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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美合作交流 促进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研究

孟庆国
‘

龙 勉 姜宗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力学学科处

陈
,

北京

淮
‘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国家微重力室
,

北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力学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

,

上海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美大及东欧处
,

北京

会议概况

为 了促进中美学者在生物力学和生物医学工程

领域的合作交流
,

于 年 月 日 日分别在

上海和北京成功召开了
“

中美生物医学工程研讨会
” ,

其中部 分美方专家在 月 日 、 日访问了四

川大学 本次研讨会是 年 月在北京成功举办
“

首届中外青年生物力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
”

的基础

上
,

由国内外活跃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一些学者共

同倡议
、

发起和组织的本领域第二次海内外学者研讨

会 本次会议的宗旨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生物医学工程

领域的发展
,

加强中外学者在该领域的学术交流
,

促

进和建立中美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学术联系和合作 会

议的主要学术内容包括生物力学
、

组织工程和医学图

像
,

涵盖了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主要前沿领域 本次

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力

学专业委员会主办
,

得到了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会
、

美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上海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力学学会承

办
,

名称为
“

中美生物医学工程研讨会 上海 暨第

二届海内外生物力学研讨会
” ,

于 月 日 、 日在

上海交通大学召开 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姜宗来教授主持了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

长
、

上海市力学学会理事长
、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沈

为平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顾问
、

医学院理事会执

行理事王一飞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 会上先后有

位国内外专家作了精彩的大会报告
,

每位专家报告

时间为
,

提问及讨论
,

会议学术交流气

氛热烈 中美专家还分别就科学研究
、

研究生培养等

方面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与会的国内外代表于会后参

观了上海交通大学
“

力学生物学与医学工程实验室
”

和
“

生命质量与机械工程研究所
”

