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8 年1 月 5 日

第一期
（总第109期）

2018年1月5日

上海市力学学会

第一期   （总第109期）04

上海市力学学会第十二届四次理事会、
第十二届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２０１８年新春茶话会顺利召开

祝全体会员力学同仁

2017年度第二次“力学名家讲坛”成功举办

2017年12月8日（周五）下
午，上海市力学学会主办的2017
年度第二次“力学名家讲坛”在
科学会堂（南昌路59号）思南楼
901室举行。同济大学徐鉴教授为
来自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多家单
位近五十名师生做一场题为“蚯
蚓型仿生机器人的驱动和步态优
化”的精彩。讲坛由上海市力学学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
研究员卢东强博士主持。

徐鉴教授是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上
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同济大学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研究
计划“共融机器人基础理论与关
键技术”专家指导小组成员、中
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力
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九大代
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器人分
会常务委员、《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力
学 季 刊 》 和 《 动 力 学 与 控 制 学
报》副主编等。徐教授长期从事
非线性动力学、时滞耦合系统的
动力学与控制、软体机器人的驱
动与优化和振动控制与系统辨识
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
文200余篇。

徐教授在报告中指出，蚯蚓
型移动系统设计的关键问题是驱

动形式与环境摩擦共融和步态仿
生协同等问题。徐教授课题组研
究了内部振动驱动和环境摩擦条
件下，移动系统的动力学建模、
分析与实验。具有可动内部质量
系统(system with movable internal 
mass )是一种典型的振动驱动系
统，并有可能成为某些微型和蛇
形机器人的驱动形式。于是，实
现系统的正向运动和提高稳态速
度成为研究这类系统的目标。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常常需要设计
摩擦的形式、内部质量的运动速
度和加速度等，所形成动力学模
型是非光滑的，动力学分析也是
针对非光滑系统展开的。该报告
展现了同济大学动力学课题组最
近 的 一 些 研 究 结 果 ， 主 要 内 容
有：移动系统的非Stick-Slip稳态
运动，在Coulomb干摩擦力作用下
振动驱动移动系统的Stick-Slip运
动，受内部加速度控制模式的单
单元系统可能出现的Stick-Slip运

动进行了分类和实验验证；建立
了蚯蚓型机器人的一般化的运动
学和动力学模型，并基于蚯蚓的
后退蠕动波，提出了任意单元蚯
蚓型机器人的一般化步态设计算
法；基于仿生学的思想，通过模
仿蚯蚓的肌肉结构和肌肉功能，
设计和制作了一个八单元蚯蚓型
振动驱动移动机器人，并从实验
上研究了步态对多单元蚯蚓型机

器人运动性能的影响。
报告结束后，在座的听众纷

纷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与徐教
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力学名
家讲坛”由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
工作委员会承办，为年轻学者和
学生了解科研前沿、领略名家风
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
员会供稿）

第二届“上海力学研究生学术节”成功举办
2017年12月27日下午，上海市力学学会

第十二届四次理事会、第十二届四次会员
代表大会暨2018年新春茶话会在上海岩土
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隆重召开。徐鉴理事
长、陈迎春、郭兴明、叶国强、涂善东、
薛雷平副理事长、时蓓玲监事及60余名理
事、会员代表参加会议。上海岩土工程勘
察设计研究院陈丽蓉董事长应邀出席。

徐 鉴 理 事 长 主 持 会 议 。 上 海 岩 土 工
程勘察设计研究院陈丽蓉董事长首先致欢
迎词，并介绍了该院持续发展的情况。郭
兴明副理事长在会上宣读了中国七部委关
于印发《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的通
知、上海市四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道
德和学 风建设、 抵制学术 不端行为 的通
知。徐鉴理事长代表学会向大会做2017年
学会工作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道：
2017年，我们学会党小组在学会工作中发
挥重要作用，积极带领广大党员会员学习
领会十九大文件精神，党组成员在各项活
动中表现突出，起着引领作用；我们举办
了2017上海力学大会暨第十三届沪港力学
及应用论坛，为会员们提供了一次学习交
流的机会，得到会员们的一致赞扬。各下
属专业委员会开展多项有专业特色的学术
交流会；组织全国第十届周培源大学生力
学竞赛上海赛区活动，获得特等奖一名，
多名一等奖、二等奖佳绩；青年工作积极
活跃，开展了多项活动，顺利完成承接市
科协委托“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人才培养
计划”项目；创新工作呈现新活力，力学

