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学生获奖名单，2020年度学
会先进会员、先进集体、先进联
络员名单。

在接下来的委员会代表发言环
节，各委员会的主任、代表纷纷
发言。他们首先对2020年度工作进
行简明扼要的总结，然后表示2021
年将立足工作目标并及时调整工
作思路，注重细节，落实措施，
全力推动年度计划顺利完成。

 

最后，郭兴明理事长代表学会
给大家拜年，会议在大家热情洋
溢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学会秘书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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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理事会第五次常务理事会会议
在同济君禧大酒店召开

2021年12月26日，上海市力学
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第五次常务理
事会会议在同济君禧大酒店三楼1号
会议室顺利召开。理事长郭兴明，
副理事长李岩、廖世俊、熊诚，秘
书长卢东强，常务理事胡世良、聂
国隽、王本龙、许清风、徐凡、杨
爱玲、姚伟、张美红共13人出席会
议。监事会监事薛雷平、叶国强两
人列席会议。

学会理事长郭兴明主持会议。会
议首先由党工组组长李岩组织大家学
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
键节点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
召开。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过
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
样才能继续成功”，对于推动全党进

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
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还以宏
阔的历史视角和深厚的历史智慧，全
面总结了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
“十个坚持”宝贵历史经验，为全党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注入强大思想动
力。

会议一致讨论通过“2021年优秀
力学学者、优秀学生”获奖名单，
2021年先进会员、先进集体、优秀联
络员名单，学会2021年度财务预结
算，制定了科技评价项目2022年度计
划预方案。会议还讨论确定了学会其
他相关事宜。

最后，会议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
圆满结束。 

（学会秘书处  供稿）

 学会秘书长卢东强主持会
议。会议首先学习贯彻《党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精 神 》 以 及
《习近平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致辞精神》文件。党建
联络员卢东强指出，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
历史交汇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会议。要认真贯彻落实五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
动新时代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揽
全局、思想深邃，深刻洞察时
与势、竞与合、危与机，对把
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系统
阐述，全面部署未来发展总战
略、总布局、总任务，并科技
创新摆在全局规划突出重要的
位置，为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随后郭兴明理事长委托秘书
长做了《第十三届理事会2020年

2021年12月26日，上海市力学学会第
十三届党的工作小组第四次会议暨庆祝建
党100周年大会在同济君禧大酒店三楼1号
会议室顺利召开。党的工作小组组长李
岩，成员郭兴明、熊城，党建联络员卢东
强出席了会议。副理事长廖世俊，常务理
事胡世良、聂国隽、王本龙、许清风、徐
凡、杨爱玲、姚伟、张美红，监事会监事
薛雷平、叶国强共11人列席会议。会议由
党工组组长李岩主持。

会议首先由李岩组织大家学习了《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键节点上，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全面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揭示
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
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更加坚定
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
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
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
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还以宏阔的
历史视角和深厚的历史智慧，全面总结了党领导人民进行伟
大奋斗的“十个坚持”宝贵历史经验，为全党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注入强大思想动力。

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才能弄明白未来怎样继续
成功。这次重要会议，将以对历史的回望、对实践的思考、
对规律的把握，引领全党更好地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随后会议还讨论了学会其他相关事宜。
（学会秘书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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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理事会、
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在上海大学召开
2020年12月27日，上海市力学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腾讯会

议室在线上顺利召开。学会理事、监事及各会员单位代表约六十余人参会。

（线上会议）

（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委员会代表发言）

度工作总结报告》。报告总结
了2020年度学会在学会党建、
学术交流、科学普及、对外交
流、科技咨询、人才推荐、期
刊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学会工作得到了市科协及
有关领导的关心和指导，得到
了各团体会员单位及相关企事
业单位的支持和帮助，更得到
了全体会员的支持。对于2021
年的学会工作计划，报告中指
出要落实好2021年学会重要工
作：一是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学会党
建工作，发挥党工组政治核心
和引领发展作用。二是组织好
2021年学术年会暨第十七届沪
港论坛及应用，并推动各下属
委员会开展有专业特色的各类
活动。

 接着，秘书长卢东强代表
学会秘书处汇报学会2020年度
财务预结算，颁布了2020年上
海市力学学会优秀青年学者、



开幕式王国玉教授致辞 闭幕式颜开教授总结

参会人员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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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联合组织召开了

