,

有限变形等

本文报道了国际上力学发展动向的许多信息
,

为使更多谈者得以了解
,

特征拐作者同意
,

除在《力学与实践 》杂

志上发表外
,

本刊也子以刊登 —铜者

工



州

个主题分会中以固体与结构力学中的不稳定性为最大热门
,

共 个 口头报告小组
,

个张贴报告小组
,

邀请报告 篇 海气主题有 个 口头报告小组
,

邀请报告 篇 生物力学

主题有 个 口头报告小组
,

个张贴小组
,

邀请报告 篇 由于会议只提供摘要文集
, 以下

内容只就我们听到的一部分和从摘要中所见的进行综述

个邀请报告

这些邀请报告将在 年内由大会文集全文刊出 以下基本 仁只介绍题 目
,

内容在后面几

节有关地方介绍

全体大会在开幕式后由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 讲
“
剪切流的不稳定性和湍流

”

他强调 了研究大尺度结构和拟序涡结构的重要性
, 巳发现拟序结构与初始不稳定性中每个湍

流的起因有关
,

指出了一条通向模拟湍流运动脉动幅值的途径
,

其间必须考虑 次和高阶不

稳定的影响以及大尺度事件的统计特性 另一大会报告是在闭幕式上由俄罗斯海洋研究所的

工 。 讲 “ 断裂的微观力学” 他指出材料中的微观研究和流体中的有共同之处
,

提出了断裂过程的特征时间
,

讨论了金属
、

高分子材料
、

岩石材料的情形
,

认为材料中损伤

的萌牛
、

分展
、

断裂的和万作用鼓后导致宏观破坏等都与材料 内部结构变化有关
,

而湍流的

许多特性同样也与其中微观细观运动
一

有关 认为微观细观力学将在下一 纪
一

仃较大的发展

分红会的邀请报告共有巧个 网体力学万血 邝 福 树枝舫体的生 沃模 型 , 线 性 薄

膜理论 , 弹塑性问题沿加载路往积分的计算问题 枝加射 卜本构 关系和蠕 经分析
、

蠕 变裂坟

生 芍 , 耗散介听中的稳定性
一

,衬 岔 , 泊川
,

性结构
‘ ‘的波传播

,

流体 厅丫泊盯了仁 捻 昆

沌 吧对流的控制 气动 声波的实测 与计算 , 大
产 、海洋功 勺学 , , 波转播及破碎的仆川、

’

心包勺

学 ,卜噪 ,叭 发光
一

‘子 书 流 , 湍流 享 , 飞咭歇性的多屯分形解释 跨声速研充趋势
‘ 几

物 行
‘

,

护方 而
一

仃 篇 将结构稳定性理论用于生物系统 心血竹流体力学 还
一

仃一篇是休育 中 的 力 学

个主题各有 个综述的介绍性报告将在以下
一

同介绍

固体力学各小组报告的主要内容

固体力学 郑分最集中的课题是固体材料和结构力学 , , 的不稳定性
, 这 , 之问题不但在拓个

主题小组中出现
,

在断裂力学
、

结构力学
、

损伤力学以及动力学的许多小组报告中也出现

个主题邀请报告是 ① , 。 。 美 有限热弹性力学中 的材 料 不 稳 定 性

和相变 他指出近年来集中研究的两个甚木问题是 最小能最的物体稳定构 形 物 体 经 过

亚稳定中间状态趋于稳定构形的非平衡演化 他证明描述热弹性相变的完全本构理论应包含

个部分 比 自由能函数 动理定律 形核准则 他提出了一 个显式本构模型并举

例说明 ② 记 。。 美 在结构中失稳的传播 他指出在大尺寸结构 中 的 小 脚

塌
,

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动态方式传播到结构其余部分 ,

所裔载荷住住远低于开始局部崩塌的

载荷 作者举例说明起始崩塌和定常准 净态扩展的条件 ③ 九、 日 司体力 学 ‘ ’

