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
“

西电东送
”

及
“

南水北调
”

伟大战略目标
,

高速水力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担负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

有辉煌的发展前景

实验室的研究课题涉及与水有关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

主要

领域是有关水资源开发
、

水环境保护方面的工程项目
,

特别

是大型水利水电项目 此外
,

培养高层次水利科技人才也是

实验室的重要任务之一 实验室热诚欢迎各界人士与我们合

作
,

我们将以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成果作为回报

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全代会 会议简介

白以龙 杨 卫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

北京

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全代会的介绍

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 全代会

是全世界力学界的最高组织 的最高

权力机构 全代会按照 诸参加国的等级 分 等

来划分代表名额 只有美国
、

日本等国由于交纳最高等级的

会费而拥有 个代表名额
,

而我国在代表大会中有 位代

表 郑哲敏
,

何友声
,

白以龙和杨卫 此外
,

在决策

大会事宜的大会委员会 七 中有 名我

国代表 庄逢甘 全代会每 年开一次会
,

讨论与

发展最重要的事宜 这次到会的有世界各国的代表

约 余人
,

包括代表大会代表
,

大会委员会委员
,

学术研讨

会评审小组成员等
,

均是世界顶尖的力学家 中国代表团为

了给 年争办 做准备
,

在中国科协的支持

下
,

派出了由中国科协前任副主席庄逢甘院士
、

中国科学院

力学所郑哲敏院士
、

中国力学学会第六届理事长白以龙院士

和中国科协常委杨卫教授为代表的代表团参加了本次会议

徐冠华部长写了 的邀请信和代表中国政府的支

持信 准备了图文兼备的申办书并在全代会上广为散发 对中

国申办材料由庄逢甘先生进行介绍
,

杨卫协同庄逢甘先生回

答提问 两家介绍完情况后
,

所有提问均针对北京的申请
,

显

示了与会代表对 年在北京召开 压
,

的兴趣

从会下的反映看
,

中国力学界的实力比较强
,

我们的介绍和

材料还比较好 但不少与会代表也利用各种机会指出了我们

申办材料中尚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不足主要有 申办书不

够生动
,

对 活动和安排的细节
,

包括住宿和费用的

信息提供得不够 澳大利亚方面由于聘请了会议服务的旅行

社专业人员从事此事
,

所以他们的申办材料在这方面显得更

细致一些 这都需要我们在 年的正式申办书和介绍讲

演中加以改进

年全代会概况

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毗邻的缪勒中心举行
,

该中心是剑桥大学内高档次的会议中心 时间为 年 月

、 日 之所以选择剑桥大学是由于该校的应用数学与理

论物理系
,

即牛顿当年任教的系 的

教授是现任 的主席 本次会议是由国际理论和

应用力学联合会执行局召集的代表大会
,

主要是审议
、

讨论

和决定有关成员
、

财务
、

人员以及学术讨论会等重要事项

在代表大会前安排了大会委员会的会议 还安排了

个大会学术报告
,

其内容分别为 可展开机构的力学行为

与设计
、

冻土层演化的跨尺度研究
、

几
。卜 流动

的最新实验进展

的争办

在大会委员会会议上
,

由 的 个申办国

澳大利亚和中国各做约 的介绍 还有一个申办国
—印度

,

没有到会
,

也尚未提交书面材料
,

委员们只提问题
,

会上不做讨论
,

将在 年由大会委员会投票决定

的举办国 中国力学学会为此进行了特别的准备 其中

包括 在力学学会下专门设立了外事工作委员会
,

其近期工

作中心为处理与申办有关的活动 成立了
,

组织

委员会
,

由参加 全代会的代表
、

力学学会外事工作

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组成 请北京市刘淇市长和中国科技部

学术讨论会与 居期学校

学术讨论会每 年举行 巧 次
,

是国际力学界学

术水平最高的小型会议 关于 和 年度的

学术讨论会在本次全代会上进行投票选举 经过中国力学学

会的积极努力和与会代表的随机应变
,

使得在本次全代会批

准的 个 学术讨论会中有 个由中国 内地 主

办
,

还有 个由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主办 批准在中国内

地主办的 学术讨论会为
“

”

