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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学 进 展
、钱

,

郑哲敏对应用力学和技术科学的贡献

洪友士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

年

月 日是我们尊敬

的郑哲敏先生八十

华诞 是年 月

日
,

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举办了隆

重热烈的
“

祝贺郑

哲敏先生八十华诞

应用力学学术报告

会
”

来 自全国各地

和海外的 多名

专家学者参与了报

告会 同时
,

科学出版社出了两本书 一本是 《郑哲

敏文集 》
,

另一本是 《应用力学进展 》 前者

是郑哲敏先生从事科技事业 余年的代表性论文汇

编
,

后者是祝贺郑哲敏先生八十华诞应用力学学术

报告会论文集 这两本书记载和展示了郑哲敏先生

半个世纪的科技生涯和他在应用力学和技术科学诸

多方面做出的创造性贡献

郑哲敏先生既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

又是一位富

有远见 卓识的科技队伍的组织者和领路人 从 世

纪 年代后期到 年代
,

他为爆炸力学学科的创建

和发展做出了创始性贡献 世纪 年代后期以

来
,

他带领和推动了材料力学性能
、

非线性力学和海

洋工程力学等方面的研究 年至 年代末
,

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

常务副所

长
、

所长 年代
,

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副主任
、

主任和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 他还 曾

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

第二届理

事会常务副理事长
,

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和 《力学学

报 》第三届编委会主编 年
,

郑哲敏先生被推

举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 理事并任

职至今 年至 年期间
,

他任两届

大会委员会委员 年他当选
,

八位执委

之一
郑哲敏先生在应用力学和技术科学的诸多领域

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著作
,

获得了多项 国家和中国科

学院的科技奖以及多项荣誉奖
,

包括国家
“

新产品
、

新技术
、

新材料
、

新工艺
”

一等奖一项
,

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两项
,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

陈嘉庚技

术科学奖
,

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他先后当

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外

籍院士

创建和发展爆炸力学

郑哲敏先生 年留美学成回国后
,

先在中国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 年 月
,

中国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
,

他成为力学研究所首批科

技人员之一
年

,

郑哲敏先生和他领导的小组开始研究

爆炸成形问题 他根据板料经历过两次加速的实验结

果
,

提出了水下爆炸空化理论
,

成功解释了板材的两

次加速过程
,

形成了爆炸成形机理的核心 内容 在此

基础上
,

他提出了模型试验所应依据的几何相似律以

及能量准则
,

并设计了一整套确定成形工艺参数和条

件的试验方法 他与有关产业部 门密切合作
,

应用上

述理论和方法
,

生产出高精度的导弹零部件
,

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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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上天做出了贡献 对于生产大型零件
,

他巧妙地

发明了分块拼装的惯性模 他领导的研究集体在爆炸

成形中所取得的成果总结在专著 《爆炸加工 》中

年
,

郑哲敏先生完成了空中核爆炸冲击波

压力标定的任务
,

随后又受委托研究地下核爆炸冲击

波的发生和发展问题 经过调研和分析
,

他认为国外

把全场分为内部流体区和外部固体区的分区模型存

在不连续的缺点 年
,

他和解伯民先生提交了
“

关于地下爆炸计算模型的一个建议 ,, 到
,

提出了一种

新的力学模型一流体弹塑性体模型 这一模型体现

介质在流体性质和固体性质之间的紧密祸合及其运

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连续变化的特征 他们应用这个

模型对地下核爆炸进行了模拟计算

年代初
,

他领导的集体完成了杆式弹穿甲相

似律研究
,

并且提出了杆式弹的穿甲模型 这个模型

抓住了弹头在孔底边进边碎的特点
,

引入碎渣作为弹

靶作用 的中间过渡体
,

从而改进了国际流行的

公式 他解决了破甲相似律
、

破甲弹金属射流失稳拉

断机理
、

射流侵彻金属装甲和非金属装甲的机理等一

系列问题 他采用量纲分析和解析方法给出了射流失

稳断裂的计算公式
,

证明了射流高速段的失稳是空气

动力作用的结果
,

而低速段的失稳则与射流材料的强

度性质有关 年
,

他的集体又在记录纤维增

强复合材料侵彻过程的 光照片上
,

发现孔底附近

孔壁发生回缩的重要现象 他们分析判断材料发生了

热裂解
,

于是进一步组织专门实验和理论分析
,

建立

了流体弹塑性加热裂解的侵彻模型

年代初期
,

他开始组织气相燃烧和爆炸
、

粉尘

燃烧和爆炸的研究 接着又组织煤和瓦斯突出
、

森林

火灾的发生和防治等课题的研究 年
,

他发表

了
“

从数量级和量纲分析看煤与瓦斯突出的机理
”