与土木建筑、力学与能源学术交流有新的
进展，得到会员单位的主动积极支持；科
普工作丰富多彩，搭建学会、高校、中学
三合一科普平台，积极参加全国科普日活
动，组织力学科普进校园、参观大飞机基
地、超级计算中心等活动，产生良好的社
会效应；学会推荐了各类人才，组织评选
了2017年优秀青年学者和学生；秘书处工
作有条不紊，为学会各项活动开展提供保
证。

徐鉴理事长进一步介绍了2018年学会
主要工作计划：

一、党组与理事会深入学习十九大文
件，做好党建工作；

二 、 召 开 十 四 届 沪 港 力 学 及 应 用 论
坛；

三、召开院士报告会（岩土力学专业
委员会）；

四、召开2018年上海市岩土及地下工
程学术年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

五、召开2018年上海市流体力学学术
年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

六、开展上海市第三届大学生力学竞
赛（上海理工大学承办）；

七、各委员会做好2018年计划，开展
具有专业特色的各类活动；

八、做好2019年学会成立60周年庆祝
活动筹备工作。

吴慧玲常务副秘书长向大会做了2017
年财务预决算报告。

在欢快的气氛中，时蓓玲监事主持了
颁奖仪式，徐鉴与在座领导一起分别为先
进会员、先进联络员、先进团体单位代表
颁奖并合影。

在薛雷平副理事长主持下，会议进入
自由发言阶段。各委员会负责人、理事代
表、会员代表纷纷发言，他们对即将过去
的2017年工作表示满意，对2018年充满信
心，期待在学会平台上获得更多的收获。

最后徐鉴理事长代表学会向与会理事
和会员预祝新年快乐！ 会议在热闹祥和气
氛中结束。

感谢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提
供优雅的会议室环境和周到的服务！

会前，学会召开了十二届三次党的工
作小组会议，党组组长叶国强组织大家学
习了十九大文件主要核心内容，大家对习
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内容做了重点讨论。
徐鉴理事长主持十二届八次常务理事会，
会议讨论通过：

一、关于学会评审费、推荐费发放意
见；

二、2017年先进会员、先进联络员、
先进集体名单；

三、2018年学会主要工作计划；
四、2019年庆祝学会成立60周年庆祝

活动筹备工作，确定了有关筹备内容和主
要负责人。

（表彰先进名单详见四版）

2017年11月26日，由上海市
力学学会、上海大学主办，上海
市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上
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承办
的“上海力学研究生学术节暨上
海大学力学所第四届研究生学术
年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成功
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
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海 洋 大 学 八 家 单 位 近 四 十 位 教
师、逾二百名研究生参加了这一
盛会。

简短的开幕式由上海市力学
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上海
大学周全研究员主持。上海市力
学学会副理事长郭兴明教授、上
海大学理学院副院长陈玺教授分
别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词，大会主
席、上海大学陈立群教授致开幕
词。随后四场精彩的特邀报告分

别是：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杰青”）魏宇杰
研究员的“石墨烯构筑中的强度
问题研究”；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获得者、“杰青”、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罗喜胜教授的“汇聚激
波诱导界面不稳定性的实验进展
与挑战”；“杰青”、浙江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黄志龙教授的“柔
性智能结构随机动力学及柔性机

器鱼设计”；“优青”、上海大
学丁虎研究员的“柔性体非线性
振动及抑制”。报告先后由张田
忠教授、陈立群教授主持。报告
精彩纷呈，引起了师生们的热烈
讨论。

下午报告分为一般力学与力
学基础、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和
工程力学四个小会场，来自上海
其他高校的31名、上海大学46名
研究生慷慨激昂地展现了自己了