塑性失稳的数值处理方法 探讨了旨在淤求塑性失稳 属 曲
、

颈缩
、

流动局部化 线荷的 一

般数值方法
, 以汝克服有限元网格敏感性及不正确收敛的方法

在各主题小组 ‘ ,关于材料不稳定性的约 篇
,
大多讨论剪 刑附寺部化的机理 , 不但在金

属中
, 也 ’在岩石

、

复合材料中
,

在准扑态下发生也丫在冲击载荷下发生 关于 薄 膜 和 界

而
、

层而稳定性的讨论有 篇
,

如 。。等的 “ 应力驱动界而失稳 ” 研究了波浪形界面与平

直界面的稳定性 关于裂纹扩张中的不稳定性问题了了 篇
,

如
、 , 。 “兵

’

多裂纹的

加



固体 有效模量的统计稳定性与断裂相关参数的不稳定性 ” ,

指出有效模量是体积平均量
,

与断裂现象没有定量的关系
,

在建立损伤模型时应注意这一点 有人用分子动力学连续体统

计理论讨论裂纹尖端场稳定性以及讨论弱化引起塑性稳定性的问题 范天佑讨论剪切层的不

稳定性联系到地震成因

另一方面是结构力学的不稳定性
, 包括的范围也很广

,

有关于杆
、

梁
、

板
、

壳等各种结

构形式的 篇左右 较多的报告讨论屈曲后间题
,

残余应力和初缺陷的影响
,

对加筋壳
、
锥

形壳
、

环形壳的分析
,

受到冲击载荷
、

气动载荷以及由表面摩擦和热冲击等引起 的失 稳 问

题
,

考虑到弹塑性
、

粘塑性等情形 我国王仁的应力波对冲击下柱壳稳定性的影响
,

王 国泰

的柱壳和王安稳的环壳屈曲
,

叶开沉的波纹板失稳等工作属于此列

在动力学小组 中也有七八篇是关于运动稳定性
、

分岔和混沌的讨论
,

如对充液腔体
、

转

子
、

轴承以及飞行器的运动稳定性
, 一般还考虑物体的弹性变形效应

其次是关于断裂力学
、」

损伤力学和塑性力学方面的小组合起来有 个口头报 告 小 组 及

个张贴小组
,

篇报告 主要讨论了裂纹尖端场
、

裂纹的相互影响
,

成核和生长
,

损伤的

微观机理
,

损伤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
,

损伤的本构描述
,

有效模量
,

材料的弱化等
,

我国有

黄克智关于裂纹生长
,

盖秉政关于疲劳损伤
,

悍寿荣
,

周建平
,

曾攀等的 篇论文 塑性力

学小组还有关于结构的弹塑性分析
,

塑性大变形的计算方案问题的讨论
,

特别是动载下时间

积分应如何处理以取得稳定解的工作有三四篇

复合材料和非均匀介质小组有 个口头报告小组和 个张贴小组共 篇论文 除了讨论

前述的界面稳定性
、

断裂
、

损伤等问题外
,

关于分层界面 的应力连续性
、

应力奇点
、

纤维

对脆性基体的防止破坏作用
,

纤维复合材料的本构关系
,

复合材料中波的传播以及复合材料

层面组合的优化等问题 我国有陈至达关于分形几何
,

·

王越胜关于波遇到多层界面裂纹
,

段

大明关于复合层板后屈曲的能量解释等 篇论文

