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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于 年 月 、 日在北京召开 大会

主席由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崔尔杰院士担任
,

副主席有程耿

东
、

贺德馨
、

李家春
、

沈为平
、

苏先抛
、

王 自强
、

吴有生
、

杨

卫
、

卢振洋
、

张泽

来自中国科学院
、

高等院校
、

研究院所和其它单位的全国

各地代表 余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议共收到论文

篇
,

分为 个分会场和 个专题研讨会 从代表人数和

论文篇数来看
,

这无疑是我国力学界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盛

会 大会交流和讨论的内容涵盖了固体力学
、

流体力学
、

一

般力学 动力学
、

振动与控制
、

生物力学等多数力学分支学

科领域
,

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力学研究和应用领域取得的主要

进展和成果

本文对 、 ’

的学术报告内容进行了简单总

结 这些报告充分反映了新世纪力学学科研究的前沿和我国

力学工作者的主要研究进展 更多内容请参见论文摘要集

和
’

主页

我国力学研究近期主要进展

这次大会的学术活动采用了大会邀请报告
、

专题邀请报

告
、

分会报告
、

小型专题讨论会
、

青年学术沙龙等多种交流

形式 其中
,

大会邀请报告力求反映力学及其交叉学科的研

究趋向
,

以综述性报告为主体 专题邀请报告主要介绍各力

学分支学科的前沿研究和代表性成果 而由各学科专业委员

会及专业组和专家个人负责组织的分会报告和专题讨论会则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在各领域的研究进展

大会邀请报告

会议共安排了大会邀请报告 篇 顾诵芬院士的报告
“

航空科技发展有赖于力学的支持
” ,

介绍了航空科技在国家

安全和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

军用和民用 飞机的发展趋势
、

力

学在航空科技中的重要作用等问题 顾诵芬院士特别指出

力学在解决大型飞机设计中所遇到的很多难题方面大有可为

的
,

航空工作者应该与力学更多地结合 程和平教授的报告
“

钙火花与细胞钙信号系统
”

综述了钙信号生物学领域的研

究现状
,

尤其重点介绍了其研究组近年来在该领域的一些重

要成果 朱位秋院士做了
“

国内非线性动力学近期研究进展

与展望
”

的报告
,

评述了近 年来国内一般力学界众多学

者在确定性和随机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与控制方面取得的创新

性成果
,

包括在 年和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的项 目
“

随机激励的耗散的 系统理论
”

和
“

复杂非

线性系统的某些动力学理论与应用
”

他还指出了今后非线性

动力学研究的重点是复杂 多自由度
、

强非线性
、

多稳态
、

时

变
、

时滞
、

非光滑等 系统以及生物
、

生态
、

信息
、

金融
、

经济

等领域中的非线性系统的动力学和控制问题 钟志华教授报

告的题 目是
“

汽车设计与制造中若干重要力学问题
” ,

他重点

讨论了汽车整车动力学仿真
、

汽车碰撞
、

汽车车身冲压
、

汽

车零部件锻压等方面力学问题和研究成果 他还特别指出
,

汽车的 自主创新离不开力学的支持 汽车工程中还有很多力

学问题需要更好的解决办法
,

因此力学科研工作者在汽车工

程领域大有可为 胡文瑞院士的报告
“

热毛细作用的液滴迁

移
”

概括了国家微重力实验室在微重力环境下液滴迁移方面

的系统工作
,

包括若干模型的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 郑泉水教

授的报告题 目是
“

碳钠米管超快纳机电系统 一 实验模拟和跨

声子效应
” ,

他阐述了用多壁碳纳米管制作 亿赫兹机械振

荡器的理论构想
,

并回顾了国际上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

于起峰教授的报告
“

实验力学在国防建设中的研究进展与应

用
”

全面综述了我国实验固体力学近年来在国防建设领域的

主要研究进展和应用成果
,

并介绍了其研究组在各种运动目

标的轨迹和姿态测量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 他强调指出
,

力

学工作者具有数理基础好
、

物理概念清楚的优势 力学工作

者要经常接触工程界
,

让工程界了解力学能够解决他们的问

题
,

对于所发现的工程问题
,

要能够提出一揽子解决办法

孟庆国博士的报告
“

力学学科现状与发展趋势
”