参会代表合影

“沪陕青年力学沙龙”在上海大学成功举办
首期“沪陕青年力学沙龙”于2017年11

月13日（周一）下午在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
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会议室举办。沙龙由“上
海市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工
业大学基础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由上海大
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承办。来
自西北工业大学、浙江大学、江苏科技大
学、中国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708
所）、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
学和力学研究所等单位80余位师生参加了
研讨会，包括西北工业大学基础研究学会
会员朱继宏、胡海豹等4人、上海市力学学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卢东强、丁珏、周全等、
上海大学长江学者钱跃竑教授、上海大学研
究员董宇红、卢志明等等。

学术报告会开始之前，上海市力学学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卢东强介绍了与会来
宾，接着上海市力学学会主管青年工作的副
理事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常
务副所长郭兴明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
幕辞和欢迎辞。郭教授勉励年青人潜心研
究的同时也要多参与交流。随后，四场精
彩的报告顺利举行，先后由西北工业大学
陈效鹏教授、上海大学卢东强研究员主持。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胡 海 豹 教 授 做 了 题 为
“超疏水表面水下气膜层减阻研究”的报
告。 胡教 授在报 告中指 出， 合适的 仿生

超疏水微形貌表面利于在壁面封存气膜，
是一 种潜 在的兼 具防污 功能 的新型 高效
减阻 技术 ，未来 有望广 泛应 用于海 洋工
程和其它相关领域。该报告汇总了近年来
在该 领域 取得的 最新研 究成 果，重 点展
示在超疏水表面气膜稳定维持方法方面的
研究进展。胡海豹教授自09年以来一直致
力于水下疏水性表面减阻技术研究工作。
作为负责人或技术骨干，先后承担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总装武器装备探索研究项
目、 装备 预研基 金、高 等学 校博士 学科
点专项基金等相关课题20余项，已累计在
Science Advances、Physical Review E、Ocean 
Engineering、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Langmuir、Experimental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SCI
索引近30篇），获省部级科技奖2项，授权
发明专利10多项。曾入选西工大“翱翔之
星”、“优秀青年教师”。

上海大学周全研究员做了题为“Heat 
Transport in Turbulent Thermal Convection”
的报告，介绍了Rayleigh-Bénard对流中几
个关键物理参数（Nusselt数，Rayleigh数，
Prandtl数，宽高比等）对流动和传热的影
响，展示了一些有趣的实验和数值结果。
周全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流体力学方面
的科学研究，已在相关研究领域共发表SCI

论文30余篇。目前的研究兴趣有：实验流
体力学、Rayleigh-Bénard热对流和Rayleigh-
Taylor湍流。201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首届“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青）”
资助，2013年入选中共中央组织部首批“青
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万人计划”第三
层次人才计划），同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西北工业大学张超教授做了题为“编
织复合材料的多尺度失效行为与有限元模
拟研究”的报告。基于前期对二维三轴编
织复合材料的研究工作，从几何建模、边
界条件的定义、材料模型的选择和参数的
校正等方面，张超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细
观有限元模型的建模方法和思路。张超教
授主要从事航空复合材料结构力学行为、
航空结构的冲击动力学及多尺度数值仿真
等方 面的 研究工 作。注 重运 用多学 科交
叉、 实验 测量与 数值模 拟研 究相结 合的
方法 ，在 编织复 合材料 结构 的的力 学行
为、航空结构抗冲击仿真与设计、复合材
料老化行为、边界效应与多尺度模拟、能
源结构的多场耦合模型等方向取得了一系
列创新性研究成果。已在国际著名学术期
刊如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osites Part A、Composites Part B、
Composite Structures、Journal of Power 