结构力学和板壳有 个 口头小组及 个张贴小组共 篇论文 除弹塑性稳定性问题外
,

还有板壳的非线性大变形分析
,

从 维弹性方程求壳体剪切变形的渐近分析 , 压电弹性或礴
弹性材料的壳体分析等工作 值得注意的有四五篇讨论结构形状优化的论文 从非线性结构

受各种设计上和载荷上变化的影响
,

对不确定因素的敏感分析到拓扑学的优化理论
,

我国有

张若京关于环壳弯曲理论 , 王晓东关于弹塑性梁的动力响应
,

聂国华关于网状扁壳的论文

固体内的波传播小组中有一些论文讨论波在结构中传播
, 波与结构中结点的 相 互 作 用

等
,

它们被用于无损探伤
,

定残余应力
,

定体内各向异性 我国刘殿魁用复变函数讨论了各

向异性介质中
一

波的散射

固体中的实验方法小组重点在应用现有的光学方法上
,

如用于测微裂纹的形成和扩展
,

从远处测局部应变
,

用散斑干涉法定橡皮材料的参数
,

用激光全息干涉法估算模态阻尼
,

用

维 光 的连续成像研究容器内部流变体的运动等
,

还有人提出用双剪实验方案 研 究 绝

热剪切带以代替 扭杆

计算数值方法小组除关于时间积分的步长选择外
, 丁 研究复合材料的微观力学

,

提

出一个将微观与宏观行为联系起来的单一计算模型
,

他用宏观有限元网格求整体响应外 , 在

临界局部区益加一个零边界条件而具有细观组成体 纤维
、

孔洞等 尺度的网格
,

论文讨论

了收敛性等有茱问题
,
我国曾攀提出最优拉制理论与固体中变分原理的对应性

, 可利用前者

厂



方法进行损伤及动力过程的计算

此外
,

还有弹性力学
、

地质力学
、

冲击力学
、

接触力学等小组
,

讨论到孔隙介质
、

粉末

介质的压实
、

粘连间题
,

非线性弹性动力学 ,

介质中的相转变区 ,

弹性正交异性体的一些精

确解
,

地质材料的本构关系
,

液饱和的层状岩石的内部屈曲
,

波传播等间题
,

穿透和考虑摩

擦力效应的接触间题等 我国有徐江关于岩石破裂
,

雏振珠关于弹性波散射及 周关于计

算岩土中穿透轨迹的理论等 篇论文

动力学问题的振动小组共 篇论文
,

重点在振动的隔离和主动振动控制间题
,

大振幅的

结构振动 以及多层板在强脉冲下的分层优化间题
,

还有横向流过和同向流过排管所引起的壳

体稳定性问题
,

弹塑性体颤振间题等

从固体力学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
,

固体力学的研究对象已不限于均匀的简单介质
,

而更

注重非均质的
,

具有细观结构的复杂介质和复杂过程 如辐照
、

相变等 它的应用领域也

不再限于为结构设计服务
,

而更着重于与许多工程与学科领域
,

如材料科学 与 工 程
,

机 械

学
、

电子元件
、

核工程
、

生物学等的结合

流体力学各小组报告的主要内容

流体力学方面的主题组是海面力学与海气相互作用 有 个邀请报告是以地 球 流 体 力

学为对象
