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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家

应用刀学和技木科学的
弓卜拓裸断和领路人

— 著名力学家郑哲敏院士

洪友士
*

(力学研 究所 北京 1 0 0 0 8 0)

2 0 0 4年 8月 1 8日
,

在 国际

理 论 和 应 用 力 学 联 合 会

( IU T A M )理事会上
,

郑哲敏先生

当选 F口T A M 执委会八位成员之

一
。

这是中 国力学家在国 际最重

要的力学学术机构的最高任职
。

郑哲敏先生以 他的 学术造诣 和

人格魅力代 表 中国 力 学界赢 得

了在国 际力学 最高学术组织中

的重要地位
。

郑哲 敏先生从事科学研究

5 0 余年
,

他既是一位杰出 的科学
天卜曹歌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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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两项
,

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
,

陈嘉庚

技术科学奖
,

何梁何利科学与技

术进步奖等
。

郑哲敏先生先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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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聪敏勤奋
,

学成 回国

19 2 4 年 10 月 2 日
,

郑哲敏

先生出生于山东济南
,

原籍浙江

郸县
。

其父亲郑章斐崇尚实业
,

教

家
,

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 的科技队伍的组织者和

领路人
。

从 20 世纪 5 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
,

他为爆

炸力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做出 了开创性贡献
。

2 0 世

纪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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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7 8 年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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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0 年代
,

郑哲敏

先生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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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哲敏先生在应用 力学 和技术科学 的发展上

做出 了创造性贡献
。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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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力学研究所所长

,

研究员

收稿 日期
:
2 004 年 10 月 5 日

育子女勤勉好学
、

修身养性
。

家庭环境给郑哲敏先

生在青少年时期勤奋好学
、

正直做人品格的形成带

来了深刻影响
。

初中二年级
,

抗 日战争爆发
,

郑哲敏先生入川
。

19 43 年
,

他中学毕业后考人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
,

次年转入机械系
。

抗 日 战争胜利后
,

学校迁回北平

(北京 )
,

郑哲敏先生继续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
。

194 7 年毕业后
,

郑哲敏先生留在清华大学做钱伟长

教授的助教
。

1 9 4 7 年底至 19 4 8 年初
,

经清华大学
,

北平 (北

京 )地区
,

华北 区 和全 国等 四级选拔
,

同 时在梅贻

琦
、

陈福 田
、

钱伟长
、

李辑祥等人的推荐下
,

郑哲敏

先生脱颖而出成为全国 唯一的一名
“
国际扶轮社国

际奖学金
”

获得者
。

19 4 8 年 4 月 他获准入学美国加

州 理工学院
,

同 年 8 月 由上海乘船赴美
,

一年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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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力学家郑竹敏院 十 颧

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

接着他成为钱学森先

生的博士生
,

1 9 5 2 年 6 月
,

郑哲敏先生获得加州理

工学院博士学位
。

1 95 4 年 日 内瓦会议后
,

美国移民局取消 了对一

批 留学生不得离境的 限制
。

郑哲敏先生遂于 1 9 54

年 9 月 2 6 日从纽约乘船离美
,

途经欧洲辗转近五

个月
,

于次年 2 月 21 日从深圳人境
,

回到了阔别六

年半的祖国
。

在
“
回 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

”

中
,

郑哲敏先生写了如下的话
: “
回 国本是一贯的主张

。

我们之所以获得教育
,

直接或间接 的是由于全国人

民的劳动
,

因此 回 国服务是不可推辞的责任
。

同时

一个人如果不是在为群众的 利益工作
,

那么生活便

失去 了意义
。 ”

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崇高的境界
。

二 创建和发展爆炸力 学

回国后
,

郑哲敏先生到 中国科学 院数学研究所

任副研究员
。

他随后参加 了钱学森先生创建中 国科

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
。

19 5 6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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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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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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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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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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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提出

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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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变化的特征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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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人碎渣作

为弹靶作用的 中间过渡体
,

从而改进了 国际流行 的

T a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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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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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81 年
,

他的集体又

在记 录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侵彻过程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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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0 年代初期
,

郑哲敏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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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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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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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
,

包括
:

( l) 薄板在水下爆炸击波作用下 的变形理论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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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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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合效应的流体弹塑

性体模型和多种应用理论
;

( 4 )多种爆炸和 冲击的相似律
;

( 5) 多种藕合运动 的理论
,

包括两种物体 的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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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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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科学家

(6 )射流拉断
、

界面波
、

绝热剪切等理论
。

鉴于在爆炸力 学的理论和应用的贡献
,

19 9 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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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 组织材料力 学性 能
、

非线性 力学
、

海洋工

程力学 的研究

(一 ) 组织材料力学性能的研究

郑哲敏先生倡导以钱学森先生的
“

物理力学
”

学术思想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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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8 2 年
,

郑哲敏先生发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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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力学研究所材料力学性能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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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项 国家和中科院

的科技奖
。

其中特别突 出 的是郑哲敏先生参与完成

的
“

热塑剪切带
”

