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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欧洲湍流会议简介

许春晓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

北京

第十届欧洲湍流会议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在挪威特隆赫姆举行
,

该会议由欧洲力学学会和挪威科技大

学主办
,

约有 余人参加
,

分别来 自英国
、

法国
、

德国
、

美国
、

意大利
、

日本等 个国家 本次会议共有 个大会

报告
、

个分组 口头报告和 个墙展 个大会报告分

别为

高分辨率湍流直接数值模拟
,

日本

应用于气动声学的湍流数值模拟
,

英国

被动标量的小尺度结构 、 ,

美国

旋转分层流中的非线性动力学和各 向异性结构
〕 ,

法国

惯性区标度律
,

美国

湍流反应流的 方法进展
,

美国

充分发展湍流的 统计
,

意大

利

边界层流动的最优反馈控制
,

瑞

典

个分组 口 头报告按照 个不同的专题分为 个

组进行交流
,

各专题名称和报告数目为

壁湍流

湍流间歇性和标度律

湍流控制

地球物理和天体物理湍流

涡动力学和结构形成
,

多相流与非牛顿流

湍流输运和混合

湍流大涡模拟及相关技术

流动稳定性和转抉

自由剪切流

反应和可压缩湍流

湍流声学

中国来 自清华大学的许春晓副教授和来 自复旦大学的

谢锡麟博士参加了本次会议 许春晓副教授在壁湍流专题组

进行了题为
“

展向振动壁面减阻机理探讨
”

的口头报告
,

得到

了与会人员 如来 自美国的
,

法国的 认

等 的好评

欧洲湍流会议重点就湍流基础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进

行交流
,

湍流模式和数值模拟方法不是本届会议的交流重

点 因研究领域相关
,

我们主要参加了壁湍流
、

湍流间歇性和

标度律
、

湍流控制和流动稳定性等几个专题的交流 壁湍流

是 自然界和工程中最为常见的湍流流动
,

其流动现象也更为

复杂
,

因此一直是湍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在本次会议上
,

壁

湍流是最大的专题
,

共有 个口 头报告
,

其中粗糙壁面湍流

性质和机理的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在湍流间歇性私标度

律的研究方面
,

标量湍流和湍流的 统计性质是研

究的重点 湍流主动控制的思想 自提出以来
,

就成为湍流研

究的热点课题之一
,

常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提出的控制方

案进行研究和评价
,

本次会议关于湍流控制的报告主要有利

用电磁力控制湍流的实验研究
、

麻涡表面的减阻研究等 流

动稳定性和转挟的研究主要针对线性稳定的圆管 朋

流和平面 流的失稳和转扳机理进行

在湍流基础研究方面处于领先水平的仍然是美
、

英
、

法

等国
,

但近年来 日本在湍流研究上的巨大进步也是不容忽视

的 本次会议第一个大会报告就是 日本名古屋大学的

教授的报告
,

另外 日本还有 个分组 口头报告和 个墙展

第十四届国际近海与极地工程学术会议简介

吴应湘 高福平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国际近海与极地工程学术会议

是每年一度由国际近

海与极地工程学会主办的旨在促进近海工程
、

极地工程等领

域的科技进步以及国际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大型国际学术会

议 自 年起
,

此会议相继在爱丁堡
、

旧金山
、

新加坡
、

大阪
、

海牙
、

洛杉矶
、

檀香山
、

蒙特利尔
、

法国的布雷斯特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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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
、

