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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的传播 问 题 ． 本 报告还将讨论 如何 用 Ｍ Ｄ 模拟来识别 固Ｓ 0 9 1 3Ｃ ＳＴＡＭ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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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界面的 Ｓ ｔｏｎｅｌ ｅｙ 波 ．低维 柔性体系 的 物理 力 学理论与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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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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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2 1 －Ｅ 0 2 0 1结合十多 年来对连续介质力 学 、 量子力 学和纳尺度物

智能软材料及 柔性结构 力 学
理力 学 的Ｈ ｉ仑和 实验Ｓ索 ， 就

；

低维柔性体 系物理力学行 为

曲 绍兴谈
一

点粗浅的体会 ． （ 1
） 低维体系 的 时空 能量关联和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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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低 维柔性体系的 弯 曲 泊松效应 、 力学 行为 的量

介绍近期 设计 的 2 种 柔性结构 及其力 电 耦合性 能 ．

一 子 效应 、 半导 体激子动 力 学 的线性应变梯度效 应等新 的

是设计并研 究 了 介电高弹 体双 稳态驱动器， 该 结构克服 了物理 力学性质
；

（ 3 ） 从柔性 体 系的多场耦合看 能量转换和

介电高弹体器件需要高 电压维持及响应滞后 的缺点 ， 实验

表明 介 电高弹体 双稳态驱动器只需 要在稳态切 换 的 时候ｗ ｌ
ｇｕ

ｏ＠ｎｕ ａａ ｆｄｕｘｎ

需要脉 冲交流 电压 并可 有效保持新 的稳态 ． 同 时
，
双稳态

结构的跳跃性 能有效地降低了 整 个系统的黏 弹性效应 ． 二Ｓ 0 9 1 4Ｃ ＳＴＡＭ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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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设计并研究 了 介电 高弹体柔性蠕动输运结 构 ，

并研究 了纳米 力学 表征新方法 － 扫 描探针声 学显微 术 ＡＦＡＭ

预拉伸 、 几何尺寸和 电压对于 该类结构输运效能 的 影响 ．李法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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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后
，
就介 电高弹 体的 电致褶皱现象开展了 实验和 定性分北京大学工学院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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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揭示 了 褶皱萌生和演化 行为 ．首先介 绍 ＡＦＡＭ 基于探针接触共振的测试原理 、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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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 ｅｄ ｕ ． ｃｎ历史 以及在原子 显微术 （

ＡＦＭ
）
基 础上 自 行开发 的 Ａ ＦＡＭ

测试 系统 ． 接 着介 绍对 ＡＦＡＭ 准 确度 和 灵敏度 的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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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后介绍利用 ＡＦＡＭ 和 ＰＦＭ （ 压 电力显微 术 ） 对铁 电

纳米颗粒作为 细胞 内药物载体 的实 验研究材料纳米电畴 的 成像 ， 以 及对 贝壳纳米 力 学性能和 压 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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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的 成像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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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微流控芯片制 备 了尺寸 、 形状 、 表面物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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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纳米颗粒 ． 此类颗粒结 构 以磷脂为壳 ， 聚合物 为 核 ， 中表面修饰对纳米 材料力 学性 能及生物行 为 的 调 控 与机理

间 则 是水分子层 ． 通过 改 变试剂 的加入顺序 以及 调控试表征

剂流速
，
他 们成功地制备 出含水量不 同 的纳 米颗粒 ． 通过李寅峰 ｌＨｕａｊ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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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 以及 分子模拟
，
揭 示了 刚 度调节纳 米颗粒进 入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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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力学机制 ． 此项研究表明 纳米 颗粒的 刚度对细胞 的 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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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起着显著影响 ，
可以 用来指导细 胞 内药物输运载体 的设研究 了 表面 修饰对纳 米材料 力学性能及其在 生 物膜

计 ．系统 中行为规律 的调控和机理，
提高纳米材料在各领域的

ｓｈ ｉｘｈ＠ ｉｍｅｃｈ ． ａｃ ． ｃｎ应 用潜 力和生物安 全 ． 研 究了 表面改性影响纳米材料与 生

物 细胞膜解除作 用的行为 规 律和机制 ， 采 用分 子动 力学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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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0 2 0 3粒化模型模拟表 面 改性的纳 米材料 穿透细胞膜进入细 胞

关于 黑磷 的杨 氏模量 和相互作 用 模 型的解析研 究的动态过程
，
并在 纳米生物系统中 创新融 合热 力学积分方

江进武法
，
得到 纳米材料穿膜过程伴随 的 系统 自 由能变化 ．

上海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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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2 0 0 0 7 2Ｌｉｙｉｎｆｅｎ
ｇ＠ ｓ

ｊ ｔ
ｕ ． ｅｄｕ ． ｃｎ

通过解析 的方法对黑磷 的纳米力学性 能进行分析 ，
得

到两 个 有趣 的 结 果 ． （ 1 ） 由 于 黑磷具有微观 的 褶皱 结 构 ，Ｓ 0 9 1 6Ｃ ＳＴＡＭ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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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杨 氏模量在 ａｒｍｃｈ ａｉｒ 方 向 上具 有极 小值 ， 而在 ｚ ｉ
ｇ
ｚａ

ｇ铜 纳 米颗粒的弹塑形变形

方 向 匕有极大值 ． 可是杨 氏模量 的最大值并不是在这两个王刚锋 ， 边建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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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常见 的方 向 上 ， 而是在 另外
一

个新 的特征方 向 上 ． 推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力 学系
，
西安 7 1 0 0 4 9

导 出 的解 析公 式清楚 地揭 示 出 这个 新的特征方 向 与黑 磷采用 分子 动力学模拟铜纳米颗粒的压缩 响应，
结 果 表

的微 观褶皱结构之间 的直接联系 ．

（
2 ） 原子 间 的 相互作 用明 原子尺度的表面 台阶对其 力学行 为有重要影响 ． 当采用

势能对模拟黑 磷的 力学特性具 有很好 的帮助 ， 可是 目前关刚性平 板沿 ［
1 0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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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1 1 1 ］ 方 向 压缩铜纳米颗粒 时，

于 黑磷 的相互作 用模 型还 很少 ． 通 过解析 的方法来发 展其弹性行为与 刚性 圆截面平压 头压缩半无限弹性体相近 ，

黑磷 的 Ｓｔ ｉｌ ｌｉ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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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 ｅｒ 相互作 用势能 ． 该解 析方案确保 了而 明显不 同 于光滑球面压缩的赫兹模型 ． 采用 台阶状的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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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ｅｒ 势能 的简洁性和准确性 ， 同 时对每 个势能续介质模型，
用 有限元计算 了半径从 1 5 ｎｍ 到 1 叫 不 同 尺

参 数都给 出 了 明 确 的物理意 义 ．寸颗粒 的弹性压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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