,

牵涉到风
一

波
、

波
一

波
、

波
一

流
,

非线性波条件下波的稳定性和破碎等间 题 这 些

是大气与海洋间热交换与水气交换的基础
,

是决定全球气象和大气灾害的基本环节 报告大

都涉及大量现场观测
,

包括利用气象卫星
、

声学
、

微波技术
,

资料充分
,

可信度高

这个主题共有 个 口头报告小组 篇论文
,

法 提供了一批水中气泡 破

碎向空气中抛掷水珠的两种机理和系统的实验结果 英 讨论了非线性效应对

边缘波的影响
,

结论是
,

非线性效应可使波高较一般估计的大
,

这可用以解释季候风产

生风暴潮时印度沿东海岸的巨浪传播 以 等提供一篇关于海面温度对热带强

气旋的很有意思的数值模拟报告 另外有关于风波生长特征
,

风波与湍流的相互作用
,

剪切

流与自由表面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

近表面涡旋运动的实验等工作

湍流仍是一个重点课题
,

除 篇邀请报告外
,

有 个 口头小组
,

个张贴小 组 共 篇

论文 其中 在尝试提出新的模型以模拟湍流的精细结构时
,

提出一个新的封闭

方法
, 以连续介质中空间瞬时混沌的渐近性质为基础

,

推导出宏观方程
,

主要用于研究大尺

度结构的形成
,

即大尺度有序平均场的演变 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结果
,

如 提

出湍流中质点轨迹没有明显的小尺度结构
,

在各向同性湍流中弥散特性是接近 高 斯 型 的
。

研究一类慢坐标湍流
,

其特性是梯度值沿坐标之一很小
,

而耗散率的脉动沿 该

坐标却很大
,

和 维湍流特性有很大不同
,

给出了能量谱
,

扩散系数等的变化 还有 篇关

于湍流减阻的论文
,

讨论平面明渠中湍流的数值模拟提出随 机 地 加 进 某 些

谐频的相位
, 可降低阻力

,

则推导了注入高分子的流体运动方程系

统
,

探讨了使湍流减阻的机理

湍流实验测量受到较大重视
,

我国魏中磊的剪切湍流中某些实验结果给出圆 导 线 尾 迹

涡脱落的特性
,

和混合层中拟序结构的研究结果 丁 湘 为 弄 清 海 洋 和 大 气

中的对流混合
,

采用激光诱发荧光和 测量了流体系统中层面上湍流混合 层 的 发 展
。

分析了大气中和风洞中所测湍流的分维
,

认为两者的分维指标大体相同
,

名 ,



尸

流动不稳定性与混沌共有 篇论文
,

凌复华在国外结合化工中搅拌混合的需要
,

研究了

在哪些参数条件下能产生整体混沌 陈 台 对
一

流补充了线性稳定分析
,

提 出

在泵压与转速比的大部分范国内非轴对称不稳定模态占优势 另如磁场作用下的流态稳定性

有 篇论文 用电磁场来稳定导电重力波
, 导电球在脉动磁场中的跳动并导致混沌 再如由

污方程解的分岔从涡旋稳定性提出产生龙卷的数学模型
,

表面波中的混沌等
’

