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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非线性动力学
,

时滞控制方法等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研究有 匈牙利学者 等对高速切削颤振的机理分析

与实验验证工作 美国学者 等多年研究用时滞控制

来实现在泊船上吊物过程的运动控制
,

完成了理论分析
、

数

值模拟
、

缩比模型实验等过程
,

其控制系统己达到了工程化

要求 笔者在研究时滞受控系统中发现
,

非常简单的系统可

具有无限多次 分岔
,

形成无限多个稳定周期运动

大范围运动控制

该专题的论文数不到
,

但引起大家的普遍兴趣 俄

罗斯学者 等采用二体
、

三体到多体的动力学模

型
,

研究蛇型机器人在平面上蠕动的控制策略
,

取得了有趣

的结果 德国学者 等研究如何采用主被动联合控

制技术来降低机器人控制所需要的能量
,

对于某些指定的周

期运动获得了节能 的结果 日本学者 、、 研究采

用参激振动方法来控制无作动器关节上的机械臂平衡问题
,

结果得到了实验支持

振动控制

这方面的论文约占
,

一是针对具体工程问题
,

研究

相应的控制策略
、

新型作动器及其布局 二是研究控制混沌

和混沌同布的控制策略 相比之下
,

前者的研究进展显著 例

如
,

奥地利学者 等全面研究了绳系卫星的面内动力学

控制
,

取得了与实验相当吻合的结果 德国学者 等研

究了由摩擦引起的自激振动控制
,

发明了新的动力吸振器
,

并完成了实验验证 德国学者 等研究用主动阻尼控

制钻杆的时空振动 美国学者 研究了主系统附加多个

具有自动参数调节吸振器后参激振动的复杂动力学行为
,

给

出了控制效果的评价

由于会议的主题是混沌动力学与控制
,

问题的复杂与

困难使得没有出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研究进展或研究方

法 但各国学者在本领域仍持之以恒进行研究
,

并将兴趣集

中到一些新问题上
,

在研究方法上从过去以理论分析和数值

计算为主转向更多地进行实验研究
,

对理论和计算结果进行

引证
,

并发现了一些新现象 可以认为
,

这是当前该学科发

展的趋势

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将在 年 月由 二

出版 会议期间
,

会议组委会就今后本领

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讨论
,

初步商定由美国和中国学者

向 理事会提出申办
一

年度 非线

性动力学专题会议

第四届世界生物力学大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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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世界生物力学大会
, , ‘人 。

于 年 月 、 日在加拿大卡尔加里
,

召开 会议主办单位为卡尔加里大学
,

参

会人数约 人 参加会议的主要国家包括 美
、

英
、

德
、

日
、

加
、

意
、

法
、

中国和中国香港等 余国家和地区 会议

交流的论文篇数约为 篇 含口头报告及墙展 中国中

科院力学所
、

中日友好医院
、

四川大学
、

重庆大学等 位学

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所发表的工作分别涉及细胞与分子生物

力学
、

假肢生物力学
、

白细胞力学
一

生物学祸合
、

血流动力学

等方面
,

其研究工作在整体上符合当前本领域的发展方向
,

有的工作具有国际竞争性
,

会议的反响是肯定的 作者在
“

分

子与细胞生物力学
, ,

分会上做了口头报告和墙报展讲

,
·

, ,

场
,

叮 七 叩

明
,

本次会议涉及的内容广泛
,

包括 心脑血管生物力学
,

一般生物力学
,

肌肉
一

骨骼和矫形生物力学
, ,

组织工程
,

生物医学图像 眼 等 会议安排了

个大会邀请报告
,

分别是

本次会议反映出的本领域今后宜点发展的研究领域
、

前沿

课题

本次会议仍以生物固体力学
、

生物流体力学及其应用为

主
,

但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是向细观
一

微观深入 二是面向临

床和生物学实际问题 国际本领域今后发展的重点方向是

组织工程和细胞
一

亚细胞
一

分子生物力学

组织工程的生物力学问题包括多个层面 在基础层面上

涉及应力
一

细胞分化关系和细胞
一

材料表面间的力学
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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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祸合效应 在工程层面上主要问题是 细胞 组织三维培

