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该法 加拿大 叭依 。。 大学

教授用该法研究了具有共振的祸合系统的随机稳定

性
,

俄罗斯机械过程研究所 教授用该

法研究了振动系统大偏差的控制
,

作者用拟哈密顿系

统随机平均法研究了拟部分可积哈密顿系统的随机稳

定化
,

德国 大学 教授提出了一个

称为
“

非线性扩散近似
”

的更为精确的平均定理
,

法

国 大学 教授则作了题为
“

随机平均 若干方法与证明
”

的报告

以往随机稳定性分析多应用李亚普诺夫函数
,

近

来的一个新趋向则是应用最大李亚普诺夫指数分析随

机稳定性
,

随机稳定化及随机分岔 这次讨论会上多

篇报告用了后一方法 与作者分

别用最大李亚普诺夫指数作为随机稳定性与随机稳定

化的分析工具
,

美国 大学

教授用它分析了一双振子的随机稳定性
,

南加洲

大学 教授用它研究随机
一

振子随机稳定性
,

加拿大 执 大学

教授用它研究在谐和与实噪声联合作用下二

维系统的稳定性
,

德国 技术大学

教授用它研究线性系统大增量情形反馈稳定化

“

微 纳系统国际会议
”

简介

赵亚 溥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北京

由中国力学学会
、

中科院力学所非线性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
、

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

联合主办的
“

微 纳系统国际会议
”

于 年 月 、 日在云南昆明万怡酒店隆重

举行

该会议国际学术委员会主席为中科院力学所郑

哲敏院士
,

联合主席为中科院力学所白以龙院士
、

美国

何志明教授和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研究员 国

际程序委员会主席由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院士担任

中科院力学所赵亚溥研究员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李文荣

分别担任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和联合主席 出席会议

的正式代表为 人
,

其中来 自北美
、

欧洲
、

亚洲以

及港台地区的境外代表为 人 正如何志明教授所

指出的
,

这是在亚洲第一次举办以微 纳系统为主题

的国际会议
,

本次会议在中国举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 同时本次国际会议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会议
,

会议代表分别来自微电子
、

生物
、

化学
、

力学
、

物理
、

传热
、

材料
、

机械
、

摩擦和润滑
、

光电
、

自动化
、

计算

机
、

航空航天等十余个领域 出席会议的国内代表基

本上覆盖了国内从事微 纳系统的主要优势单位

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
、

国际学术

委员会联合主席之一的白以龙院士致大会开幕词并主

持了 的 个大会报告

卜 何志明教授
,

美国

副校长
、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报告题 目

鳍 美国

讲座教授
,

生物工程系主任

报告题 目

二。

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王康隆院长代表主办方之

一香港科技大学以及中科院力学所和香港科技大学
“

微系统联合实验室
”

在开幕式上致词

邀请如下知名学者作特邀报告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微机械实验室主任戴幸昌

教授

报告题目

纳米技术分会主席
、

国际刊物
“ ”

主编
、

日本名古屋大学 它

教授

报告题目

就

美国 陈刚教授

报告题目

厦门大学田昭武院士

报告题 目

七



中科院物理所解思深研究员

报告题 目

缸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刘忠范教授

报告题 目 卫〕

一

瑞典 大学表面纳米技术中心的

教授

报告题 目
,

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 教授

报告题 目

七

美国华盛顿大学机器人和控制中心主任谈自

忠教授

报告题 目

大会报告和特邀报告均为当前国际上微米 纳

米系统的研究热点 生化纳 微系统
、

分子操作
、

碳

纳米管的制备和在纳电子学中的应用
、

纳米定位和操

作以及量子计算等领域
,

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和

深入讨论

分为 个主题

生物微 纳系统

纳系统制备和纳米材料

微系统制备

微 纳系统的建模
、

分析和测试

会议论文基本涉及下列当前微 纳系统的主要

热点问题

与生化和医学相关的微 纳系统 如生物芯

片
、

产
、

分子马达等 以及分子操作

纳米材料及其在纳系统和纳电子学中的应

用

纳米定位以及操作

微 纳系统 如射频 开关
、

光开关
、

多种微流动 器件
、

微机械加速度计
、

微陀螺
、

微卫星
、

微型飞行器等 的设计
、

建模和制备工艺

微米和纳米尺度流动和传热新机理

微 纳系统的封装

微 纳系统的失效和可靠性 如粘着和冲击

可靠性等

微 纳系统的测试和模拟 如分子动力学

等

纳米摩擦和润滑

微 纳系统中的尺度效应和表面效应等

等

与会者通过大会报告
、

特邀报告和分组报告的交

流和讨论
,

对 目前国际微 纳系统的研究概况有了较

全面的了解
,

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微 纳系统的发展

动向和研发水平有了初步的认识
,

有助于我国学者掌

握该领域国际发展新动态
,

不同学科之间增进接触和

了解
、

结识新朋友并提供进一步合作的机会

本次会议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

科学院的资助和支持 大会期间还召开了大会组委

会会议
,

经讨论一致建议将
“

微 纳系统国际会议
’,

系列化
,

每 年举办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