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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力 学 进 展
,

荃肠

“

首届 中外青年生物力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
”

成功召开

孟庆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
,

北京

朱 承
、 ,

飞 盯
, , ,

龙 勉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会议概况

为加强中外生物力学青年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

探讨生物力学在 世纪的发展
,

促进

我国青年生物力学工作者的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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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力学学会主办
、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中国力学学会生物力学

专业委员会承办的
“

首届中外青年生物力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
”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北京召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
、

中国科学院基础局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对本次会议给予了经费支持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从事生物力学研究的海内外青年学者们的热烈响应 与会代表 余人
,

其中特邀海外及香港学者 人
,

分别来 自美国 人
、

英国 人
、

日本 人 和香港

人 余位该领域的资深学者和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亦应邀出席 中国力学学会理

事长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主任白以龙院士
,

中国科学院国家微重力重点实验

室主任胡文瑞院士
,

以及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
,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有关领导到会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王乃彦院士
,

数理科学部汲培文副主任
,

国际合作局美大及东欧

处陈淮处长在闭幕式上讲话

学术活动和效果

本次研讨会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
,

如

收稿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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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特邀了 位海外及香港和 位国内有代表性的青年学者做学术报告
,

内容涉及细胞与分

子生物力学
、

组织力学与组织工程
、

生物流体与传热传质等方向的最新进展 在提问和讨论中
,

气氛热烈
,

不同学术观点充分交锋
,

学术气氛浓厚
,

为近年来学术讨论会所少见

学术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国内代表认为
,

本次研讨会为他们提供了充分了解国外在该

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

对他们的研究将起到较大的参考和指导价值 海外代表普遍反映
,

会

议学术水平在国际上亦属上乘
,

尤其是细胞与分子生物力学方面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

对生物力学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讨论

本次会议就细胞与分子生物力学
、

组织力学与组织工程
、

生物流体与传热传质三个主题进

行了专题讨论
,

对上述研究方向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势展开 了积极的探讨 讨论非

常开放
,

思想十分活跃
,

代表们表现出良好的参与意识和互动行为

对青年生物力学工作者成长的有关问题举办了专题讲座

针对目前国内青年生物力学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
,

本次会议举办了题为
“

科技文章的写作
”

和
“

从新科博士到成熟的科学家
”
的专题讲座 分别由部分海外青年学者担任主讲人

,

与其他青

年学者共享科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这种讨论对青年学者
、

研究生如何开展研究工作
、

怎样树

立严谨学风有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种新的尝试
,

讲座受到了海内外代表 尤其是研究生代表 的一致好评
,

普遍反映通

过这种交流澄清了许多疑虑 如英文科技文章应如何组织与构架
、

怎样选择最合适的杂志
、

如

何对审稿人的意见进行恰当的答辩等
,

以及怎样做好博士后研究
、

如何选定 自己独立的研究方

向
、

什么是成熟科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等

对国际交流与合作进行了情况介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叶鑫生教授和数理科学部孟庆国博士做特邀发言
,

介

绍了这两个科学部在该领域的基金资助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情况 英国牛津大学的崔占峰教授和美

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朱承教授还分别就英国和美国科研机构现有的国际合作项 目进行了介绍
,

为与会者提供了如何有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有用信息

思考和建议

生物力学的定位和发展趋势

生物力学领域的发展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由宏观向微 细 观深入
、

宏
一

微 细 观相

结合
,

工程科学与生命科学融合
,

已成为当今生物力学发展的主要特色 北美在这一转变中居

于领先地位
,

欧洲
、

中国
、

日本均处于转变之中 一个逐渐显著的趋势是生物力学研究必须从力

学中走出去进行拓展
,

以解决生物学与医学的基础科学问题和工程应用 问题为 目标
,

并在传统

力学方法难以胜任的领域 如纳米生物学 建立新的方法学基础

生物力学工作者需要 自己从生命科学中提取科学问题
,

并体现力学
、

生命科学和工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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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叉与融合
,

这就要求青年生物力学工作者应兼具力学
、

工程科学和生命科学 良好的交叉训

练

生物力学的发展趋势为

细胞与分子生物力学

当前研究的核心 问题有两类 单个 细胞的力学行为 形变
、

粘附
、

展布
、

运动等 与生

物大分子过程的关联
、

祸合 单个 生物大分子的力学行为 形变
、

力学
一

化学信号转导
、

分

子马达等 怎样将单个生物大分子的力学行为与它们在细胞内部过程或细胞
一

细胞
、

细胞
一

表

面相互过程中的作用联系起来
,

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待研究的问题

细胞
一

分子生物力学的研究
,

不仅对认识细胞
、

生物大分子的结构
一

功能关系
,

了解炎症反

应
、

肿瘤转移等重要的病理生理过程有重要意义
,

还是 微 组织工程
、

生物微系统等的重要基

础 同时
,

微米
一

纳米尺度的实验技术 如光学与图像技术等 和
一

量级力的测量作为细

胞与分子生物力学研究的方法学基础
,

在生物微系统 如芯片实验室等 和纳米生物技术等方

面具有应用前景 未来的趋势将着重体现在细胞力学与分子力学的有机结合上
,

主要包括在不

同力学环境下细胞发育
、

生长
、

增殖
、

分化和生物大分子的信号传递
、

介导
、

转录
、

表达
、

功能

性修饰
,

细胞和生物大分子对作用力的感受
、

产生
、

响应及其它们与周围环境 细胞
、

基质
、

生

物大分子等 的相互作用
,

生物学模式的形成
,

等等生物学过程

组织 力学与组织工程

这实际上是两个互补的方面 前者着重于认识规律 后者的目标在于修复
、

维持和改善机

体组织的功能 当前组织力学不同于 年代到 年代之处主要在于 计及应力
一

生长关系的

组织的力学行为 系统建模
、

力学分析与解剖结构
、

临床应用密切结合

组织工程的生物力学问题包括多个层 面 在基础层面上涉及应力
一

细胞分化关系和细胞

材料表面间的力学
一

化学祸合效应 在工程层面 上主要问题是 细胞 组织三维培养
,

种子细

胞规模扩增
,

活组织工程化培养的检测
、

监测技术和组织工程产品的冷冻储存等 而在临床医

学层面上主要是植入组织与宿主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整合

人才培养

创造性的研究工作需要高水平的研究人才 为培养并保持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队伍
,

除在政策上应向新兴交叉学科倾斜
,

以更多地吸引人才外
,

现有队伍的系统科学训练和学风的

培养尤为重要

合作研究

海内外学者间的合作研究必须建立在双方有共同的学术兴趣基础之上
,

最终达到平等合作
、

互利共进的目标 对美
、

英
、

中等国国际合作概况的介绍和交流
,

为海内外代表展示了广阔的合

作空间 会议期间
,

部分海内外学者还就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问题进行 了合作意向的讨论
,

为他

们今后的实质性合作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