对国内外力

学学科的发展形状
、

特点和前沿领域进行了全面概括
,

介绍

了国内研究的优势学科和薄弱方向
,

指出了当前需要重点关

注的研究领域和科学问题
,

并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现有资助

项 目的布局进行了分析

分会场及专题研讨会报告

固体力学

在
, ’

的 个分会场中
,

有 个固体力学

领域的分会场
,

在 个专题研讨会中
,

固体力学占 个

这大体上反映了固体力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在我国力学科研队

伍中所占的比重 从报告内容上看
,

一些传统的固体力学研

究领域
,

如材料的力学行为
、

计算固体力学
、

实验力学
、

岩

土力学
、

地球动力学
、

细观力学等仍然占据本次大会的主体



地位
,

右
一

这些领域
,

找囚力学工作者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
,

在相 关的固体力学理 沦
、

实验和计算方法上
,

都取得了长足

的进展
,

为国民经济和闪防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此外
,

我

国学者泞纳米结构材料的力学和物理行为的分析与表征
、

微

纳系统 与
’ 一

化微纳系统
、

分子物理力学等新兴学科方面也取

得 批具有囚际影响的科研成梁

大会的很 名报 ’、反映 了固体力学在工程技术领域的重

要作川 主上善 义院 在题为
“

热防护材料及其力学问题
”

的

报 知扫
,

全 介绍 超高声速 匕行器的热防护要求以及相关

的材料设计问题
,

包括热防护材料的需求与研发趋势
、

超高

温环境 卜
’

烧蚀材料的 胡月及力学问题
、

热防护材料的性能表

征与评价 他指出
,

价热力环境中
,

材料的力学行为和结构安

全性分析至关市要 谢和 平院 在题为
“

灾害环境下重大工

程安全性基础研
’

几进展
”

的报告中指出
,

我国西部具有十分

复杂的地质结构
,

地质灾害势必严重威胁重大工程的安全

囚此
,

如何保障 市人 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安全性
,

是函

待解决的问题
,

他还介绍 他们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

览』项 目「丰,取得的 重要进展

在 体力学理沦研究方面
,

卜自强在题为
“

铁电材料 」卜

线性 本构行为
”

的 体力
‘

赞分会场报告中
,

介绍了他们发展

的考虑电畴翻转体积分数的铁电材料本构关系新模型
,

他们

建众 了 个最小能量原理
,

导出了电畴翻转的能量准则
,

对

力电祸合加载的实验进行 了系统的有限兀分析
,

理论预测和

实验结果符合很好 黄筑 平在题为
“

多相超弹性介质中表

界面效应 的分会场邀 青报告中
,

介绍 了他与土建祥在连续

介质力学框架内考虑纳米结构材料的表 界面能影响方面的

最新成果 魏悦
’ ‘

介绍 了其研究组围绕薄膜 基体界面失效

所开展的系列研究 作
,

包括薄膜的线性和非线性脱胶和撕

裂
、

模型和实验
、

尺度效应
、

界面行为的表征等方面 方岱

宁川积分变换
、

分
二

动力学模拟等方法研究了微纳米器件的

力学行为 陈常青介绍 了在开孔泡沫材料弹塑性行为方面的

系统研究成 果 周益存采用纳米压痕技术表征了两种典型薄

膜 即脆性薄膜 脆性基底的压电薄膜和韧性薄膜 韧性基

底的电沉积镍镀层薄膜 的力学行为 范镜乱 的
“

跨原子的

细 微 宏观材料 多尺度模拟的新方法
” 、

周又和的
“

高温

超导体磁热相 勺作用的磁通跳跃稳定性研究进展
” 、

仲政的
“

功能梯度材料 与结构的力学研究进展
” 、

谢惠民的
“

光测力

学新技术及应用
” 、

卢天健的
“

超轻多孔金属的多功能复合

特性
” 、

张洪武的
“

多相 多孔介质的稳定性问题与失效破坏

分析
” 、

李振环的
‘

微尺度 材料的损伤机制及模型研究
” 、

冯西桥的
“

粉能切削技 术的断裂力学研究
”