挪威的斯塔万格
、

日本北九

州
、

檀香山等地举行

第十四届国际近海与极地工程学术会议
一

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法国南部沿海城市土

伦
,

召开 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是挪威的

教授
,

会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美国的 教授

来自法国
、

中国
、

日本
、

韩国
、

英国
、

美国
、

挪威
、

德国
、

巴

西等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由

检索的该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篇 中国向会议

提交论文 篇 含台湾省 篇
,

其中 篇受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
,

篇受国家 项 目资助
,

篇受国家

项 目资助
,

篇受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 目资助 中国

实际参加会议的代表 人
,

分别来 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
、

上海交通大学
、

大连理工大学
、

中国海洋大学
、

天津大

学和重庆大学等单位

本届会议包括的内容较为广泛
,

几乎涉及到近海工程与

极地工程的主要研究领域
,

共设立了 个专题
,

个分组

会 各专题名称及论文数量如下

海洋技术回顾与展望 篇

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及其开采技术 篇

海洋 可再生 能与风能开发 篇

离岸力学与 技术 篇 包 括水下安

装与操作 系统
,

篇 非线性波浪载荷
,

篇
〕 ,

篇 近海工程
,

篇

海洋与环境 篇

海洋岩土与环境工程 篇 包括离心机模型
,

篇 桩与沉箱
,

篇 桩与锚
,

篇 土动力学
,

篇

土特性
,

篇 基础
,

篇 海床稳定性
,

篇

海底管线
、

立管与锚链工程 篇

深海操作
、

技术
、

深海通讯与传感技术

篇 包括 技术
,

篇 与水下机器人技术
,

篇 水生力学
,

篇 拖缆与水下观察
,

篇 海底地形的

光
、

声图像技术
,

篇

极地工程与冰工程 篇

水动力学 篇 包括水动力学与水动力
,

篇 非线性波
,

篇 流动诱导振动
,

篇

海岸工程 篇 包括海岸波
,

篇 破碎波
,

篇 海啸与海流
,

篇 海床侵蚀与泥沙输运
,

篇 河

口过程
,

篇 海岸线船舶操作
,

篇

海洋水文 篇 包括波浪
,

篇 海况
,

篇 海流
,

篇 气候
,

篇 后报
,

篇

海洋结构
、

可靠性
、

风险与安全 篇 包括海

洋结构 篇
,

可靠性
、

风险与安全
,

篇

先进船舶技术 篇

海洋结构的冲击
、

碰撞与损坏 篇

海洋结构的材料
、

焊接
、

接头和疲劳 篇

复合结构与智能结构 篇

摩擦搅拌焊接 篇

会议安排了 个大会报告
,

其余全为分组 口头报告 大

会报告分别是

英国石油公司 的 所做

的 建造世界上最大的 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

韩国三星重工业公司的 所做的

世界上第一个用于 冷凝气的双

法国物理与粒子中心的 所做的 深海微

中子显微镜
,

由于会议涉及的内容很丰富
,

很难对其中的一些专题和

具体研究工作进行评述
,

下面仅就我们参加这次会议所获得

的几点初步体会作一简述

本次会议的规模与过去的 年会相当
,

会议

论文大部分是当前近海与极地工程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

基本

反映了世界上该领域当前理论研究与技术发展的最新进展和

总体水平
,

但重大的
、

系统的
、

有重要创新意义的成果尚不

多见 与以往的年会相比
,

本次 会议与近海和深海

工程有关的研究工作更加突出 篇论文
,

而与极地工程

包括冰工程 有关的研究内容所占份量不大 仅 篇论文

随着深海开发的日益扩大
,

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会议将

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及其开采技术作为大会专题
,

离岸力学与

技术成为最大的研究专题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特点
,

这也在某

种意义上体现了海洋工程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和重点研究方

向

无论从会议论文的内容
,

还是参加会议的代表身份

都可以看出
,

国际上海洋工程领域的研究工作越来越接近工

程实际
,

企业界与学术界的交往也更加密切 这次会议与会的

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代表与来 自大学的代表的比率为
,

与以往几届相比有较大幅度上升 大会报告主要由企业界代

表所作
,

这一方面体现了企业对会议的支持
,

同时也体现了

企业界对新技术的期望与企盼 我国海洋工程领域的学术研

究也应该更加注重真正解决企业界的工程实际问题
,

企业界

亦应给予学术界更大的支持

通过会议的交流和讨论
,

使我们对 目前国际上海洋

工程领域的研究概况和最新技术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

对各个

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动向和水平有了初步的认识 也使我们更

加明确了我国海洋工程领域未来研究工作和技术发展的主攻

方向应该是与深海资源勘探
、

开发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

包括
、 、 、

的高阶水动力问题

和流固祸合问题
,

以及相关的海底基础与环境问题
,

水动力

学问题
,

海洋结构及其安全可靠性问题 同时要加强海洋可

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研究
一

年会将于 年 月在韩国汉城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