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届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 点滴

编者按 本刊已在 年第 期中曾时我国力学工作者参加第 届 大会棍 况 作

了介绍 现再刊登一组文章
, 以飨读者

海洋与结构的波相互作用

这是会议的三个重点内容之一 在这一专题报告

会上
,

共作了五个特邀报告
, 反映了五个重要方面的内

容
日本 加 大学的 , , 教授作 “海

洋波浪谱的最近研究” 的报告 他讨论了海洋表面波

的波谱模型中的二个基本问题 ①波谱分量的色散关

系与非线性效应对它的影响 ②波谱分量之间的非线

性能量转移 并讨论了在主频区和高频区的波谱相似

性形式 作者列举了 日本沿海海洋波浪的大量的测量

数据 ,

并且总结了许多经验公式 这对我国海洋波浪

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挪威技术研究所海洋流体动力学研究室的
·

教授作了“海洋构筑物流体动力载荷 ”的报告

他综述了海洋构筑物与船舶的重要波浪载荷问题 特

别讨论了三个主要论题 ①用于船舶运动计算的条样

法 指出了在高前进速度与低频情况下方法的不足之

处 介绍了对船舶更适用的三维流体动力相互作用

⑧给出了海洋构筑物上缓慢变化的与平均波载的简兰

说明
,

并用摄动法作出了更合理的解释 ⑧讨论了分离

流问题 他讨论了目前较热门的三个问题 船舶波浪

阻力 二阶漂移力
、

与有自由表面的分离问题 这些正

是海洋工程中较关心的问题

美国海军的 叩 教授作了 “海洋 构筑 物

的流休动力综合 ” 他指出了由于海上构筑物的各种

各样的几何形状 有时甚至是不规则的 和严重的海洋

动力环境使得由于几种不同的流体现象引起的流体动

力载荷的精确确定变得十分困难 这是由于问题存在

着重要的非线性效应和祸合 作者最后指出目前可利

用的计算波浪载荷的方法是十分不足的 , 作者呼吁在

这方面应做更多的研究

丹麦工业大学海洋工程系的 “ 教 授 作

了 “海洋构筑物的结构设计 ”的报告
,

介绍了对浮体结

构物预言波浪诱导载荷的方法
,

讨论了对于大而复杂

的结构 如船体和海洋构筑物 的动力响 应 的 分析方

法 最后
,

讨论了设计准则
,

并提出了在波与结构物的

相互作用领域中还存在着大量未解决的问题 希望更

多的学者投入这一研究中来
,

以勘探利用占地球
的海津

。

英国 大学机械工程系的 教授作

了“海洋构筑物的水弹性行为”的报告 文章介绍了求
结构物上任意位置的结构动力响应的一般三维水弹性

理论
, 用三维源分布模型计算了任意形状海洋构筑物

上的流体动力作用 ,

这一计算包含了前进速度
,

自由表

面和结构可变形性的影响 作者对振动板
、

船形结构
、

半潜或具小水线面区的双体船结构与运输中的支撑钻

塔等进行了计算

在海洋中固定或移动的可变形海洋构筑物的动力

行为是海洋建筑工程师们很感兴趣的问题 , 他们必须
确保设计不受破坏 因此 , 海洋构筑物的水弹性力学

目前是很活跃的一个课题

除了这五个特邀报告以外
,

还有其他二十多篇报

告 , 涉及内容广泛
,

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小尺寸构件波浪载荷的 实验 研 究 , 主 要有

对四柱体在波与流的联合作用下
,

流体动力

阻力的实验与轨道运动对水平与垂直柱体波浪力的影

响的研究
。

破碎波对结构载荷的实验与理论分析 这方

面主要为实验研究
,

理论主 要 用 一

“访 和
泊 的方法进行数值计算

船舶的波浪阻力仍然是一个很活跃 的 课 题

无论在理论上
、

数值分析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在进行粉

大 的工作

。 波浪中前进船的拍打载荷 它是船结构强度

考虑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在实验室水池中进行了大

的实验研究
,

并和数值模拟进行比较 结合拍打载荷

的动力响应进行研究
, 浮体的波浪载荷和动力响应的研究

,

其主要

对象是针对用系泊系统固定位置的浮动平台 用非线

性波浪载荷和动力响应进行分析

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方面
,

非线性效应都占着主导

地位 , 也是问题的困难所在 因此
,

可以说在海洋与结

构的波相互作用方面 , 主要研究方向是非线性相互作

用
。

乡组分物质的徽观力学
这是向大会提交文章颇多的一个主题

,

除一小部

分涉及流体
、

两相流以外
,

大多是固体介质 会议给人

的总的印象是
,

为求得许多现代重大力学问题
,

诸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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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