等很多有趣的报
’ ,

都从不同侧而反映 我国在固体力学各个方面的研究进

展 此外
,

人量报 ’表明
,

我国学 者还在微 纳米结构和材

料的力学行为分析
、

微 纳米器械
、

与表面有关的现象分析

等方向上取得 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在实验固体力学方面
,

微纳米实验和测试技术的研究得

到 了众多学 占的关注 亢
」

澜和雷振坤等利用微拉曼光谱技

术测量 了纤维滴的形状
,

并研究 了多孔硅的毛细效应 何小

兀应川动态散斑技术对微陀螺的阻尼特性进行测试与分析

张青川等研制出光学读出微阵列红外成像系统 魏征和赵业

溥利用原子力显微镜研究了液桥生长的过程 何世平等利用

微相关技术研究了记忆合金的晶粒变形 自树林报告了高分

子合金界面性能的实验研究进展 胡小方利用
一

技 术

研究了泡沫铝内部微结构的破坏过程 缪跳等提出了投影条

纹图的连续小波变换位相解调方法 谢惠民等研制出适川 于

低维材料力学性能测试的微力拉伸系统 李喜德报告了基

光学探针的微尺度检测技术和方法并提出 了 原位数字

双曝光微纳散斑变形检测技术 在实验力学 下程应用方面
,

汤

立群和黄培彦等研制了大跨度桥梁健康远程实时监测系统

杨国标和方如华进行了
“

高精度回弹仿真系统开发
”

相关的

双轴拉伸实验 郑伟花和朱鸿茂提出超声散斑数字干涉技术

测量物体的位移 何存富提出了管道中纵横向缺陷的导波检

测方法

计算固体力学方面的论文在 篇以 上
,

反映 了有限儿

法
、

边界元法
、

无网格法以及数值流形法等方法的理论和方

法上进展
,

以及在纳米科学
、

量子力学
、

新型材料
、 ‘

主物氏

学等领域中的厂
一

泛应用
,

基本反映了国内计算固体力学研究

的现有水平 微纳米尺度的计算方法
、

多尺度计算机模拟
、

新型计算方法及其并行计算
、

数值模拟
、

仿真与设计等是这

次大会在计算固体力学方面的热点 如计算力学中的无网格

法与数值流形法研讨会重点探讨了尤网格法
、

数值流形法以

及边界积分方法的构造
、

改进与应用
,

展现了这些方法在高

速冲击
、

爆炸和超大变形问题中独特的优势 力学与应用数

学中的高性能计算研讨会研讨了并行算法和大规模计算中的

关键问题
,

对并行计算在优化和流动等问题中的应用做
’

探

讨 计算固体力学及其工业应用和随机振动分析与材料制备

的数值模拟两个研讨会则分别对物理与材料科学中的计算力

学模拟
、

汽车车身和零部件的计
一

算机仿真与设计
、

地震 与桥

梁结构的动力学分析等计算力学的实际应用领域展开
’

泛

的讨论 众多的报告表明
,

计算固体力学在爆炸冲击
、

汽车

设计与制造
、

结构与桥梁工程等实际问题分析中起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流体力学

在 压、、 ’

的分会场和专题研讨会中和流体力

学密切相关的有
“

流体力学进展
” 、 “

激波与激波管
” 、 “

流

体动力与机电控制
” 、 “

计算力学
” 、 “

工业环境流体力学
” 、

“

海洋和水利工程中的流体力学
”

等 报告内容既有流体力学

中经典的理论问题
,

如湍流与流动稳定性
、

计算流体力学及

数值方法
,

又有大量流体力学应用于解决各种
一

程问题的范

例
,

如环境流体力学与风工程
、

航空航天工程
、

水利与海洋

工程
、

流体机械
,

微尺度流动等

湍流和流动稳定性 问题
一

直是流体力学界关注 的中

心
,

在本次大会中也有不少报告 陆夕云 的邀请报告
“

分层

湍流和旋转湍流的大涡模拟研究
”

