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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力学与科技进步学术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石光漪
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 ,北京　100080

　　追忆 1957 年 2 月 ,在全国第一次力学学术大会

上 ,由于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郭永怀四位中国现

代力学的奠基人和许多著名力学家的共同倡导与组

织 ,成立了中国力学学会. 40 年来 ,中国力学学会在

中国科协领导下 ,团结全国力学工作者 ,交流学术 ,

在推动力学科学为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服务 ,促进

学科繁荣、普及力学知识 ,开展力学教育 ,发现优秀

人才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现在 ,会员总数已接近

2 万人.

1997 年 8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北京西郊宾馆由北

京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

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 ,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中国力学学会联合主办 ,26 个单位协

办 ,召开了现代力学与科技进步学术大会 ,目的是总

结与交流中国现代力学 40 年所取得的成绩 ,研讨 21

世纪科技进步与力学的发展前景 ,以期动员全国的

力学工作者扩大与工业的联系 ,从更广阔的方面更

多地、直接地参加到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各个工程应

用中去 ,同时希望工业生产部门重视力学武器的运

用 ,使生产和科研相结合 ,从而提高企业产品科技含

量和经济效益 ,提高我国力学基础研究的水平 . 370

多人出席了会议 ,其中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和其它

一些国家的 30 多位著名力学家. 中国力学学会第五

届现任理事长庄逢甘院士任此次大会主席 ,周光召

代表中国科协和中国科学院到会讲话 ,中国化学学

会理事长严东生院士代表各专业兄弟学会致词祝

贺.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基础局、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国防科工委科技司及有关军工部分、

产业部门的领导出席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550 篇. 会上交流并辑入

文集的有 396 篇 ,其中邀请报告 26 篇. 清华大学出版

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现代力学与科技进步》共 3

卷.会上除安排大会报告、分组报告、墙展交流外 ,还

组织了关于力学的发展与任务的一般性自由发言.

并举办了图书、实验设备、计算技术与软件的展览.

会议举行了隆重的首届“周培源力学奖”颁奖仪式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研

究员 ,61 岁的张涵信获此殊荣. 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会

还为 108 名学会先进工作者颁发奖状 ;会议还选出

25 个优秀墙展论文 ,为它们的作者发了奖品和奖状 .

这是力学界的空前盛会 ,《光明日报》、《中国日报》海

外版、《中国科协报》、《中国科学报》都为此次大会作

了专门报道.

交流内容主要是三方面 ,一是讨论现代力学与

科技进步的关系 ,综述 40 年来我国现代力学所获得

的成就 ,展望学科发展前景 ;二是交流并发表理论与

应用力学新的研究成果 ;三是中国力学学会 40 年的

工作总结. 论文内容有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一般力

学、力学中的新学科以及力学与其他基础学科的交

叉学科在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力学在工

农业与国防建设诸方面的综合应用的新成就、新成

果 ;力学教育新进展与科普工作的经验.

交流的重点是 :设计制造加工与高新技术中的

力学 ,非线性力学与交叉学科 ,计算力学及计算机在

力学中的重要应用 ,力学实验的新方法和新结果.

大会的邀请报告以面向 21 世纪的力学为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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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涵盖环境灾害与力学 ,农业与力学 ,爆炸力学与

爆炸加工 ,航空航天中力学的回顾与前瞻 ,生物力学

与生物工程 ,材料工艺力学 ,非线性力学结构与水工

动力学 ,地震与地球动力学 ,湍流研究 ,计算力学 ,实

验力学的理论与技术等 . 台湾成功大学力学研究所

所长鲍亦兴教授应邀 作“科学和工程技术中的应用

力学”的报告 ,香港科技大学机械系主任谢定裕教授

作了“力学中的椭圆不稳定性问题”的报告.

中国力学学会第五届现任理事长庄逢甘作了

“中国力学学会 40 年”的报告 ,他回顾了学会发展的

历史和中国现代力学事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说 :“力

学既是基础科学 ,又是应用科学. 历数我国高新技术

的重大成就 ,如原子弹、氢弹、火箭与人造卫星、兵工

武器 ,我国自己研制的飞机、潜艇、巨型轮船、高水平

的桥梁、海港与栈桥、海洋平台、精密机械、机器人、

高速列车、高层建筑和大型水工建筑都有力学的指

导与参与 ,熔铸着数万力学工作者的心血. ”他指出 :

“当前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力学提出的新问题不

是已经解决了 ,而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水平与

能力 ,力学工作者当前最需要的是深入、再深入的魄

力、毅力和想象力. 要克服传统观念 ,站在新概念、新

学科的高度 ,用全新的思想体系来创造学科发展的

新天地 .