复合材料等的进一步突破
, 目前在转向微观力学的

有关研究
, 但是各个研究者采用的方法是不 相同 的

就这个状况而言
,

微观力学是处于有需要
, 但初创的阶

段 有的作者则引入术 语
一 二 或 来 刻

划这个领域
。

实际上 , 相当一部分文章
,

虽然分类在

肠 ’ 中
,

但实质上 ,

仍是连续介质力学的方

法来处理多组分介质的力学性质

另一类工作 , 如 等人
,

是把连续介质的

概念直接用到细观单元上
,

概念和方法仍是连续介质
力学的

, 但所得的结论却是关于细观结构的

再一类工作
,

是针对微观变形的特点
, 如晶格面间

的滑移
,

提出描述该类变形的本构关系
,

然后再用连

续介质力学的方法处理 或者是把某一类微观力学现

象
, 如

, 用一个宏观力学量来表示

比较系统一些的微观力学研究方法
,

是引人内变

或物质函数一类的盘 ,

来表征经过统计处理的微观

特征 在这种处理中
,

微观特征及其控制规律
,

微观量

钓概率分布和演化
,

是一些关键性的步骤 为得到宏

观特征
,

必须引人一些平均化的方法 如引人损伤最 ,

作为内变 引人本构方程
, 这样

,

损伤过程便可由微观

模型和内变量来描写 ,

并与宏观力学性质联系起来

会上波兰的 坛 就非经典的连续体理论做 了

专题发宫 , 概述了国际上以连续体概念为基础 ,

去概括

不同的细观结构的宏观力学效应的种种努力 在某些

工程问题中
,

如短波长的现象
, 复合材料

,

微缺陷的应力

集中区等 , 经典连续体的某些运动学和动力学假设被

破坏了 , 但可以考虑某种非经典的连续体
,

去概括某些

细观结构的效应 , 如微转动
、

微尺度
、

长程力等 其中

如何适当处理微尺度
,

特征观察尺度和力程之间的关

系
,

并将其纳人连续体的理论中
,

是问题的关键

与上述努力不同 ,

是力图从固休物理
,

特别是从位

错动力学角度
, 直接建立其与某些宏观力学现象的关

系
,

这方面的工作在会上反映不多

总括而言
,

多组分材料的微观力学是最近国际力

学界努力的一个方向

浑沌 卜 与固体力学的一些其他专肠
本届会议上反映了科学家对浑沌的浓厚兴趣 有

不少工作详细陈述了在各种条件和实例中
, 出现

的情况 ,

有的从 迁 等角度出发讨论 五 加 的

一些规律 , 但看来许多工作还只是从一些具体问题的

讨论人手
,

来揭示有关的
,

的现象 还缺少概括

性的一般规律的研究
。 ” 在闭幕演说中

,

针对 ” 在数据采

集
, 实验控制

,

以 以 和数值模拟等方面的巨 大

进展时提出 “我们问题的解决者能做什么 ’’的问题

他的回答是 “做计算机不能解决的问题 ”。

目前计算

机模拟计算了各种出现 的情况 展示了

的某些规律
,

从而提出了分析
、

解释这些现象的要求和

问皿
,

诸如 方程的可解性和 的关系
,

在谐振

邻域 发生的规律等等 总之
,

针对计算机和实

验给出的大量实例 人们要求理解 以 在什么条