旨在探索分层流体所受浮

力
、

旋转流体所受离心力和科氏力对湍流特性和物理机制的

影响
,

提出了适用于热分层剪切湍流大涡模拟的动力学亚格

子尺度湍流应力和热通量模型
,

以及适用于旋转剪切湍流大

涡模拟并满足旋转湍流建模规则的动力学业格子尺度模型



李存标的邀请报告总结了其近年来在关于边界层转挟中的 一

系列实验结果中发现的动力学过程
,

认为类孤立波与涡环
、

二次涡环及涡环链一样是转挨边界层中的基本结构 本此会

议 的文章占有一定比例 李志辉等的邀请报告
“

稀薄流

到连续气体流动问题统一算法研究
”

建立起基于

模型方程能有效模拟稀薄流到连续流不同流域气体流动问题

的统一算法
,

弥补了传统
一

计算和 模拟范围过载

的不足
,

其数值实验结果与连续流理论值
、 一

与

模拟的数值结果和相关实验结果一致性很好

流体力学在航空工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杨国伟的

邀请报告
“

航空工程跨声速气动弹性研究进展
”

阐述了作者

利用他们发展的基于多块网格的流体 结构祸合计算方法在

数值模拟航空工程中动弹性方面的进展
,

如颤振
、

副翼蜂鸣
、

阵风响应等问题

环境问题和风工程是现在非常受关注的问题 顾志福的

邀请报告
“

电厂直冷系统风效应风洞模拟
”

以中国北部某电

厂空冷项 目为对象
,

利用风洞模拟的方法研究了电厂直冷系

统的风效应
,

并结合流动显示给出并分析了 一些有典型意义

的结果
,

重点讨论了不同条件回流现象产生的机理 在微流

动方面
,

何枫的邀请报告
“

微管道中连续流或离散流的流动

特征
”

介绍了其研究组在微槽道种气体流动的亚堵塞现象
、

微槽道液体流动的
一

测量
、

微槽道中的液滴运动等

方面的研究工作
,

一般力学

压
, ’

中以动力学
、

振动和控制为主要论题的

分会场和专题研讨会有
“

动力学
、

振动与控制
” 、 “

力学中的

不确定性
” 、 “

随机振动分析与材料制备的数值模拟
” 、 “

力

学中的 辛对偶体系
” 、 “

复杂系统动力学
” 、 “

机

械系统非线性动力学
、

分岔和混沌
” 、 “

多体系统动力学和

控制
” 、 “

结构振动与控制
” 、 “

转子动力学与电磁轴承
” 、

“

分析力学
”

下面对其中的非线性动力学
、

多体动力学和控

制
、

振动分析和控制和分析力学等方面的会议报告进行简单

介绍

在非线性动力学方面
,

复杂网络的问题尤其是神经元分

析是大会的热点之 一 陆启韶阐述了神经元放电活动和信息

编码动力学的内容
、

意义和方法 王如彬提出用能量函数导

出关于祸合神经元方程
,

其解析解可再现祸合条件下神经元

的电参数
,

从而表明能量原理可以深刻地反映祸合神经元活

动的物理本质 刘曾荣阐述了复杂系统的特性
,

开放性
、

非

均匀性
、

非线性
、

自适应性和网络性

机械系统中的分岔和混沌 问题仍有大量研究 张伟利

用改进能量相位法分析了两 自由度机械系统的全局分岔和混

沌
,

数值计算发现在三维相空间中存在一种新的

型多脉冲跳跃现象 陈立群总结了作者在轴向运动弦线和梁

的稳定性
、

振动和混沌的进展
,

包括变速运动薪弹性梁的稳

定性
,

非线性勃弹性弦线和梁的稳态响应及其稳定性
,

截断

阶数和基函数对分岔和混沌行为影响的数值研究等 丁千等

总结转子系统非稳态动力学的一些典型现象
,

对转子启
、

停

过程中碰摩
、

失稳
、

破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许斌等通过对

单盘转子的同步碰磨及其稳定性分析发现 模型多个

全周碰摩数学解中仅有一个可能稳定并导出稳定性条件

时滞和非光滑系统已受到不少关注 徐鉴等报告了时滞

在实际系统中普遍存在性
,

概述了近年出现的时滞动力学系

统模型及其主要分析方法 王在华等提出了一种估计
“

功
”