Sources、Mechanics of Materials等发表一系
列论文。2017年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
青年项目和陕西省青年百人。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朱 继 宏 教 授 做 了 题 为
“飞行器结构轻量化与性能优化设计”的
报告。朱教授从航空航天飞行器结构设计
应用角度出发，综述了近年来结构拓扑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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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变形
设计、热与动力学性能设计等方面的系统
性成果。此外，朱教授还展望了拓扑优化
方法面向未来飞行器结构设计难题亟待开
展的研究方向。朱继宏教授主要从事飞行
器结构轻量化与性能优化设计、航天器结
构系统动力学优化设计、高速飞行器防热-
承载一体化结构设计、智能变体结构优化
设计、面向增材制造的结构拓扑优化设计
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973、重大专项、总装专项、
军队与国防预研等课题，发表论文 100 余
篇，其中 SCI 检索42篇，出版英文专著2
部。朱教授获得了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和青年拔尖人才、翱翔青年学者、陕
西省青年科技新星等荣誉称号。

报告期间，大家进行了就感兴趣的问
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报告结束后，与会者
纷纷表示，这次活动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
沙龙，展现了年青教授们的风采，激励了
青年学子努力学习的情怀。

（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供稿）

科研成果。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大学的20位专家学者受邀担任了评
委。专家们对研究生口头报告的流
畅度、时长控制和问题回答等5项
综合指标进行了评分。每一个分会
场都上演着热烈的“碰撞火花”，
演讲的同学精神抖擞，聆听的同学
积极提问，唯独缺憾是时间紧凑、
意犹未尽。中场休息期间、报告结
束后仍有同学们围在一起激烈讨
论。与会的师生们纷纷感叹获益匪
浅、不虚此行。

2016年11月，“首届上海力学
研究生学术节暨上海大学力学所第
三届研究生学术年会”在上海大学
延长校区举办，该项活动已经成为
上海力学研究生重要的学术交流平
台。此外，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每年还组织了“力学名家
讲坛”、“上海力学青年论坛”，
从中青年学者和学生领略了名家的
风采、学习了前辈的努力探索的
精神，并加强了同行间的交流。同
时，进行了“力学优秀青年学者”
和“力学优秀学生”的评选，为年
轻人的成长提供了一个重要舞台。
青年工作委员会每年还分别协助
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组织“船
舶海洋工程与力学国际暑期学校”、
“力学博士生论坛”，今年还联合
西北工业大学基础研究会举行“沪
陕青年力学沙龙”，这一系列活动
扩展了年轻学者和学生的科研视
野。

（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工作
委员会供稿）

左起：吴慧玲、陈迎春、薛雷平、陈丽蓉、徐鉴、叶国强、郭兴明、时蓓玲

十二届三次党小组会议 十二届八次常务理事会 为先进代表颁奖

新年快乐！阖家幸福！
常务理事会推荐先进个人

涂善东  张俊乾

常务理事会推荐先进集体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大学

先进个人
诊断加固  高润东   生物力学  姚    伟  流体力学  杨小权

科普工作  汤莉君   动  力  学  陈龙祥  青年工作  张    舒

力学季刊  仲    政   固体力学  杨    帆  计算力学  程玉民

岩土力学  熊   诚    交  通  流 周溪召  产  学  研  陈立生

实验力学  朱启荣   振动力学  彭勇波  教育工作  楚海建

先 进 联 络 员

先 进 集 体
诊断加固    生物力学    流体力学    动 力 学    固体力学    计算力学    岩土力学    交 通 流    实验力学    振动力学    科普工作    青年工作

表 彰 先 进 名 单

上海隧道股份公司  程    烨
上海核工程研究院 沈小要
上海岩土勘察设计研究院 苏    辉
702所上海分部： 常    野
东华大学 邹    婷
华东建筑设计院 吴江斌
同济大学 汤可可
复旦大学 吴豫哲
上海汽轮机厂 刘    岩
上海地下空间设计研究院 冯    星
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 范桢莹

上海东昊测试设备技术公司 沈高飞
上海隧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徐蓉蓉
华东理工大学 何录武
宝钢技术集团 袁宇明
上海交通大学 曹嘉怡
建工集团 李    阳
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 王卓琳
上海理工大学 彭    斌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所 万海波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 朱    艳