研究
,

该成果获得 了 1 9 9 2 年度中

科院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 1 9 9 3 年度 国家 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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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N 人度 )于 1 9 8 8 年 6 月成

立
,

郑哲敏先生任 L N M 第一任室主任至 1 9 93 年
。

而后
,

他担任 L N M 学术委 员会主任至 2 0 0 0 年
。

1 9 9 3 年
,

郑哲敏先生在 《中 国科学院院刊 》以

,’ J 卜线性连续介质力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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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 材料 的力 学性质

,

特别强调了宏微观手段与

方法的结合
。

( 2) 经典流体力学中 的波
、

涡
、

分离流

与湍流
。

( 3) 有关环境力学的若干基础的流体力学

问题
。 ”

这些论述
,

表达 了郑哲敏先生对力 学前沿领

域敏锐的思考以及对 L N M 研究力
一

向 的大局观
。〕

1 9 9 5 年
,

L N M 被评为优秀实验室
。

此后
,

L N M

被科技部批准立项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
,

并于 2 00 1

年 4 月 通过验收
。

在 L N M 接受国家评估并获得
“

优

秀
”

的成绩后
,

郑哲敏先生语重心 长地告诫 L N M 的

成 员们
,

前面的路途任重道远
,

我们仍然要力戒浮

躁
, “

不断爬坡
” 。

在郑哲敏先生 的领导下
,

L N M 形成 了优 良 的

传统和室风
。

最突出 的是
,

L N M 每年召开一次学术

年会
。

从最初的几十人参加
,

发展到近年的二百余

名参与者的较大规模的学术盛会
,

在中关村以至在

力学界 已形成品牌
。

(三 ) 组织海洋工程力学的研究

郑哲敏先生不仅在力学研究所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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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科学研究
〔

1 9 8 6 年
,

院批准成立
“
中国科学院海洋工程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
” ,

并任命郑哲敏先生担任主任
〔 )

近 2 0 年来
,

郑哲敏先生领导海洋工程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承担 了国家科技部攻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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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急公司委托的科研和工程开发项 目
,

为多个海区的

海底油气开采创造了条件
。

作为 首席科学家
,

郑哲

敏先生主持了 中国科学院
“

七 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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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部委 的科技

奖
,

其 中包括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
、

中科院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
、

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三项等
。

19 9 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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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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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
’

科技合

作意向书
” 。

随后
,

双方成立了科技合作指导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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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技合作办公室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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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东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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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组织制订力学学科发展规划

19 56 年
,

郑哲敏先生作为助手参加了钱学森先

生主持的 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全国力 学

规划 的制订
。

1 9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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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7 8 年
,

郑哲敏先生作为主持

人之一
,

组织制定全国力学规划
。

该规划确定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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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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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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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97 年
,

研究

组完成了 《力学

—
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

告》
。

郑哲敏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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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 9 2 年 10 月
,

国家科委设 立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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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统编人了 《21 世纪初科学发展趋

势 》的总体规划 中
。

1 9 9 3 年至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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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计划和 2 0 巧 年远景 规

划

—
力学

”

的编写工作
。

1 9 9 9 年 7 月
,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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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1 5 年

远景规划
”

的工作
。

郑哲敏先生作为力 学学科规划

顾问组组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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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0 3 年至 2 0 0 4 年
,

年近八旬的郑哲敏先生对

“
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发展战略研究

”

投人 了极大的热忱
。

受中 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委

托
,

他担任
“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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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专题提出咨询意见
。

同时
,

他还担任第 12 专

题
“
国防科技问题研究

”

咨询组副组长
,

并参与 了第

14 专题
“

基础科学问题研究
”

的咨询工作
。

2 0 0 4 年
,

郑哲敏先生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及中 国科学 院院士工作局的委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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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了航天
、

航空
、

材料
、

能源
、

信息等几个工作小组
,

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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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

五 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

在本文开头 已述及郑哲敏先生当选 l t JT A M 八

位执委之一
。

此外
,

19 8 6 年
,

郑哲敏先生被推举为

l t JT A M 理事并任职至今
。

1 9 8 8 年至 19 9 6 年期间
,

他任两届 国 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的大会委员

会委 员
。

郑哲敏先生数 十次参加多种类 型的 国际学术

访 问和交流
,

特别是作 为大会主席
,

多次组织重要

国际学术会议
,

包括首届 国际强动载荷及其效应学

术会议
,

北京 国际爆破技术学术会议
,

第二届 国际

强动载荷及其效应学术会议
,

IC S U 八刀M O 国际热带

气旋灾害研讨会
,

第二届 国际工程爆破技术学术会

议
,

第二届 国际冲击工程学术会议等
。

郑哲敏先生与北美
、

西欧
、

日本
、

澳大利亚 以及

香港
、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一大批有成就的力学家

有着广泛而真诚的学术联系
,

特别是与冯元祯
、

昊

耀祖
、

林 同骤
,

何志明
、

朱家鲍
、

谢定裕等一批杰 出

的海外华裔力学家有深厚友谊和密切的学术联系
。

(相 关图片请 见封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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