函

数的简单有效方法
,

通过分析系统的总
“

能量
”

的变化来判

断系统是否由于祸合使得各振子停止振动而趋于一个稳定的

平衡点

在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还有 徐健学讨

论了与吸引子的吸引域相关问题 龙以明基于他们提出的辛

矩阵路径指标迭代理论
,

得到一系列关于给定能量超曲面上

非线性 系统周期解的数学结果 刘延柱介绍了分

子生物学中的弹性杆模型和弹性杆形态的拓扑描述
,

讨论了

任动力学比拟
、

弧坐标分析力学
、

弧坐标相关的稳定

性理论

多体系统的建模和数值算法是大会重点讨论的问题
,

洪

嘉振总结了
“

动力刚化
, 、

刚柔祸合系统建模
、

离散方法和实

验研究的进展 刘才山等建立了多体系统含摩擦碰撞问题的
一

般理论
,

进而发展了处理含摩擦空间碰撞问题的算法 航

天器动力学是多体动力学的重要应用领域 李俊峰等总结作

者在卫星编队 飞行和充液卫星晃动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进展

袁长清等研究了柔性多体航天器的鲁棒姿态追踪控制问题
,

在存在模态不确定性和外扰动情形下用非线性逆系统加

补偿实现控制 在机车
、

轿车
、

船舶
、

人体系统应用方面
,

张

锐等对提速货车非线性多刚体问题进行了动力学仿真模型研

究
,

利用 软件建立计及摩擦
、

交叉支承

郭京波等导出高速机车弓网接触力的灵敏度计算公式并应用

于工程问题分析

确定性振动的研究集中于非线性系统 陈树辉介绍了在

强非线性振动系统的定量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
,

包括改进的
一

方法
、

椭圆函数摄动方法
、

广义谐波函数摄动方法
、

增量

谐波平衡法
、

摄动 一 增量法和其他各种推广的摄动法等 郭树

起等基于磁流变的 模型导出了车辆传递函数的理

论解并进行数值验证 陈贵清等基于 截断用多尺度

法研究管道的流固祸合主共振和内共振 在随机振动方面
,

徐伟将路径积分法推广到随机参激和外激联合作用系统
,

并

应用于几类典型非线性随机系统 李杰等阐述随机动力系统

概率密度演化方法的原理
、

优点
、

数值实现及其应用 林家

浩等提出求解移动荷载作业下结构响应的精确积分算法
,

可

以等效荷载向量的渐进变化反映荷载移动位置的连续变化

孙东科等将虚拟激励法应用于板桥风致抖振分析中的多振型

和振型祸合问题
,

并以青马桥为例计算了给定条件下的三维

抖振响应 分析力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系统的对称性和守恒

量 梅凤翔等综述约束力学系统对称性的基本思想和最新进

展 罗绍凯分别给出完整和非完整约束 系统的非

对称性和不同的守恒量以及绝热不变量

力学由于在算法设计方面的应用受到特别重视 钟万腮

院士突出 系统的保辛特征
,

倡导将分析力学发展

到分析结构动力学
,

由连续时间变量发展到离散时间变量
,



由同时刻位移向量发展到不同时刻位移向量
,

由始终不变的

维数发展到有限元变动的维数
,

由物性的即时响应发展到考

虑物性的时间滞后
’

仁物力学

大会的生物力学分会场收到摘要 余篇
,

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 个高校
、

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 余人参加会议并

作了报告 这次会议所涉及的内容包括 细胞
一

分子生物力

学
、

心脑血管生物力学
、

组织工程中的生物力学
、

骨及软组织

生物力学
、

腔生物力学
、

运动生物力学
、

生物力学专用设

备研制以及其他 与生物力学相关的研究 四位青年专家应邀

作 了专题邀请报告 中科院力学所的龙勉作了题为
“

、》 一 , ,

的报告
,

化京大学的谭文长作了题为
“

细胞内钙信号传导的

动力学研究
”

的报告
,

复旦大学的覃开蓉作了题为
“

流动
、

应

力与血管重建
”

的报告
,

清华大学的季葆华作了题为
‘

,

〕 、 讯

讨
”