空泡流动研究进展与发展方向研讨会

加会议。
会议分两节，上午会议由彭晓

星教授和王本龙教授主持，各位特
邀专家就现阶段进行的一些科研工
作进行了分享和总结：潘光教授的
《水下航行器跨介质过程空泡与载
荷特性》，王本龙教授的《云空泡
内部介质特性和流动结构分析》，
陈奕宏研究员的《各类装备水中空
化研究需求及科学问题》，程少华
研究员的《航行体水下发射空泡多
相流研究》和张伟研究员的《船体
周边气泡群流动的数值模拟与实验
研究》。下午会议由邵雪明教授和
黄彪教授主持，汇报题目分别是左
志钢教授的《瞬态过程管内大空化
泡》，姚志峰教授的《激光空泡能
量 分 配 与 冲 击 波 传 播 特 性 实 验 研
究 》 ， 叶 青 青 教 授 的 《 梢 涡 空 化
三 维 流 动 结 构 及 噪 声 特 性 实 验 研
究 》 ， 孙 铁 志 教 授 的 《 跨 介 质 入
水 空 泡 与 载 荷 流 固 声 耦 合 特 性 研
究》，王静竹研究员的《近自由面
下空泡通气机理研究》和吴钦教授
的《复合材料空化流固耦合特性研
究》。

会议闭幕式由颜开研究员主持，
他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感想，空泡水
动力研究领域的队伍不断壮大，由
一开始这只是几个研究所之间的研
究讨论，之后不断壮大，越来越多
的高校也加入了探讨会。并且研究
空泡水动力特性的专家教授也越来
越多，对其机理也越来越透彻。之
后大家自由讨论发言。

（流体力学专委会  供稿）

工程结构诊断及加固技术委员会
举办学术交流会

2021年10月15日，邀请专委会主任委员王卓琳教高、委员郑士举高
工和建科院更新所设计中心副总经理兰学平高工分别作了题为《上海建
科结构工程科技创新技术进展》、《上海建科房屋检测鉴定技术进展》
和《上海建科改造加固技术进展》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建科院在结构工
程方面的科研进展与业务板块、建科院房屋检测业务的数字化技术革新
以及建科院承担的加固改造项目与最新的加固改造技术。来自组织单位
的成员及专委会委员等8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

 

空化与空泡流动是水动力学的重
点研究方向。为了加强交流，凝聚
力量共同推动该领域的创新研究，
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中船702
所、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船708

所等单位，于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17 日在北京市世纪金源香山商
旅酒店顺利召开。

会议由王国玉教授致辞，表达了
对各位与会人员的欢迎，并且感谢

了颜开研究员等人发起了第一届研
讨会，提供了探讨的机会。会议邀
请了11位在空泡流动领域做出杰出
贡献的专家做特邀报告，并吸引了
多所高校，研究所的专家和学生参

2021年10月25日，邀请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科技发展公司副总经
理韩文鹤高工、建科院机械所机械检测中心副主任王云飞高工分别作了
题为《智能制造转型实践与思考》和《建筑机械数字化检测应用》的报
告，介绍了机械所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的工作以及对数字化转型的思考
和机械所安全机械检验检测业务中的数字化转型。来自组织单位的成员
及专委会委员等3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



个机头，拆卸难度大；连通道竖向倾斜
约3°，后靠及顶进装置施工精度要求
高，顶进过程中姿态控制难度大。环境
保护要求高：连通道穿越晓会路下方共
7根管线、平面上两侧电力管紧贴地块
红线、剖面上雨水管与连通道顶板净距
仅1.2m。 

工作井围护结构采用高压旋喷桩内
插型钢的形式，解决了传统灌注桩支护
占地空间大，掌子面人工凿出时间长的
问题。先行将机头在始发井内组装完
毕，机头顶上掌子面后拔除型钢，减
小了出洞风险。坑内高压旋喷桩满堂
加固，洞口采用MJS加固，解决了型钢
拔除后基坑抗隆起和洞口的稳定性问
题。特殊定制了小型化、模块化顶管
机头，机头总厚度为3.55m，较常规顶
管机头厚度缩减约30~40%，由3节共
10个模块组成，控制机头拆卸后各模
块厚度小于1.5m，保证了机头的分块
下放组装、和分块斜向进洞拆解后吊
出。采用顶拉结合工艺，设置了顶力
为主加最低保证拉力的优化分配模式及
相应的管节抗拉措施，解决了狭小工作
井无增设后靠结构以及矩形顶管进洞、
顶进姿态控制问题。