件下发生以及它对应用力学的愈义 山 指出 ,

或

许
,

我们要改变过去对力学系统的一些观念
,

噪声可能

是真信号的组成部分 已经发现三或四次分叉导致了

湍动 所以
,

或许 是湍流的原因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陈嗣熊

白以龙

塑性力学及损伤力学
在十六届 会议上 ,

塑性力学有七个 专肠

组共 篇论文 此外 , 在损伤力学
、

断裂力学
、

结构稳

定性
、

多成分介质
、

优化设计等方面的论文中
,
大约有

篇论文与塑性力学有关 其中又以从徽观到宏观 ,

从损伤角度
,

从循环变形或从碱
、

岩石等材料来研究本

构关系的占多数 另外还有考虑有限变形的效应
,

变

形的局部化和断裂缝尖端的弹塑性区等方面 的 工作

在解题方面则有板
、

壳的弹塑性屈曲问题 ,

结构的塑性

动力响应
,

结构的优化
,

塑性压力加工等问题 这是由

于计算技术的发展 ,

使得解题的关键在于所取的本构

关系怎样最好地代表真实材料而又便于计算
,

为此需

要考虑在不同条件
,

如高应力
、

高速撞击
、

热因素
、

循环

载荷等情形下 , 以及经过塑性变形或受到损伤后
, 如何

在大变形下 , 数学上能够作出正确的描述和本构关系

所要做的变动

在本构关系方面
,

有好几篇论文讨论从单晶滑移

机制推导多晶体的变形
,

还考虑到晶格的转动 或用

微观的残余应力来解释宏观的强化效应 对颗 拉材

料
,

在本构关系中
,

有人考虑变形时内部的摩擦和撞

击 ,

还研究碱
、

岩石
、

多相复合介质
、

多孔介质以及含有

气体液休的多孔介质的本构关系
,

在它们的屈服条件

中考虑第一和第三应力不变 的影响 有人即使对高

应力下的合金钢也将平均应力包括在屈服条件内
,

并

采取非关连流动法则 有人考虑具有不同屈服条件和

不同应力一温度一应变关系的两种变形 机 制的 相 互 作

用 , 在这一模型中
,

还包括再结晶或退火或固相转变的

热因素等
,

它可用来解释加
一

卸载循环载荷下的许多现

象
。

由于解决疲劳问题的需要
,

从换伤积累来导出的

本构关系以及循环变形下的本构关系较受注意 有人

对岩石材料
,

考虑随围压增加的流动势 ,

并考虑拉破裂

如何转变为剪切破裂的机制 ,

并用这流动势来推导本

构关系 有人则在受损介质中对有效应力分别考虑受

拉和受压介质的不同响应
,

或对复合材料则分别考虑

基质和加强纤维的损伤
,

以内部缺陷的演化或孔隙体

积的变化作为参数提出弹一粘塑性模型 关于循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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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的本构关系
, 人们讨论了如何考虑残余应变