一

文
,

对我 国历年发生的大型瓦斯突出事故从力学

角度做了分析和估算
,

认为突出的主要能量来源于

煤层中的瓦斯
,

而地压只是触发煤层破坏的条件 他

们的实验证明
,

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恒速推进的自持

突出 同时还建立了关于两相介质渗流破坏的简化模

型
,

揭示了突出的主要过程和特征
,

并且为突出判据

提供了理论说明

郑哲敏先生为爆炸力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做出

的开创性贡献包括

薄板在水下爆炸击波作用下的变形理论

高速射流的准定常侵彻理论
、

爆炸成形后期

的第二次加载理论以及爆破的鼓包运动理论等

反映爆炸和冲击问题中的高速
、

高压和高温

特征以及惯性与强度相互祸合效应的流体弹塑性体

模型和多种应用理论

多种爆炸和冲击的相似律

多种祸合运动的理论
,

包括两种物体的祸合

运动以及同一物体中流体性质和固体性质相互影响

的祸合效应的理论

射流拉断
、

界面波
、

绝热剪切等理论

鉴于在爆炸力学理论和应用 的贡献
,

年

月
,

郑哲敏先生当选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当年全世

界仅有八名非美科学家获此殊荣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

长的周光召先生给郑哲敏先生的贺信中写到
“

您的

成就证明您获得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

组织材料力学性能
、

非线性力学
、

海洋工

程力学的研究

组织材料力学性能的研究

郑哲敏先生倡导以钱学森先生
“

物理力学
”

的学

术思想开展材料力学性能研究
,

强调宏观
、

细观
、

微

观相结合
,

实验
、

计算
、

分析相结合
,

力学与材料科

学相结合 年
,

他发表了
“

连续介质力学与断

裂
”

一文
,

指出在断裂分析中存在一个被忽视的长

度量并提出尺度效应必须包括到断裂理论中 这篇

论文的学术观点引导了那个时期力学所材料力学性

能的研究工作

七五期间
,

郑哲敏先生联络力学所
、

金属所
、

固

体物理所
、

腐蚀和防护所等单位
,

发起和组织院内大

协作
,

他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了中国科学院七五重大

基础研究项 目
”

材料的变形损伤和断裂行为的机制

及其力学理论
”

,

八五期间
,

他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

了中国科学院重点项 目
“

材料变形损伤和破坏的机理

和宏微观力学理论
”

在郑哲敏先生的带领和指导下
,

力学研究所在材

料力学性能研究方面取得了 项国家和中科院的科

技成果奖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他参与完成的
“

热塑剪

切带
”

研究
,

获得了 年度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

奖和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

郑哲敏先生还直接指导或参与了裂尖特征尺度

分析
、

热塑剪切带
、

疲劳短裂纹等研究 年代中

期以来
,

他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郑仰泽博士合作
,

对金属纳米压痕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

建立了基于量纲

分析的材料纳米硬度的标度理论

组织非线性力学的研究

在郑哲敏先生领导下
,

力学研究所非线性连续



介质力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于 年 月成

立
,

他但任 第一任室主任至 年 而后
,

他担任 学术委员会主任至 年

年
,

郑哲敏先生以
“

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
”

为题撰文 指出
, “

从国际国内发展看
,

我们认为

存在着两个突出的
,

也是许多人关心的前沿问题
,

那

就是经典流体力学中的波动
、

涡
、

稳定性与湍流和固

体力学中材料的损伤萌生
、

演化
,

直至破坏的理论

这两个方面的任何实质性进展
,

都会对整个连续介质

力学理论与应用产生推动作用 ⋯ ⋯ 我们把实验

室的主要研究方向确定为 材料的力学性质
,

特

别强调了宏微观手段与方法的结合 经典流体

力学中的波
、

涡
、

分离流与湍流 有关环境力学

的若干基础的流体力学问题
”

这些论述
,

表达了他

对力学前沿领域敏锐的思考以及对 研究方向

的大局观 年
,

被评为优秀实验室 此

后
,

被科技部批准立项建设
“

非线性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
” ,

并于 年 月通过验收

主持了科学院
“

七五
” 、 “

八五
” 、 “

九五
”

重大项

目 他带领和指导的队伍在海洋工程研究中获得了

多项国家
、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部门的科技奖
,

其中包

括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

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一项
、

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等

年 月
,

郑哲敏先生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曾恒一院士提出 中国科学院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进一步开展科技合作
,

并促成了中国科学院路 雨祥

院长与海洋石油总公司卫留成总经理签署 了
“

中国

科学院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

十五
,

科技合作意向

书
”