养
,

种子细胞规模扩增
,

活组织工程化培养的检

测
、

监测技术和组织工程产品的冷冻储存等 而在临床医学

层面上主要是植入组织与宿主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避免免

疫排斥

细胞
一

分子生物力学的研究
,

不仅对认识细胞
、

生物大

分子的结构
一

功能关系
,

了解心脑血管硬化
、

肿瘤转移
、

免

疫及炎症反应等重要的病理生理过程有重要意义
,

还是 微

组织工程
、

生物微系统等的重要基础 同时
,

微米
一

纳米尺度

的实验技术 如光学与图像技术等 和
一

量级力的测量

的方法学
,

在生物微系统 如芯片实验室等 和纳米生物技术

等方面均具应用前景 怎样将单个生物大分子的力学行为与

它们在细胞内部过程或细胞
一

细胞
、

细胞
一

表面相互过程中

的作用联系得起来
,

是一个仍待研究的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将细胞力学与分子力学有机结合
,

将是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

前沿课题包括 单个 细胞的力学行为 细胞的形变
、

粘

附
、

展布
、

运动
,

在不同力学环境下发育
、

生长
、

增殖
、

分化

和迁移
,

对力学信号的产生
、

响应
、

感受
、

传递及转导
,

这些

信号对细胞生理的调控
,

及上述过程的分子机理等 单

个 生物大分子的力学行为及其与化学过程的关联
、

祸合
、

构

象变化
、

力学
一

化学信号转导
、

力对受体 一 配体相互作用速

率的调控
、

分子马达等

参加会议的收获与体会

当前世界生物力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正在经历着重大的转

变 力学与其它传统的工程科学将进一步与生命科学融合

这不仅大大推动生物医学的进步
,

而且必将使力学和工程科

学焕发青春 作为生物医学与工程科学有机结合的一个重要

范例
,

在组织
一

细胞
一

分子等层次上的力学
一

生物学祸合现

已成为
、

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本学科发展的主流

这一新的生物工程学远远超出了基于微生物的
、

以发酵工程

为标志的生物技术及以医疗仪器研发为目标的生物医学工程

这 个传统的领域 组织工程就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

而

生物力学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不断发展传统力学
,

与

生命科学及其它工程科学进一步融合
,

已成为当今生物力学

发展的主要特色 因此
,

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良好生物医学

和工程科学交叉训练的人才队伍将是各国抢占未来制高点的

竞争焦点

在国际上
,

美国仍然在本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究其原因
,

一是其巨大的经费投入能够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加入研

究队伍
,

二是其国内医疗费用的巨大压力 因此
,

发展以个

体医疗为主要目标的
“

组织工程
”

及其相应的基础研究和技

术开发在美国得到了积极发展 欧洲研究水平从总体上讲不

及美国
,

但由于历史
、

地域
、

民族等原因
,

其与美国研究机构

和人员间的合作非常密切
,

从而使其能够保持在前沿层面上

开展工作 但是
,

即便在这些发达国家
,

其经费投入和研究

规模仍然远小于美国 日本在本领域的研究工作近年来有所

变化 除继续跟踪美国的最新进展外
,

比较注重于寻求自身

的特点与优势 如在世界各国均投入大量的人力
、

物力和财

力开展组织工程的研究和开发时
,

日本 世纪科学发展战

略规划则以 日本的细胞与分子生物学近期无法与美国抗衡为

由
,

将自身的发展重点定位为器官力学与器官工程

目前
,

我国在本领域总体上处于跟踪水平
,

在某些
“

点
”

上具有国际竞争力 与国际水平主要差距在于生命科学领域

的差距
,

这是因为现代生物力学与生物医学工程的发展必须

以解决生命科学基本问题为 目标 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主要是

具有良好生命科学和工程科学交叉训练的人才严重不足
,

其

中人才流失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

另一方面则是研究队伍训练

体系不够完善
,

科技管理部门对交叉学科的支持程度有待进

一步加强
,

例如美国许多的著名大学已经或正在建立生物 医

学 工程系

我国跟踪和赶上本领域世界前沿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首先
,

有关科技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交叉学科的支持力

度
,

更加重视对生物力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在人才培养
、

经费支持等方面的倾斜
,

因为在新兴交叉学科领域我国与国

外的差距不大
,

有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突破 其次
,

针

对国际发展潮流进行重新布局 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着重

加强在细观
一

微观层次的基础研究 如细胞
一

分子生物力学

和有重大应用背景的应用基础研究 如组织工程
、

生物微系

统等

此外
,

会议期间还开展了与美
、

英
、

德
、

日
、

加
、

法等

国学者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同行之间广泛的交流

第 届国际快淬和亚稳材料会议简介

魏炳忱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会议概况

第 届 国际快淬和亚稳材料会议于 年 月

、 日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
,

本次会议由牛津大学材料系

承办 多名来 自欧洲
、

美国
、

加拿大
、

日本
、

韩国
、

印

度
、

巴西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中国等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

了本次大会 会议宣读 口 头报告 篇
,

张贴论文 篇
,

其中包括大会报告 篇
,

邀请报告 篇 会议论文经严格

评审后由 杂志选择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