,

各向

异性强化模型
,

还提出各种实验研究的方法

关于裂缝端点附近的变形场及其传播问题
, 人们

考虑到强化材料
, 蠕变材料

、

各向异性材料以及非比例

载荷作用下的种种情况 ,

还提到在单晶体内
,

以滑移机

制来分析裂纹尖端塑性区域的研究工作

弹塑性流动的局部化也是一个受到注意的 问 题 ,

有好几篇关于金属中或高分子材料中发生颈缩和剪切

带以及它们的传播问题 有用传统的宏观的本构关系

或用晶体滑移的本构关系进行讨论
,

还有从位错的运

动来讨论 , 还有人从位错的运动来讨论剪切 带形成

在这些问题中
, 温度影响可能必须加以考虑

,

就有热传

递的问题 ,

若热量流不走
, 可能出现一个临界状态

,

在

扰动下会出现分叉或失稳 , 从而形成窄的剪切带 有

人提出在处理拉伸试件的应变局部化问题时
,

取亚弹

性体的模型还是可以的
, 只要不忽略应变软化时的平

衡场方程
,

就可得出正确的速度场方程
,

从而得到正确

的结果

关于有限变形情况下的塑性变形分析问题还继续

有所讨论
,

有的论文提出若用严格的有限变形分析来

表达本构关系
,

并恰当地考虑相应的物理机制 如所引

起的包压效应各向异性 就可以解决偶合效应的问题

有的则提出用一个代表微观机制的影响函数乘上介质

内部的转动就可以用来表示随动强化材料的正确演化

方程

关于板壳结构的弹塑性分析问题 , 板和旋转壳的

屈曲问题受到注意 他们考虑到几何非线性的计算问

题 , 算出通过载荷极值点
,

从加载到卸载的整个过程并

与实验做比较
,

另外有人考虑由于焊接或冷弯等引起

的残余应力对于屈曲后行为的影响

有较多论文涉及到塑性变形的结构优化设计
,

讨

论结构形状的优化问题 如平面刚架
,

拱形网格等
,

是

通过简单模型做的
,

计算中特别讨论残余应力和几何

非线性的联合影响和相互作用 还提出形状优化的变

分原理 , 在计算方案中考虑变原度构件和自重等 还

有人在最轻设计中考虑到损伤的最安全设计 从一般

理论来考虑的
,

有人应用最优控制理论的变分方法得

出优化条件
,

有人考虑变载荷下能够安全的最优结构

的摄动计算方法
,

它将导致非线性规划问题

在塑性动力学方面
,

关于冲击载荷下结构的塑性

响应间皿 ,
我国出了三篇论文

,

其一讨论了一般的弹塑

性动力间题的变分原理 , 另一篇讨论了刚塑性体动力

问皿中的间断性质
,

其三是关于板壳在冲击载荷下的

塑性动态屈曲的能盆准则 此外还有一篇具体讨论刚

塑性梁受部分分布的冲击载荷作用时的剪切和弯曲响

应的 有人考虑强掩击下有热效应固体溶化相变等情

况的问题
,

提出近似解题方法 再就是讨论材料在高

应变率下塑性动力性能的测定问题 , 最高应变率达到

, 秒 有人则讨论在用声波测量材料的力学性质

时 , 考虑到塑性变形的影响 , 使得用这种方法可测盆弹

塑性性质和残余应力状态
,

研究是对铝合金弯曲试件

进行的 还有人对碱
、

砂等有摩擦的材料研究其粘塑

性行为 , 考虑了应变率对增加强度的效应

应用于压力加工方面的论文中
,

有人考虑二相合
金材料的屈服特性

,

从两种材料的屈服条件和杨氏棋
对塑性变形率和断裂的影响

,

得出不同复杂应力状

态下成形的极限曲线 有人考虑多层复合金属板材
,

线材
,

管材的拔丝
、

挤压过程
,

进行了轴对称刚塑性的

分析 有人考虑一个反问题
,

即如何寻求一组外载来

抵消先前变形中出现的不利的塑性变形 有人提出在

平面应变分析中
,

先精确满足平衡方程
,

而对屈服条件

只是近似满足 , 这时的特征线是主应力轨线 这方法

对改变屈服条件或选择屈服条件很方便
,

用此法得到
外载的下限 有人提出粘塑性体中求解有摩擦的单向

接触问题的变分形式数值程序
,

这是有限元方法和积

分方法联合的方法 , 可用于金属成形和开裂固体行为

的问题

在实验方法方面 , 有特别提到用云纹法 , 散斑法来

测量循环载荷下的残余应变以及用冻结光弹性和高密
度云纹法研究裂纹尖端与一自由面垂直相交处的应力

和位移分布 用传统方法研究屈服面在循环载荷下变
化的工作则较多

北京大学 王 仁

流体力学
开幕式和闭幕式大会上的报 告 共 二 篇 , 其 中一

篇涉及流体
,

即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等 离 子 体 物 理 系
。 教授所作 “空间研究和宇宙中流体介质力学的