     
顶管机与拉顶结合工艺

2021年9月24日，地下联通道顶管工
程经过历时3周的平稳顶进顺利贯通。
本项目克服了工作井尺寸“秀珍”、连
通道自身形态复杂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实现了既有建筑狭小空间地下连通道顶
管工程的顺利贯通。随着城市更新的发
展，老旧房屋、主干道路、重要管线、保
护建筑等建构筑物下方地下连通的需求越
来越多，本项目将为既有地下空间互联互
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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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举办“狭小场地条件既有建筑地下连通道顶拉
结合工艺顶管技术交流活动与现场观摩”

2021年9月17日下午，“狭小场地
条件既有建筑地下连通道顶拉结合工艺
顶管工程”观摩与技术交流活动顺利举
行。沪上50余名行业专家及工程技术人
员参加了本次活动。技术交流活动由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吴江斌博士主持，活动
现场报告精彩，交流气氛热烈。

该项目位于浦东新区前滩“小九宫
格”地区，与徐汇滨江西岸“九宫格”
隔江相对。连通道宽约7m，长约26m，底
埋深约9~10m，穿越两侧主体地块之间的
晓会路，连接32-01地块与38-01地块地
下二层。连通道结构由14节预制混凝土
管节段+两端混凝土现浇段组成，矩形断
面的外包尺寸6.9m×4.2m，管节厚1.5m。

 

项目场地情况

工程面临诸多条件限制和严峻技术
难 题 。 工 作 井 尺 寸 狭 小 ： 始 发 井 面 积
47m2，吊装洞口长9.9m，宽2.3~4.3m；
接收井面积23m2，吊装洞口长9.1m，宽
1.5m，常见顶管设备无法安装和施工。
顶管线路复杂：连通道与两侧地下室平
面斜交约13°，接收井尺寸无法容纳整

技术交流现场

顶管平面

顶管剖面图

岩土力学专委会召开2021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
5月6日下午，上海市力学学会岩土力

学专业委员会2021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在
上海地下空间与工程设计研究院7楼会议
室举行。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王卫
东，副主任王怀忠、黄茂松、李耀良、周
质炎、高加云、熊诚、陈锦剑、吴江斌，
秘书长李青参加了会议，许丽萍总工、娄
荣祥总工因工作安排未能参会。李青首先
向大家汇报了2020年专业委员会的主要工
作、并就2021年拟开展的学术会议及技术
交流活动计划与各位主任交换了意见。与
会领导围绕今年的工作计划及专业委员会
未来的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
认为专业委员在2020年疫情防控形势不容
乐观的情况仍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技术交
流活动，起到了很好的平台和纽带作用，
在2021年将持续加强交流合作，为上海的
岩土工作者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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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参与组织了
第八届振动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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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力 学 学 会

沪力学函〔2021〕1号

关于推荐2021年度上海市力学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

通知

各力学学科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为推动力学学科领域的科技进步，促进高层次创造性青年人才的培养工作，

上海市力学学会设立“上海市力学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评选工作每年进

行一次，遵循“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2021

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推荐工作即日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条件

1. 本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范围为 2019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8月 31日期

间国内获得力学学科相关专业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

2. 参评论文须由力学学科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学位委员会、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

等组织推荐。每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单位推荐参评论文不超过 2篇；不具有

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单位，推荐参评论文最多 1篇。

3. 论文答辩前已获得副高级（含）以上职称的作者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

涉密的博士学位论文，不能参加评选。每篇博士学位论文只有一次申报机会。

4. 具体参评条件和约束条件见“中国力学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条例”。

二、申报材料

1. 博士学位论文综合介绍材料，1000字以内。

2. 上海市力学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推荐表，须有答辩时所在单位（如系、院、

— 2—

所等）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3. 博士论文全文（电子版）。

三、时间安排

1. 受理：2021年 10月 10日起至 2021年 11月 20日。

2. 格式和资质审查：2021年 11月 21日—2021年 12月 10日。

3. 初评：2021年 12月 11日—2022年 1月 30日。上海市力学学会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审委员会组织同行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评，从中评选出 5~10篇

入围侯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4. 初评公示：2022年 3月 1日—3月 7日。

5. 终评：2022年 3月 10日—2022年 3月 30日，上海市力学学会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评审委员会进行终评，评选出优秀论文不超过 5篇，优秀论文提名奖不