的报告 此外
,

候振德利用光测技术研究了

骨裂间尖端月、电电位分布的特点 张东升利用数字图像相关

技术研究 了牙本质的力学性能 姚学锋等进行了股骨头坏死

的松质骨结构特征及生物力学特性的实验研究

从分会场的报告和讨论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生物力学

的发展 呈现以 卜特点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并实现了年轻化

从参会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的数 月看
,

生物力学已成为力

学研究的重要分支
, 一

批中青年专家己经成为生物力学的中

坚力量 多学科交叉融合 参会人员来 自生物
、

医学
、

力学
、

厂程等多个不同的专业
,

多数报告的研究内容都由多个单位

协作完成 宏
一

微观多层次同步发展
、

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

并进 报告中既有分 子
、

细胞
、

组织
、

器官
、

系统等多个层次

的基础性和机理性研究
,

也有直接面向临床的应用系统软硬

件的研制 通过这次大会
,

与会者对目前我国生物力学的研

究动态和最新进展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

同时
,

增进了彼此之

间的 了解
,

为今后我国生物力学同行间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

基础 此外
,

会议还探讨了我国生物力学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和模式 并对第八届全国生物力学学术会议的相关事宜进行

了调查和统计

体 会
’

是到目前为止覆盖范围最广
、

级别最高

的全国力学 大会
,

在该会议上发表论文的数 目和报告的类别

大体反映了我国力学发展的现状 通过这次大会
,

我们有如
一

厂体会

目前
,

力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不断拓展
,

各传统分

支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断被打破
,

正如郑哲敏院士在大会闭幕

式上所指出的
,

自然现象和工程问题本身是非常复杂的
,

它

们通常并不告诉我们
,

这是一个固体力学问题还是 个流体

力学问题 力学研究已经与物理
、

化学
、

生物
、

材料
、

微电

子
、

环境
、

航天航空
、

交通
、

机械等众多学科相互融合
,

力

学研究在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
,

也为力学的发展和更有效地

为国民经济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在这方面
,

会议上的许

多报告都展示了我国力学工作者的开拓精神和取得的创新成

果

通过这次大会也可以看到
,

现代力学所面临的对象的复

杂性越来越明显
,

提出了一系列处于科学前沿的新问题和新

领域
,

如微纳米力学
,

多场祸合力学
,

复杂介质力学行为
,

跨尺度关联与多尺度计算
,

生命科学中的力学问题
,

仿生力

学 复杂系统非线性动力学
,

环境与灾害力学
,

非线性与远

离热力学平衡的力学行为等

工、 ’

是中国力学学会推动学术交流话动

改革的一次尝试
,

它充分借鉴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成功经验
,

适应学术交流的新特点 过去多年来
,

我国力学界学术交流

主要采取以专业委员会 组 为主的活动形式
,

这比较符合

当时客观形势的要求
,

对推动学术交流和促进我国力学学科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学术会议数量和频度的 日益

增加
,

会议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重复
,

给广大力学工作者参

加会议带来一 定的不便 而且近年来
,

交叉学科发展势头迅

猛
,

成为许多新兴学科的增长点
,

因此
,

组织规模更大的多

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
,

已成为力学学科发展和广大力学丁作

者的迫切要求 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发展形势
,

学会经过多方

征求意见
、

反复研究
,

决定组织尽可能包括所有力学学科在

内的
、

全国性的大会 —
厂 ’ ,

并计划今后每两

年召开一次

这次会议还充分反映说明
,

进 一步加强与国民经济

和国防建设重大需求的结合
,

是今后我们力学工作者的努力

方向
,

我国国民经济和 国防建设各个领域中都存在许多相关

的力学问题需要力学工作者来参与解决
,

为力学工作者施展

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

这次会议的一些大会报告和分会场

报告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此外
,

在如何加强 自主

创新的基础研究仍是我们面临的重任 郑哲敏院士指出的
,

基础理论的创新性要体现在新概念
、

新发现和新方法上 因

此
,

中国的力学研究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

我们深信
,

通过这

次大会能够引起广大力学工作者的思考
,

从而进一步促进中

国力学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