随后
,

双方成立了科技合作指导委员会和科技

合作办公室 郑哲敏先生担任了指导委员会成员和合

作办公室中科院方主任 双方为我国渤海油 田开发
,

和东海
、

南海油气勘探
、

开发中的关键技术确定了研

究课题 这些课题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和成果

组织制订力学学科发展规划

组织海洋工程力学的研究

年代初
,

根据国外海洋资源开发 的发展趋

势
,

周培源
、

严济慈
、

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提出建

议
,

在中国科学院开展海洋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年 月至 月间
,

林同骥
、

李敏华
、

钱寿易
、

郑哲敏先生等组成中国海洋工程力学考察团
,

先后访

问了英国
、

挪威等海洋资源开发比较先进的国家 回

国后
,

他们根据国外的发展情况和国内的实际需要
,

提出了重点解决海洋油气开发中的 个国际前沿的

科学技术问题 同时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组织

海洋工程科学与技术的研究队伍
,

进行海洋开采平

台和海洋工程力学问题的研究 郑哲敏先生不仅在

力学所领导开创了海洋工程力学的科研方向
,

而且强

调发挥中国科学院多学科的综合优势
,

同兄弟所进行

密切的合作
,

面向我国海洋石油开发的需求进行深入

的科学研究 年
,

院批准成立
“

中国科学院海

洋工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 ,

并任命郑哲敏先生为主

任

近 年来
,

郑哲敏先生领导海洋工程科学技术

研究中心承担了国家科委攻关项 目和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项 目 完成了数十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委托的科研和工程开发项 目
,

如
“

涸
一 、

涸
一

工程地质调查和评价
” , “

莺歌海阿科区块海洋环境调

查及研究
” , “

珠江 口盆地卫滩北区海底土体稳定性研

究
”

等
,

解决了许多工程或技术中的难题
,

为多个海

区的海底油气开采创造了条件 作为首席科学家
,

他

年
,

郑哲敏先生作为助手参加 了钱学森先

生主持的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全国力学规

划的制订

年
,

郑哲敏先生参与主持制订了中国科学

院的力学发展规划 年
,

他作为主持人之一
,

组织制定全国力学规划 该规划确定了 项重大课

题
,

其中第一项是固体材料的力学性质
,

第二项是湍

流机理

。年代末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决定开展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年
,

确定了以郑哲敏先生

为组长的力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组 年
,

研究

组完成了 《力学 》

—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

报告 阵 他组织全书的编写并撰写了该书的
“

详细

摘要
” ,

其中贯穿了技术科学研究为发展 国民经济服

务的战略思想 年 月
,

国家科委设立
“

世纪初科学发展趋势
”

的课题 郑哲敏先生会同力学

学科的院士和专家多次召开力学学科发展战略研讨

会
,

科学地阐明力学既是基础科学又是技术科学的

两重性
,

以及其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科技中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国家科委正式下文
,

成立了以

郑哲敏先生为组长的
“

力学科学小组
”

力学作为门

类科学与学科之一
,

系统编入了 《 世纪初科学发

展趋势 》的总体规划中 ‘

年至 年期间
,

郑哲敏先生作为中国科

学院力学学科专家组主要成员
,

指导了
“

中国科学院
‘

九五
,

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力学
”

和
“

中国科学



院科技发展
‘

十瓦
、

计划和 年远景规划 一 一 力

学
”

的编写 作

年
一

月
,

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受科技

部委托开展
“

全国基础研究
‘

十五
’

计划和 年远

景规划
”

的 卜作 郑哲敏先生作为力学学科规划顾问

绍组长
,

组织顾问组对力学学科发展规划进行了总体

指导和逐段审议
,

完成了力学学科发展规划报告 巨 〕

年至 年
,

年近八旬的郑哲敏先生对
‘ ·

闻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发展战略研究
”

投

入 极人的热忱 受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委托
,

他 任
“

月家战略高技术与高新技术产业化研究
, ,

专

题咨询组组 长
,

负责组织高层 专家对规划的第 专

题提出咨询意见 同时
,

他还担任第 专题
“

国防

科技问题研究
”

咨询组副组长
,

并参与了第 专题
‘

基础科学 问题研究
”

的咨询工作

汗
,

郑哲敏先生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

中卜科
一

学院院土 五作局的委托
,

承担 了
”

世界高技

术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我 国的战略对策
”

咨询项 目

他组织技术科学 部和数理学部 的许多院士
,

成立 了

航大
、

航空
、

材料
、

能源
、

信息等几个工作小组
,

对

我国高技术广, 业发展的现状进行 了分析和梳理
,

重点

阐明 了高技术产业应有的内涵和核心技术
,

提出 我

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结 语

作为 一名杰出的科学家
,

郑行敏先生在应川 力学

和技术科学的诸多方 面做出 了创造性贡献
,

是坚持和

发展钱学森技术科学思想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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