粘性流的张贴小组有 篇论文
,

美 研究尾线涡的线性稳定性
,

在以

数 。和旋转率 的平面图中的临界稳定曲线上
,

随 而增加
,

但并不趋子一常值 值

在高 数下大于无粘时的值
,

说明产生临界稳定模态是粘性性质的
,

并不因 、 而趋于

无粘极限 研究了屈服应力水平下磁悬浮体的蠕变行为
,

特别是流变特性与絮凝结

构之间的关系 从关于逆压梯度下重新层流化的边界层实验研究提出
,

初始动 量

厚度 在 一 间时
, 通过加速湍流边界层能重新层流化

,

且不易分离

流体中波动的张贴小组有 篇论文
, 绝大部分是非线性方面的理论工作

,

也有涉及湍流

的
,

而较多的是讨论孤立波 我国周显初讨论非传播孤立波与表面张力的关系
,

在水深和表

面张力的参数平面上发现了 个区域 个能产生孤立波
,

第 个可能产生扭结孤立波 陈

学农关于浅水槽中细长船以近临界速度运动的论文
,

被选为本次大会流体力学的青年最佳论

文 另外的工作如在二层流体界面上发展的有限幅值波 两个模态的重力驻波的相互影响

任意波幅孤立内波在分层
、

弱可压缩剪切流中传播的理论
,

处理了地球物理流中的大幅值孤

立波问题
,

如南北方向分层流体中传播的孤立 波 声激发使湍流射流中的声场改变
,

发展了一个声场与环涡之间关系的模型
,

等等

涡旋运动有 个口头报告小组 篇论文
,

涉及水波
、

气波以及木星 上大气红斑和银河中

的涡结构
,

讨论到涡旋受干扰后的响应
,

涡片的卷起
,

涡条的扭转等动力学间题

对有围壁的圆柱体尾流 维结构进行了实验研究
,

用浅水自由面的差动旋转在

实验室模拟了
,

七述大 自然自组织的涡结构
,

并用一个抛物形容器绕垂直轴旋转
,

其浅水的差

动旋转靠容器不同底部的各自旋转实现
,

这样可以演示 自然界中很强的旋风
一

反旋风的 不 对

称性‘

流体混合和二相流方面共 篇报告 关于气泡力学的邀请报告中着重讲了

在气
一

液流中噪声发散间题并以雨滴产生水噪声为例
,

还谈了气泡 的 声 致 冷 光 现 象

禅 ’讨论来自空化和其他气泡流中的水动噪声
,

阐述由于湍流压力涨落所产生的气

泡体积涨落引起的噪声
, 以含气泡的水流流过水翼作为典型情况 利用混沌棍

合来加强化学反应
,

定常层流在螺旋管内流动
,

通过螺旋管转轴的周期性改变
,

使分子轨迹做

混沌运动
,

反应物得以充分散开和棍合
,

反应增强是 数和 数的函数
,

前者控制 二

次流弧度
, 后者控制质皿扩散一另如颗粒和可变形胞体在流体

一

卜的运动
,

气液质皿传递问题

和流动中的粘性悬浮
、

沉淀
、

热传递等间题

计算流体力学小组有 篇论文
,

多半是环绕解 方程
,

针对具体问题的不同
,

提供 新

的数值方法 提出压缩性尺度法用以计算纯亚声速流和亚超声速混合流
, 比传统的隐格

式要好 另有人将耗散系统的非线性伽辽金方法用以解化学湍流和高分子理论中的奇异摄动

题 有人用低维伽辽金近似做柱体 维尾流的不稳定分析 美 结合导弹系 统 求

解了有 维琳动分离的
一

肺程 , 又如应用边界元技巧研究非球形体在 流中的运动



许为厚 加 则提出一种适应
一

仃激波等问断性的
门

计算格式
,

避免对激波取平均以 减

少误差和提高计算效率

空气动力学的论文较少
,

只有 篇
,

估计是由于另有许多专业会议可发表论文
,

故没有

到本会来报告 在
“

跨声速研究趋向
”

的邀请报告中认为今后数值方法的份量将加重 ,

今后将努力寻找求解低阻翼型 维边位间题的可靠程序
,

特别是层流跨声速机翼
,

以及研究

非绝热流
,

逆反应流休中的跨声速流 从
一

方程出发求解管道 ,卜高密度气体的跨

声速流
,

表明等嫡膨胀时有 个声速点因而竹道需有 个收缩喉 口 夹 飞个反喉口 才能得到无

激波流动 , 张 台 分析物体在精性可压缩流中运动的气动力源

其他流体力学
、

非牛顿流等小组还有 箱论文
,

题材各异
,

较集中的是磁流体和流变学

方而 如在分析稀释高分子溶液的自由射流中
,

发现可发展一种液丝微流变计
,

它可仅用儿

秒钟就从一滴液滴测出高分子液体的松弛时间 。。 等讨论在超流休 中测 出温度和涡

线密度分布的问题
,

’

可用以研究揣流环境中柱状第 声波的传播
,

对线性问题还给出了一个

解析解
,

和试验数据符合 良好 又如 长。。探讨用磁水动力学 电机做替代能源时计 算

高导电流体的速度和温度场
,

发现磁场通过 。。。力影响流场
,

正是该力使离子背离原 来

方向而 走向电极
,

从而产 生电流

流体 打学论文‘ ‘较多实验工作的报道
,

多数 仃实验结果
,

状而在宁端育法小川 巾 却员提

出
‘

篇川联析法从 卜涉数据中重构 苏维击度场的报 告

生物力学及其他小组的报告内容
,

,

物 厅 , 题安
一 。

捻龙 六讹
, , ‘

物 司体 今 与
’

卜物流体 厅
’