和上海第二医科大

学第九人民医院骨科研究所 通过此次合作交流
,

展

示了我们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研究的成果
,

美方专家

对我们取得的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
,

给他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出席上海研讨会的国外嘉宾包括 美国国家工

程院院士
、

国家工程院生物工程部主席
、

美国国家医

学科学院院士
、

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

毛昭宪 教授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系 董澄 教授为共同主席的

位美国生物医学工程领域著名学者 应邀参加研

讨会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陈亚

珠院士
,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第九人民医院临床医学

院院长戴克戎院士
,

江苏省血液研究所所长阮长耿

院士等 多位国内代表
,

他们分别来 自上海交通大

学
、

复旦大学
、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第二军医大

学
、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

清华大学
、

中山大学
、

第四

军医大学
、

华东理工大学
、

四川大学
、

太原理工大学

等 这次会议还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白玉兰

人才基金会的资助

北京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承办
,

名称

为
“

中美生物医学工程学术研讨会 北京 暨中科院

生物医学工程学术研讨会
” ,

年 月 日 、

日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毛昭宪教

授
、

宾州州立大学董澄教授
、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龙勉研究员担任会议

共同主席 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李家春院士
、

中国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洪友士研究员
、

中国科学院

人教局人才与留学工作处张静安先生
、

以及美方会

议主席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毛昭宪院士分别在开幕式

上致欢迎词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何林副所长出

席了开幕式 会议学术交流包括 口 头报告和墙报展

讲 会议特邀 口头报告 个
,

其中美方学者报告为



个
,

国内学者报告 个
,

分为 个分会顺序展开

报告内容包括骨
、

心脏
、

肌 肉等组织器官生物力学
,

细胞
、

分子生物力学
,

组织工程
,

以及生物医学图像

等 特邀报告者每人作 了 的学术报告
、

的讨论 此外还安排 了 个报告的墙报展讲
,

以利

于国内代表 尤其是青年学者及研究生 与国外代表

进行直接
、

深入的学术交流 与会代表积极参与
,

既

严肃认真
,

又热烈活跃 不同观点充分交锋
,

学术气

氛浓厚
,

会议起取了很好的交流效果

参加北京研讨会的国外代表共 名
,

分别来 自

大学
、 、

大学
、

及
、 , 。 、 、

大学等研究型大

学 国内代表 名
,

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
、

重庆大学
、

太原理工大学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清

华大学
、

北京大学
、

北京 工业大学
、

四川大学
、

中国

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和骨科所
、

军事医学科学院等 会

议还得到 中国科学院的资助

国内代表普遍反映
,

这次会议的学术气氛活跃
、

学术批评公开 海外代表亦反映
,

会议学术水平实属

乘
,

尤其是细胞与分子生物力学方面达到 了国际前

沿水平
,

其原因是这些学者代表了本领域最活跃
、

最

具创造 力的研究团体 会议期间举行 了海内外华人

学者座谈会
,

参加者为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学者
、

国内

本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及学术骨干
、

中国科学院

人教局人才与留学工
一

作处赵汐潮处 长
、

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何林副所长及人教处何秋华处长等 座

淡会 首先由赵处长介绍 了中国科学院人才队伍建设

情况
,

以及中国科学 院为吸引海外华人学者 回国工

作或进行学术交流所采取 的一 系列举措 在随后的

自由讨论过秽中
,

各位与会者对国内学科建设
、

人才

队伍建设
、

国内外学术交流等现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和意见 此外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局美大

处陈淮处长做了特邀发言
,

他回顾了基金委员会的发

展
,

介绍 了基金委员会对中国科学研究的支持情况
,

以及在中外合作研究方面的资助 汁划

经中
一

美双方代表共同商议
,

拟定于 年在
‘ 一

州继续举办第三届海内外生物医学工程暨生物力

学学术研讨会

此次会议的收获

通过本次学术研 讨会
,

展示 了我国在生物医学工

程领域的工作成就
,

进一步推动 了中
一

美在生物医学

七程领域的实质性合作 例如
,

宾州州立大学董澄研

究组 主动要求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龙勉研究组就 分子相互作用 的实验与模拟方面开