致动材料的力学与可靠性
,

学术委员会主席为清华大

学杨卫教授
“

”

纳米结构材料的力学行为和微

观力学
,

由中科院力学所魏悦广研究员和清华大学郑泉水教

授组织

这里需要指出杨卫
、

魏悦广和郑泉水都曾经是中国青年

科技奖的获得者

会议的另一项议程是批准了全球在 和 年度

的 个 暑期学校
,

其中一个
“

”

细胞与分子的生物力学 将由中国北京大

学主办 申请人北京大学方竞教授也是中国青年科技奖的获

得者
,

其他事宜

会议补选了大会委员会委员
,

没有中国成员
,

会议推

举了选举委员会成员
,

共 人
,

中国力学学会第六届理事长白



以龙院士为成员之一 选举委员会将对 最高执行机

构 —执行局的人选确定起重要作用 会议将原来

下属的 个科学领域工作组 乙 扩充为

个 执行局建议由杨卫教授担任纳米尺度力学行为

工作组的主席

通过此次会议
,

使国际力学界进一步了解了力学在中国

的发展
,

以及我们举办 年力学大会的实力 为成功申办

年大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非常感谢中国科协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力支持

年度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年会简介

赵亚 溥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年度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第 届

学术年会于 年 月 、 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隆重举行 本次年会受到了所内外学术同行的广泛关注和

重视
,

有 余个单位的近 人参加了本次 学术年

会

赵亚溥主任在年会开幕式上首先对 年

度的各项工作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总结 然后举行了年会学

术报告会
,

最后召开了 学术委员会会议 学术报告会

的邀请报告题 目如下

海外学术委员邀请报告

佘振苏教授 美国
、

北京大学 湍流中的

涡元结构

高华健教授

陈十一教授
、

北京大学

博士
,

一

王鹏业研究员 中科院物理所 和蛋白质

的单分子研究

陈耀松教授 北京大学 微尺度分离流动现象的研

究

幻胡更开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 非均质微极材料的有

效性质

舒东伟副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刘凯新教授 北京大学 离散元法在求解冲击动

力学问题中的应用

陈少华副研 有限体内界面与裂纹的相互

作用

谢惠民博士 清华大学
一

国内学术委员邀请报告

杨卫教授 清华大学 跨音速与超音速断裂

符松教授 清华大学

吴锤结教授 解放军理工大学 运动物面流动控制

研究

其他邀请学术报告

高玉臣院士 北方交通大学 线弹性有限元的刚度

阵及柔度阵的简捷表示

魏悦广研究员 一种宏微观跨尺度的分析

模型

崔俊芝院士 中科院计算数学所
一 。

张平文教授 北京大学

施红辉研究员 瞬态加速液柱时的流体力

学问题的研究

青年学术报告

方新副研 亚微米电控射流的机理及器件制

备工艺 汤奇恒副研 。 分子碰撞的 研

究 张子范副研 份

张向军 清华大学 原子力显微镜侧向力信号的初步分

析 刘激博士 单晶形状记忆合金的

观测及纳米压痕行为 李新亮博士 可压缩衰

减湍流的直接数值模拟 张劲柏博士 纳米液

滴的分子动力学模拟 徐征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微尺

度锥形管道的流动特性研究

学术报告精彩纷呈
,

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深入讨

论 可以看出
,

上述报告的安排紧密结合了 近期要突

出的 个创新研究方向 纳米
、

微米尺度力学 包括纳

米 微米尺度力学与跨尺度关联 纳 微系统力学

多尺度复杂流动与控制
,

包括微流体动力学

和纳流体动力学 另外
,

在一些新的热点问题

如
、

蛋白质的单分子研究
,

自组装薄膜
,

跨声速和超声

速断裂等 以及 传统优势研究领域 如冲击动力学
、

断

裂力学以及跨尺度关联理论与计算等 都安排有学术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