犷汗厂, 个 、小组
,

个张贴小
一

盯 兵 篇报 , 、,

沁 肠的而 即
’

剑桥的 褚 。 。 , 。的迩 元, , 乏 ,
·

将结构德定性 遨仑
几 ’

卜物系统 元
卜

】
‘

在 啊个分 汽水乎

的杆状尹花物结构 的应用
,

即 直径 二 的鞭毛细菌纤维为何是弯曲而不是肖的 直径抓

状遗传因子 人的恋曲性能均可用力学分析解释 。。 。。汕 。。的邀请报告气合血竹流体

动力学 ” 考虑了大血竹
‘的非定常层流流动

,

发现分叉点的局部几何形态对轴向流和二次流

有显著影响
,

而管埃的可胀性只有最低限度的影响 另外 个主题邀倩报告 ① “骨细胞如

何取得流体剪应力微小变化的信总 ” 做了流体力 ”之分析 听认为是细胞膜 卜钩通道在起作用

② “动物运动的节能机理 ” 提出自然的选择是使动物运动的能
一

准消耗址小
,

为此要减少牵涉

的肌肉体积和使用动作慢和耗能少的肌肉
,

这个研究对机器人设计有意义 ③ “肺气通道内

壁液体层动力学” 指出由于 呼吸器官的疾病
,

液体层会显著增厚
,

出现流体动力不稳定而形

成半月板阻塞通道
,

还研究了含丧而活化剂的药滴入肺部时
,

于 。 。吧。 对流扩散所 产

生的速度场及其影响 关下体育运动力学的邀请报告则考虑如何用最小的能从来取得最大介勺

运动成绩提裔
,

厂
立

举
一 ’ 一

勺学教师在授课时 可用来启发新想法的许多例
一

气

生物固体 力学的小组报告大都 数学力学模拟生物体 务部分的生 计和运动
岌

情况复

杂需要进行数位模拟
,

多篇用了
一

汀限元方法
,

如 讨论肌肉纤维的取向对心室壁的影响 能

模拟日常动作的人类介骨模型 骨的端部软组织生长和有限变形分析 肌肉的疲劳和恢复的

动力学模型 用从小应变能原理讨 仑骨质组织和密度分布的自动优化 。。。 。 用力学

不稳定性讨论生物微组织的形成
,

如耳膜接近失稳状态可增弧丈电效应
,

向 日葵表皮的后屈

曲分叉可解释 红花蕊 、勺排列 膝关节的数学模型等 刘延柱报告了我国在人体运动的数学模



一嗽

拟和生物力学解释方而的工作 和生物流体力学结合的有 肺部 甲卿 ’应力的数值模拟
,

它

需考虑气体的运动
,

肺的大变形及介质的非线性 , 以振动管内流体的流动模拟红血球滤出
,

肺内空气交换等问题 以及支气管树的相似律 微粒烟雾在运动的肺泡上考虑温差因素时的

沉淀

生物流体力学方而的一个重点是血液流动
,

与 仁述
』

合血管邀请报 告 有 不 同
‘

意 见 的 有

叮 等指出颈动脉管的可胀性在血液动力学中是一个重要的因子
,

与固壁管比较有显著

的不同
,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有较大影响 我国吴望一等提出一种微血管流动理论
,