新方法”的报告 主要内容为介绍通过近几年对宇宙空
间及试验室模拟研究 , 扩大了对宇宙空间介质的认识

主要结论是 宇宙环境不仅在可见光和雷达波中 ,

而且也在红外
、

超紫外
、

射线和 二 射线中
,

大致有

” 以上是电磁化的尘埃 , 即等离子体 通过对磁
球体的测量给出许多宇宙等离于体的新信息

, 旧的概
念要作极大的修改 根据现有知识 , 巳可预报 呼一
兆年以前的事件

,

具有一定百分比的精确度 篇分
组大会的报告

,

其中流体占 篇
,

介绍了几个主要领
域的进展 , 如非线性声学

、

海洋波谱
、

流场显示
、

海洋结

构的水弹性问题
、

石油的二次和三次开发中的渗流
、

非

线性波运动及分支
、

定常水波的三维稳定性与分支
、

冰
雪力学

、

分离流渐近理论等 主题报告 篇 , 涉及流体

的二篇
,

即海洋结构上的水动力载荷和旋涡动力学中

的浑沌现象 一般报告共 篇
,

其中流体占 篇

大字报共 和 篇
,

其中流体占 ”篇
,

题材多种多样
,

几
乎囊活力学的整个领域 统计了一下

,

在全部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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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
, 流体计 篇