超过 5篇。

6. 终评公示：2022年 4月 1日—4月 10日

四、注意事项

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学会邮箱，纸质版一式两份，须于 2021年 10月 30

日 17:00前报送到上海市力学学会秘书处，过期无效。

联系人：黄小双

电话：021-53828564

Email：shslxxh@126.com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57号科学会堂3号楼3107室

上海市力学学会

2021年 9月 30日

上 海 市 力 学 学 会 第 十 三 届 理 事 会 动 力 学 与
控制专业委员会在2021年7月23-26日期间参与
组 织 了 第 八 届 振 动 工 程 国 际 学 术 会 议 ( T h e  8 t 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bration Engineering, 
ICVE’2021)。该会议在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
召开，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会议设置
了大会主会场和8个分会场，共24个专题，涵盖
动力学、振动与控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结构动
力学、非线性动力学、多体动力学、航天动力学
与 控 制 、 转 子 动 力 学 、 随 机 动 力 学 与 控 制 、 神
经 动 力 学 、 超 材 料 及 其 应 用 等 。 会 议 投 稿 论 文
529篇，大会特邀报告8个（海外报告4个），分
会场报告464个，其中海外报告70余个。500余
名 振 动 工 程 领 域 学 者 线 下 参 加 了 此 次 会 议 。 在

ICVE’20212期间，于2021年7月26日上海市力
学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召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上海
航 天 技 术 研 究 院 、 中 国 商 飞 上 海 飞 机 设 计 研 究
院、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国家重点
行 业 的 企 业 和 研 究 所 ， 以 及 复 旦 大 学 、 同 济 大
学、上海大学、东华大学等高校的代表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上海市力学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动力
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彭志科主持。复旦大学
方虹斌教授、同济大学彭勇波教授等围绕振动控
制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工程应用方面的新技术和新
方法以及企业与高校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和交流。

（岩土力学专委会  供稿）

举办苏州河深隧工程试验段
苗圃超深竖井观摩与技术交流活动

2021年9月8日下午，由上
海市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
员会主办，华建集团上海地下
地下空间与工程设计研究院、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和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共
同承办的苏州河深隧工程试验
段苗圃超深竖井观摩与技术交
流活动顺利举行。沪上80余名
行业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参加
了技术交流及现场观摩活动。
技术交流会由岩土力学专业委
员会戴斌主持，隧道公司苗圃
竖井项目技术负责人张琦系统
介 绍 了 苗 圃 超 深 竖 井 基 坑 开
挖、降水及监测情况，并和与
会人员就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
交流讨论。随后，参会人员一
起参观了竖井基坑，结合现场
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和探
讨。

 

苗圃超深竖井是深隧排水
系统试验段“两井一区间”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竖 井 内 径 为
30 m，基坑挖深约为56.6 m，
是 目 前 国 内 最 深 的 软 土 基 坑
之一。竖井采用厚度1.5 m、
深度103 m的地下连续墙作为
围护体，在超深地下连续墙施
工中，成功地将墙体垂直度控

制标准由国标的1/300 提高到
1/1000，远超日本同类工程的
1/600，成为全球同行业的最高
标准。不同于先行施工的云岭
西竖井采用的“逐节逆作法”
方案，苗圃竖井采用“环梁顺
作法”，大幅度缩短工期和最
大限度地发挥圆筒竖井结构的
三维空间效应。自2020年底首

层土开挖以来，仅用时192天
（实际开挖天数）就完顺利完
成了底板浇筑，最终围护最大
位移固定在7.7 mm，仅为开挖
深度的0.014%，在工程安全和
质量都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节
约工期约3个月。

岩 土 力 学 专 委 会 对 沪 上
的 重 大 前 沿 工 程 项 目 持 续 关
注 ， 结 合 项 目 进 度 组 织 了 一
系 列 有 影 响 力 技 术 交 流 活

动 ， 对 促 进 行 业 先 进 技 术 的
发 展 、 应 用 和 同 行 间 的 技 术
交 流 起 到 积 极 的 推 动 作 用 。
随 着 苗 圃 和 云 岭 西 超 深 竖 井
相 继 开 挖 完 成 ， 深 隧 试 验 段
工 程 得 到 了 顺 利 推 进 ， 这
将 加 速 和 推 动 上 海 乃 至 全 国
深 层 地 下 空 间 开 发 和 利 用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突 破 ， 助 力 上 海
“全球卓越城市”的建设。 

（岩土力学专委会  供稿）

苗圃超深竖井现场实景

技术交流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