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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 能边界 元法 和真实梁板壳局部应 力 分析在预测边坡 失稳发生 临界时刻 的研究 中 ， 数值计算的

姚振汉结果与 力学所做的室 内试验的 结 果吻合得很 好 ． 为了进
一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 北京 1 0 0 0 8 4步开展研究 ，
需要 做更多 的对 比 ； 同 时利用 并行计算将 计

提 出 了
一

种 新的 高精度边界元法 ，
并 以 真实 悬臂薄板算规模扩大到上亿个 自 由 度 ， 以 解决现场地质 体滑坡的 实

梁 的 局部应力分 析为例 ， 从二维 与三维 高精度
ｇ
界元法

＾际 问题 ．

比较可见 降维带 来的优势 ，
这也 从

一

个侧面显示 了边界元ｍｗｙｕａｎ＠ｐ
ｋｕ ． ｅｄｕ ． ｃｎ

法 相对于有 限元法 的降维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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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力 学是现代 力 学 的基 石与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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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局部近场 动力 学及 其在 材料和 结构破坏 分析 中 的 应用中 国科学 院力 学研究所 ，
北京 1 0 0 1 9 0

章青简述 了 现代力 学与传统力学 的区别 ， 建立统
一

的计算

河海大学工程力 学系 ，
南京 2 1 0 0 9 8模型 ，

可 以流 体 、 固体 和散 体 同时计 算，
淡化 了 力学分支

近场动 力学 （ Ｐｅｒｉ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ＰＤ ） 方法基 于非局部作 用的 界线 ． 还举 了几个数值模拟案例
，
用于说 明 现代 力学 中

思想求解积 分型运动 方程 ， 避免 了基于连续性假设求 解微数值模拟 的主体作用 以及 由于信息技术 引 发 的力学科学
分方 程 的传统方法在处理不连续 问 题时 的奇异和 复杂性，的

＂

质变
＂

近年来 已成为国 际计算力 学及相关领域新 的研究热点 ． 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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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博士在 国 内率 先开展 ＰＤ 相 关工作 ， 在 ＰＤ 理论 、 模 型 、

数值算法和 实验诸方面进行 了创新性研究， 构建 了分 析脆ａ ？ ｉＦｎｎ
＝

；？

性材料 和结构 损伤破坏 的 ＰＤ 模 型和算法体系 ，
能准雌「哭

、

觀纹扩展 ，
并实现典 型混凝土结 构变形破坏全过程 的 ＝

数子样 机技木在 飞 ＜丁器设计 与 刀 析 中 的应 用

续模拟与定量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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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了
一

种基于高性 能计算的数字样机技术 ，
用 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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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重点 型号任 务 的相关关键技术攻关的参与 ，
验证 了所

力ｍ开发 的 高端数字样机系统 的 先进性 ． 另外 ，
所发展 的支撑

技术可 以进
一

步开发，
用 于未来的超大规模计算 ．

ｙａｏ
． ｚｈｅｎ

ｇ＠ｚ
ｊ
ｕ ． ｅｄｕ ． ｃｎ

阐述 了 软 材料非线性化学
－ 力 学耦合 问题 的有 限兀

】

计算方法 ． 内 容包括 ： 化学 － 力学耦合 问题 的控制方程和

哈密顿原理 ；
化学 － 力学耦 合 问 题的有 限元法及其程序实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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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化学 － 力 学 耦合断裂 问 题的

Ｊ
积分计算 ．

＿ ．些 数值例高阶 Ｎｅｗｍａｒｋ 和 自适应 Ｌ ｉ
ｅ 级数算 法

题 展示 了水凝胶等多种 软材料 的 多场 耦合现象和 非线性？誉 峰

变形机理 ．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研究所 ， 北京 1 0 0 1 9 1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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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ｔ ． ｅｄｕ ． ｃｎ给 出 了 构造与 结 构 固 有振动特性协同 的直接积分方

法的 思想 ， 给 出 了 构造任 意阶 次 Ｎｅｗｍ ａｒｋ 算 法的方法 ，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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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0 0 5 5造了 自 适应 Ｌｉ ｅ 级数算法 ， 给 出 了 其递推格式 ，
分析 了 其相

石墨烯材料纳 尺度 力 学行为 的模型 、 数值模拟和 机理位和 幅值精度 ； 根据精度要求可 以 自 适应得 到算法的 阶次

研究赫长 ．

ｘｉｎ
ｇｙｆ＠ｂｕ ａａ ．ｅ ｄｕ ． ｃｎ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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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 纳米 力学方面取得 了
一

些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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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 墨烯薄膜透水 的微力学机理； 石墨烯等二维 晶体 的质结构优化 方法及其在航空航天工程设计 中 的应 用

子传导特性
；
理论预测 了 常温受限单层 水的 二维方 形冰结张卫红

构 并被 实验证 实 ；
提 出 了 褶皱石墨烯包裹纳米颗粒的 自 适西北 工业大 学 ，

现代设 计与集成制造技术教 育部重 点实验

应应变松弛机制和优化设计 思想 ；

揭示 了 不 同尺寸下影 响室
， 西安 7 1 0 0 7 2

石 墨烯褶皱生长 的 力学机理 ．从航空航天飞行器结构设计应用 角度 出 发 ，
综述 了 近

ｗｕｈａ＠ｕ ｓ
ｔｃ ． ｅｄｕ ． ｃｎ年来 结构 拓扑 优化技术在 结构构 型 总体设 计 、 多 组件结

构 系统设 计 、 结构支撑连接设计 、 热 与动力学性能设计等

Ｓ 0 4 1 3Ｃ ＳＴＡＭ 2 0 1 5
－Ａ2 1 －Ｅ 0 0 5 6方面 的 系统性成 果 ． 此外

，
还展 望 了 拓扑优化方法面 向 未

计算滑 坡 问题 的
一些进 展来飞行器结构设计难题 亟待开展 的研究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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