,

占 , 内容分布领域见下

表

内容 篇数 内容 篇数

湍流

波浪

波浪载荷

流体稳定性

二相流

边界层

高速流

涡流

地球流体力学

工业流体力学

渗流 ‘

热流 ‘

浑沌 ,

流固鹅合 ,

声波

磁流休

内容 篇数

分子运动论

生物流体力学

火焰

分离流动

流体显示

冰雪力学

流体物性

合计

题的
,

发现对于二维线性水波
,

只要物面形状满足一

定的约束条件 , 它作周期性振荡所产生的波的解是唯

一的 有的文章还证明浮体小幅值简谐振荡的渐近性

质
,

即当 一 时
,

对于任意初始条件
,

卷积问题的解

趋于定常振荡解

在湍流和边界层理论方面
,

应用激光全息来获取

湍流信息的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 例如测量球形 泊

流中转族成随机运动的过程
,

测 管流中的非定

常湍流
、

脉动管流的转挟过程
,

测量分离重返流中的

湍流结构等 特别对近尾流中的分离剪切流予以较大

的重视 测 表明 对于钝体的近尾流
,

随下游距离

增加
,

高湍流度区域加宽
,

在涡形成区观察到最大湍

流强度 对于二维尾流的研究发现 在某些情况下 ,

大尺度的
、

低频的差分模态明显加强 这一模态对下

游演化和最后转披起重要作用 热线风速仪仍是湍流

测量中的强有力的工具
,

例如研究扰动在湍流剪切流

中的传播
, 用它来测量扰动雷诺应力及其谱 在研究

减速气流的湍流结构中 , 用它来测量纵向速度脉动的

统计矩的剖面及其时间导数 测量近壁面处的碎发现

象
,

试验表明外流湍流度对摔发久暂的平均时间不产

生影响
,

但却使粘着的平均时间明显减小 外流湍流

度虽不改变边界层内内半层的湍流结构 , 但却使外半

层很快地趋近于自由流中的湍流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

近代流场显示技术 , 巳能足够好地解决流线
、

条纹
、

分

子路径
、

时间线
、

流向
、

流动分离线
、

极限流线
、

密度分

布
、

温度分布
、

应力分布
、

湍流结构等的显示
, 但尚不能

显示涡量分布
, 因为它还取决于参考系 此外

,

普遍重

视湍流的数值计算的实用性 如通过数值计算研究湍

流对静电沉淀器的效应
,

发现增加湍流扩散和卷流的

强度都将降低沉淀器的效能 研究乳化液滴与湍流能

量耗散率的关系
,

发现湍流是液滴破碎的主要机理 研

究了柔性表面的边界层发展 , 这种涂层的柔性表面其
目的是使 认一

如 波能够稳定 , 以维持层

流 研究大范围的边界层演变
, 主要针对流过建筑物的

地球表面边界层 研究一类可压缩层流边界层在分离

区附近的解的性质等 此外
,

述有人用一方程湍流模

式研究非定常湍流边界层的拟定常模拟
,

计算结果与

试验数据比较表明时均速度剖面在广泛频率范围内是

合理的 ,

但对时均湍流剪应力的结果
,

除在最高频率区

外
,

却很差

流动稳定性的研究受到相当重视
·

尤其是带有热

流运动的稳定性问题 ,

在十几篇文章中占了 篇
, 例如

研究垂直槽口 中具有侧向温度差下变粘性流体的对流

稳定性
,

结果表明临界不稳定性是振荡型的
,

变粘性流

体的稳定性要比常粘性流体来得差
,

并用甘油一水溶液

作了试验和比较 也有研究经典问题的
,

如探讨液体

射流从喷口喷出散成液滴的问题 研究有限波幅的重

力内波的稳定性问题
,

结果发现在低幅波下
,

低阶共撅

几户充斑嘴︸八‘,盛,‘丹‘,二,二‘,上,二

综观这些文章的摘要和自己直接听取的一些报告

和所参加的讨论
,

获得如下信息和看法

国外在流体力学研究领域的队伍相当庞大 , 课

扭十分广泛 与我国形成明显对比 大会上交流的有

以上篇数是流体的 而我国出席该会的份多位同

志中只有 篇流体文章
,

这和国内力学界畸型力量分

布有关 国际上的研究领域已可明显地看出由航空
、

宇航转向其他 高速流仅有 篇
,

而波浪理论加波浪

载荷共 。篇
,

占第一位 湍流加边界层共 篇
,

占第

位 固然
,

其中有各种因素掺杂其间
,

这一统计数字

未必反映全部其实
,

但至少可以窥见其一个侧面 从

整体看 , 流体力学的工程应用引起广泛重视
, 如二相

流
、

地球流力
、

工业流力
、

渗流
、

流固祸合等
,

占有相

当比重 流体运动中的浑沌特性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分

支
,

研究者不乏其人 此外 , 对于流体稳定性的基本研

究也占有相当地位

这几年
,

流体力学领域的研究是有一 定 进 展

的
, 但似未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下面就几个主要分支

领域
, 综述如下 在水波理论方面

,

侧重于非线性波运

动及其稳定性和分支现象的研究
,

包括在有限深度下
,

受重力
、

表面张力作用以及密度分层流下可能出现的

孤立波及其性能
, 弱非线性水波的反射与聚焦

,

重力波

模拟的开边界处理等 在波载方面大休分成 二个方

向
,

一为继续对小直径柱体的 公式进行研究 ,

包括考虑到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

并发现柱体在轨回运

动下的受力与振荡流下的受力有较大区别
,

前者将减

小阻力系数而增加惯性系数 另一为大尺度物体在波

浪中的受力问题 不少学者为改善过去的细长休理论

结果而提出了一些新的解决方法
,

据称吻合程度较前

有改进
。

此外还开始讨论分离流对波载的影响以及破

碎波的波载
,

有二篇文章同时研究后者 在水波与波

载工作中
,

试验研究占了不少比重 , 如测量规则波上方

区域的风的纵向和垂向分量 ,

发现由于较陡波上方的

气流在波浪破碎以前就已发生分离
, 导致波浪更快的

增陡率 也有从纯理论角度来研究水波解的唯一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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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性是主要的
,