对未来力学的发展 ,庄逢甘提出了四方面的意

见 :

“1.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为了增强国

力 ,力学队伍中必须以主力进入为国民经济发展战

略服务的主战场 . 中国需要廉价洁净的能源产业 ,需

要全面的整治环境 ,需要建设大型水利和交通工程 ,

大量的传统工业要更新 ,要建设新型农业和新型的

机电产业 ,新的材料工业和加工制造业 ,在国计民生

的各方面 ,都有解决不完的力学问题. ”

“2. 在高新技术的发展中 ,发挥力学的独特作

用. 过去力学曾经带动了航空航天工业的起飞 ,我国

‘二弹一星’的发展力学起了核心的作用. 如今 ,象高

技术海洋工程、特大规模的计算和模拟技术 ,核能的

全面利用等无数高科技项目需要力学的支持. ”

“3. 向跨学科发展. 综合与交叉是当今世界科学

技术的总趋势. 力学与其它学科包括数、理、化、天、

地、生基础科学的交叉结合 ,已经产生了重大成果 .

像理性力学与数学方法 ;生物力学 ;地球动力学 ;物

理力学 ;化学流体力学 ;复合材料力学等 ,它们焕发

了新的科学生命 . 今后将会出现更多全新的学科. ”

“4. 要针对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高瞻远瞩地

发展力学基础研究. 1988 年在《力学发展调研报告》

中提出着重发展的三个领域即 :非线性效应 ,复杂系

统的模型化 (包括材料科学中的力学 ,环境和生态力

学) ,有重大经济和科学意义的力学问题. 同年 ,郑哲

敏在《力学进展》建议以湍流的机理与控制 ;非线性

波 ;传热传质等流体力学问题 (含微重力) ;环境力学

与灾害力学 ;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 ;材料力学性能和

现代塑性力学理论 ;结构的总体设计与优化理论 ;机

器人动力学 ;生物力学中血液循环系统、骨骼力学以

及生物组织力学性质的研究作为优先项目. 1996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确定了对力学学科‘九五’优先

资助的 3 个‘优等领域’和若干个‘重点项目’. 这些

都使我们的工作有所遵循. ”

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郑哲敏院士在大会自

由讨论会上发言 ,他说 :经过 40 年的努力 ,我国力学

研究的水平有了大的提高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但我们要认真对待与世界发达

国家相比所存在的很大差距. 限于我国的技术力量

和经济实力 ,我们不能孤立地就学科谈学科 ,就技术

谈技术 ,盲目的追求世界水平 ,而要将力学工作放在

大的环境中 ,从国家的需要与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

自身的发展. 力学水平应该表现在创新 ,不可单纯追

求论文数量. 回顾以往的不足 ,今后的力学工作应该

更多地思考如何帮助国民经济迈上新台阶 ,发扬钱

学森先生提倡的技术科学的优良传统 ,解决农业、工

业以及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发展问题. 力学要在

这些方面有更切实的创新与贡献.

(下转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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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 1998 年学术会议预告 (续)

(上接第 141 页)

　　经过四天的交流与热烈讨论 ,大家都有一个共

识 ,感到方向很明确. 一方面从国家的现实出发 ,我

们必需动员更多的同志从更广阔的方面直接地参加

到为近期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各个工程应用工作中

去 ,和在那里的同志们一起去解决问题 ,并在逐步积

累中形成理论 ;另外 ,要切实保证一支少而精的基础

研究队伍. 要加强细观以至亚微观尺度的力学实验

技术和实验力学研究 ,要加强计算机和软件的建设 ,

要扩大与工业的联系 ,要加强对力学的宣传 ,使社会

更加认识力学的价值与作用 ,从而强化社会对力学

教育与研究的支持. 要相应调整力学教育的内容和

目标 ,培养更多跨世纪的人才 ,使他们既对力学的基

础有全面、深入的认识 ,又要对工程有足够的了解和

感情 ,正逢新世纪之交 ,与会代表深感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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