展合作
,

双方 已确定了具体的研究 目标
、

方案以及

人员投入 哥伦 比亚大学郭向东研究组

与四川大学樊瑜波研究组在骨整合方面表现出

共同兴趣
,

并拟于 年共同申请海外青年学者合

作研究基金

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
,

还使国内同行 了解 国际

本领域最新发展趋势和动态
,

认识到我们的优势和差

距
,

为进一步开展我闰生物医学 五程研究提供 了信息

和依据

国际上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生物医学工程是伴随 二程科学进入生物
、

医学

领域而发展起来的一 门学科
,

它致 力 于应用 「程 方

法与手段解决生命科学中的问题
,

因而它 的建 命也

是生物
、

医学领域 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美国等发达

国家的大学于 世纪 年代末陆续设 众生物医学
一 一

程系
,

目前该 专业 已经成为最具吸引力的 专业之

一
,

而生物医学工程产业的市场在全球有 亿全

亿美元的年产值也是体现其价值的 一个 吸要佐

证

通过此次会议
,

可以看出国际 该领域的墓础研

究方面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如 下
·

细胞
一

分子生物力学方面 重点解决 的

弹性性质
、

酶对 复制及 转录的影响
、

蛋

白质折叠的规律
,

以及细胞骨架
、

细胞表面粘附分子

选择素
、

整合素 对力和变形的响应规律等

骨
、

软组织生物力学方面 骨
、

牙齿的非均匀
、

各向异性本构关系
,

以及软组织 心肌
、

骨胳肌
、

血

管 的力
一

电祸合本构模型等
· 组织工程方面 在着力解决三大瓶颈问题 种

子细胞
、

框架材料
、

生
一

长因子 的同时
,

开始向广以石

的功能化方向迈进

生物医学图像方面 核磁共振技 术对于具有复

杂三维形状对象的精确成像
、

超声波在生物组织 非

均匀
、

各向异性材料 中的动力学等将成为未来技术

突破的关键
·

其它方面 肿瘤组织的基因治疗 人类运动的

计算机辅助医学

我国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发展状况与不足

首先
,

从研究方向上简述一下我国在该领域的发

展状况

细胞
一

分子生物力学方面
,

探讨细胞生物力学

的分子机制的研究开始增多
,

特别是细胞表面粘附

分子与其配体相 互作用的动力学研究能够保持与国

外同步
,

但仍需有更多的研究者介入
· 口腔

、

骨生物力学方面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

形

成了一些有密切合作的团队 但研究内容仍限 于应用

传统的连续介质力学手段处理相关的生命现象
,

对牙

齿
、

骨的力致生长及退化
、

胶原纤维的矿化机理等问

题需要开展深入研究



· 血液流变学研究在我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

培

训了较多的研究人员
,

研究内容与国外基本同步
,

但

与临床的相关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与国外同行相比
,

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仍存

在不足 主要问题有
·
研究人员多来 自工程科学领域

,

各研究组之

间
、

与生物 医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之间
、

与国外同行

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都不够
,

导致科研选题
、

研究内容

与方法有待进一步提高
·
资助不足

,

实验设备陈旧 生物医学工程领域

的实验研究
,

特别是细胞
一

分子
、

组织工程方面的实

验工作依赖先进的实验设备
,

日常消耗费用较大
,

目

前科研经费不足难以保证研究的深入
·
由于研究水平的差距

,

国内科研人员与国外同

行之间难以形成平等对话
,

并找到共同的兴趣契合

点
,

表明中国的生物医学工程界仍需付出更多的努

力

建议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大力促进国内生

物医学工程领域的专家与生物
、

医学领域的专家之间

的密切合作
,

以保证合理地提出科学问题
、

方便地共

享实验设备及数据
、

准确地分析实验与理论结果
,

从

而使我国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科研水平得以较快的

提高
,

形成团队优势
,

为该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
· 与国外 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是提高国内生物医

学工程领域科研水平的必要条件 实践证明
,

有共同

科研兴趣的国内外研究组经常性地保持联系及定期

互访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 希望 国家通过制订相

关政策以保证此类合作方式可持续有效地实施

第二届全国力学史与方法论学术研讨会
一 ,

上海 、

第一轮通知

第二届全国力学史与方法论学术研讨会

,

简称
一

会议 将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上海召开 这次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力学史与方法论专

业委员会主办
,

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承办

年 月 日 日
,

中国力学学会在北京工业大

学召开了第一届力学史与方法论研讨会暨中国力学学会力学

史与方法论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

从此
,

我国有了推动发展力学史与方法论研究的专门组织 会上达

成了如下共识 一 门学科的历史
,

无论对了解这门学科和预

测这门学科的未来
、

对教学和科学研究
、

对制定科学研究的

规划和对己有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上
,

都是非常重要的
,

所

以世界各国在各个学科的研究队伍中都有相当比例的人员从

事该门学科的历史
,

力学学科的发展也不例外 并且约定
,

第二届全国力学史与方法论学术研讨会两年后在上海举办
,

进一步共商发展力学史与方法论研究的大计 本届会议的宗

旨与上届一样 充分交流我国学者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

广泛研讨力学史与方法论方面有共性的问题
,

努力探索力学

史与方法论在力学的科研与教学中的重大作用
,

深入剖析力

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和卓越人物
,

细致总结力学研究的方法

和规律 凡属于力学史与方法论范围的未发表的论文都可投

稿 教师
、

研究人员和工程人员可以结合教学和科研
,

写出以

史带论的经历
,

总结有关的方法和经验 研究生和本科生可

以写出自己从力学史或力学方法论中汲取宝贵营养的体会

为了提高交流的效果
,

会议将在召开之前出版论文集
,

并在

会后将把优秀论文推荐给 《力学与实践 》杂志 现将投稿事

宜通知如下

会议的通讯联系过程 包括发通知
、

接受来稿等 全

部电子化
,

设有专用 信箱 和专用

网站 网址
,

网站上将不

断发布会议信息

请将论文的详细摘要或全文稿 篇幅限在 字

以内 于 年 月 日前发至
,

来

稿中必须注明作者的单位
、

通信地址
、

邮编
、

电话
、

地

址

收到论文录用通知的作者于 年 月 日前

将全文 要求见论文格式 发至
·

年 月 日会议筹备组发出会议最后通知
一

会议 由冯秀芳担任秘书
,

她的联系方式如

下

通信地址 上海市延长路 号上海大学 信箱 邮

编
,

电话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