而在高幅下产生的是局部

不稳定性

声波与流体波动的干扰的研究取得了进展
,

例如

从声的千扰研究导出了超定向和高频率质量的参数声

学列阵理论 研究声波对卡门涡街的影响发现 ”《

‘《 斗 范围内
,

声波与涡街叠加后使涡街的长度减

小
, 涡街受到抑制

,

涡街的振幅和频率更为稳定
, 涡的

环量增加 , 使存在卡门涡的雷诺数上限范 围扩 大到
‘《 斗 叱 研究声学扰动下的湍流平面射 流

,

测 量 表

明
,

平均流动和湍流的结构强烈地受人造声波激振的

影响 此外
,

也有人研究涡激声波
,

例如研究经过尖

角产生涡环所发放的声波
,

发现声波压力大小正比于
,

护 , 这里 为涡的移动速度
, 。

为场点至尖角的距

离

流体运动中的浑沌特性的研究也是引人 注 目的

有两篇论文不约而同地研究平面四涡系的浑 沌现象

共同的结论是在四涡情况下
,

有可能发生浑 沌 运动

此外
,

还发现 对于 , 一 ‘ 问题
, 进行数值

积分
, 进行不同的波数

、 , 数
、

数下的

方程解
,

在低 数下
,

当 数增加
,

周期

解区变成拟周期伏态
,

有二个明显频率
,

进一步增加

数
,

则变成浑沌

高速流研究的题材比较分散
,

而且没有一篇跨音

速方面的论文 对击波
、

爆炸和喷气的千扰给予较多

的注意 有些论文的研究深度似乎还不如我国
,

如对

三维突风作用在特定艺型上的研究

此外
,

对渗流力学相当重视
,

例如研究油水多相流

通过多孔岩石的问题 提出流体流过多孔介质的新的

微观机理
,

有的文章以空隙尺寸和空隙内速度为特征
量的雷诺数从 。 到 。分成四个区

,

的 达

密区
、

的惯性区
、

的非定常

层流区及 的湍流区 ,

各区将具有不同的流动

规律

在多相流的研究中几乎多半集中在具有冷凝及燕

发相的多相流动上 这个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当难度
,

因为在流动过程中不仅具有自由边界
,

而且还有相变

因此好几篇文章都探讨了它的力学模型和边 界 条 件 ,

看来要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还有一定距离

在这些论文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值得我们注愈 ,

那就是新的思想较多
,

新开辟的领域较多
,

相比之下
,

我国在这方面显见不足 例如这次国际上提出冰雪力

学 , 这是一门新的学科
,

着重研究冰川和冰层几何形伏

的数学预报
、

溶化冰层的热动力学
、

熔化海底冻土层的

对流
、

雪崩动力学等 雪崩 又分流崩和粉状雪崩二种 ,

前者可用谷类物质的泻流流动来描述
, 后者宜用二相

湍流来模拟 ,

引起与会者的兴趣
,

这一领域在我国尚属

空白 又例如
,

有一篇文章讨论水力破坏的流体力学
,

研究流体喷人多孔岩石的细长裂缝中
, 用摄动法解料

合的裂缝一隙孔介质的流动问题
,

考虑到流休的泄漏 ,

建立了较严格的理论 又例如
,

有人想利用空间技术的

发展
,

建议建立空间站风洞来研究泥沙传输
, 因为空间

站可利用失重的条件 , 这种想法是很新颖的 再例如

结合国外缆索张力式屋顶的发展 ,

研究这种双曲一抛物

型透明屋顶的湍流响应
, 国内根本没有开展这类工作

国外对渗流研究已相当深入
, 已逐步转向亚微观流动

的研究 对于分离流动例如 自诱导分离现象
、

迥流区的

流动等也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 对照这些情况
,

国

内的工作显得比较经典和学院式
,

新思想不多 因此
,

为适应三个面向的需要
,

无论从质还是量的那一个方

面看 , 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

上海交通大学 何友声

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陈百屏简介

陈百屏教授
,

年 月生 , 安徽庐江县人 , ,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
,

后又在前中央大学机

械系特别研究班学习一年半
,

毕业后
,

即在前中央大学

航空系历任助教
、

讲师及副教授等职 斗 , 年考取了

前教育部留美公费生 年起赴美留学 ,
曾在斯坦

福大学机械系学习半年
,

又在布朗大学应用教学系学

习三年 , 取得了应用数学系硕士和博士学位 。年
, 月回国

,

尔后即在大连工学院任应用数学系教授及

系主任 , 至 。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 院 任数

学
、

理论力学及飞机设计等教研室主任 年至今 ,

任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教授
,

曾任该系副主任 陈教

授长期担任过数学
、

力学等方面的课程教学 目前是

航空工业部结构强度组学位委员会委员
,

第一
、

二届中

国力学学会理事

陈百屏同志四十余年来治学严谨
,

孜孜不倦 在

从事结构分析的理论研究中
,

敢于探索
,

独 树 一 帜
件 年与 斗斗 年在美国富兰克林学报上撰文提出用

并矢及矩阵来分析结构 , 因此获得 斗年前教育部的

三等奖 夕斗 年在美国发表的硕士
、

博士论文中提出

了结构的等效外载荷理论 。年又提出了 用 初 参

数法求自然振动频率的方法 年在哈尔 滨 军事

工程学院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自伴随体系的绕一公式

及其应用于链式梁的问题 , 年还提出了线性结构

的刚度计算理论 年起 ,

他在广义应变 法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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