解释血球

如何通过管壁小孔而使其浓度下降
,

并进行了模拟 另外的报告还有 人工器官的血液动力

学分析 大血管中波的传播 脑脊髓液的非牛顿微极流体模型 以及关于植物组织的模型用

来研究植物根系的输运和生长过程 木纤维的孔隙介质模型以研究木疙瘩附近的流动等
’」

总的看来生物力学涉及面很广
,

但都尚较初步
,

采用的模型
、

儿何形状等尚较简单
,

还

属定性分析阶段
其他方面

,

有一小组讨论连续介质力学的基本理论
,

如 为耗散系统建立守衡定

律
,

提出了一个
“

中性作用法
” ,

可建立用任意微分方程描述的系统的守衡律

等提出在抽象材料流形上建立非均匀非线性弹性材料中的平衡方程
,

在有裂纹的弹性体中可

得到有限变形下的
, ,

积分等 还有论文在 提法下正确描述大应变的本构关 系

并讨论连续介质的局部度量流形 有人报告可压缩孔隙介质的一般本构理论 在有限变形小

组
,

我国郭仲衡提出一个内涵主轴 工方法
,

它改造了 的主轴法
,

而以不依赖于坐标的

形式提供结果
,

证明了如何应用此方法得出有限变形中基本量的内涵表达式

特 点

①从内容上看
,

如前所述关于稳定性的工作特别多
,

它包括固体材料本身的稳定性
,

并

导致材料弱化的研究 还包括结构的稳定性
,

如屈曲后的分析
,

特别是动载荷
,

热作用下的

稳定性
,

表现为结构经软化而破坏的过程 还有在流体力学中的流动稳定性如湍流的分离
,

波的破碎等
,

动力学中的运动稳定性以至生物力学中也有不少稳定性分析问题 由于这些间

题的需要
,

微观力学的研究也较多
,

如材料中损伤的萌生
,

发展
,

断裂的相互作用
, 以及导

致宏观破坏的过程都和内部微观结构的变化有关
。

而湍流的许多特性同样也和其中微观细观

运动有关 如前所述可以预见微观力学将有较大发展

关于海气问题的主题则主要是增进对 自然界的认识
,

生物力学则是关于生物界特别是与

人类健康有关诸问题的认识
,

可以看到题材十分丰富
,

而面临的力学问题却
一

卜分复杂
,

有待

力学工作者去努力研究

②在选题方面除了深入认识自然规律外
, 还可以看到许多课题是直接与生产联系的 稳

定性研究固然是解决实际生产需要而提出的 , 而单晶超合金的循环变形行为则是直接为分析

航空发动机叶片寿命服务的 诸如超导芯壳的磁弹性研究
,

超流体 咭的研究
,

湍流减阻 间

题
,

机器人的柔性控制
,

无损探伤中的复杂间题
,

接触问题中考虑切向力的作用
,

等等
,

都

有强烈的生产背景
,

是为了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另外在利用力学理论进行主动设计方面也有不少有念义的工作
,

如 复合材料中的最优

层位部署 结构的拓扑优化 振动的主动控制 高层建筑中随机风载下的调频阻尼器 在湍

流控倒的实验中提出了靠施加随机振动可对平面粉流减阻 。纬 高速深拉延的压力加工工艺

, 了 ,



中探讨了在压边处增加压力可加大板材的拉薄极限 等等

③出现一些 有念思的新想法
,

如 以波的干涉来孤立振动
,

作者把振动的扰动看成波
,

在遇到间断时会反射
、

透射
,

因而可故意引进间断使部分结构与其他部分孤立开来
,

侧如将

一个波导分裂成两个平行路径
,

然后使通过两个路径传过来的波在重新组合时相互于扰和抵

消
,

而这样做对结构的刚度却只有很小的影响 毗 在分析非线性结构的平衡稳定性

时
,

提出有没有混沌的静态类比问题 他考虑一个具有正弦形缺陷的无穷长杆
,

将处理结构

静态变形的边值问题转变为一个描述运动的初值问题
,

对一般性非线性结构
,

他提出用一个

变形图的几何途径并研究了一个非线性板的行为

在计算方法上提出了处理儿何奇点的新方法
,

消除有限元计算的误差问题
, 数篇论文研

究了动力分析中的时间积分步长问题

对颗粒材料的研究讨论了颗粒间山完全没有粘接力
,

到部分少最粘接
,

到完全粘接的问

题
,

指出只要颗粒间有很少觉粘接力就能大大增加颗粒组合体的刚度 对木材进行的动态

碎裂强度测试
,

说明它对突加载荷的抵抗力大大加强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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