上海大学 丁   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曹丽杰 
上海基础工程集团公司 王理想
外高桥股份公司  马    辉
上海公路桥梁有限公司 任天晔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张   威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丁俊宏
上海飞机设计院 张美红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 张    慧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高立名

徐鉴做报告

上海市力学学会第十二届三次

党小组会议

上海市力学学会第十二届八次

常务理事会

2017年12月27日

201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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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在能源领域的发展与展望”技术交流会

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
“生物力学与人类健康”讲座在上海交大附中举办

责任编辑：卢东强

2017年10月11日，上海交
通大学附属中学校特邀复旦大
学航空航天系生物力学研究所
的王盛章老师为高一4个实验班
同学进行了“上海市力学学会
科普讲座”活动，讲座的主题
为“生物力学与人类健康”。

王盛章老师的讲座分四个
部分，分别是：流动与医学听
诊、心脑血管疾病与血液动力
学、骨科生物力学以及耳蜗力
学。

首先，他通过雷诺实验引
出了流体的三种流动状态——
层流、湍流（紊流）、过渡状
态，并向我们讲解了雷诺数的
计算公式和其物理意义，并由
此解释了肺部听诊、心脏听诊
和听诊法测量血压的原理。

接 着 ， 王 盛 章 老 师 介 绍
了作为西方死亡率最高的冠心
病和中国死亡率第一的脑血管
病 ，  而 两 种 疾 病 的 发 病 的 最
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动脉狭窄引
起的心脑血管系统的梗塞。进
而，他讲解了直圆管中的流动
规律：哈根-泊肃叶定律，用该
定律定量分析了血流量与狭窄
率的关系，并且从血液动力学
角度分析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病
突然的原因。

第 三 个 部 分 是 骨 科 生 物
力学，他介绍了骨的微观结构
（ 包 括 正 常 人 与 骨 质 疏 松 患
者），而骨结构与其受到载荷
后的压力线的完美重合也使我
们 再 次 体 会 到 生 物 进 化 的 奇
妙。此外，他还介绍了“应力

性骨折”这种现象，使我们了
解到这是一种过度使用骨骼造
成的损伤，多发生于身体承重
部位，如小腿胫腓骨和足部，
也让我们明白了姚明过早退役
的原因。

第四个部分是耳蜗力学，
在简单介绍了人耳及耳蜗的结
构和功能后，他重点讲解了人
工耳蜗的原理：即通过电极刺
激听神经，从而帮助失聪者重
获听力。

通过本次讲座，使同学们
深刻体会到人类健康与生物力
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掌握
各种物理和力学知识对帮助大
家学习生命和人类健康的相关
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上海交大附中供稿王盛章做报告

科普活动纪实
的抗压性最强呢？要兼顾纸结构的长度、粗细和
厚度。

教授将抽象的理论变为形象的实验，他拿出
了他们的“神器”——四个纸筒和一块长木板。
他邀请汤校长作为试验人员，站上纸筒看能否承
载住她的重量。在教授的一声“见证奇迹的时刻

到了！”
那一刻，全场突然一片寂静，大家

都紧紧注视着木板。扶着汤校长的老
师放手了！汤校长稳稳地站在了木
板上。刚才还只能听到鼻息的体育
场里顿时人声鼎沸，顷刻间爆发出
了雷鸣般的掌声。

教授只是笑了笑，他又提出了
新的挑战：要让同学上来。这次充

斥在体育馆里的不再是紧张，而是
期待。一位同学自告奋勇，踏上了长

板。 令人失落的是，这块长板在同学站
上去的一刻倒下了。同学们不禁奇怪。教授

却不灰心，在一番重新调整以后，那位同学再次
站上木板。

教授说：“你们也想创造这样的奇迹吗？那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实践时间，请用你们的聪明才
智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同学们一个个跃跃欲试，代组长拿来材料
后，各自陷入了头脑风暴。或是询问教授，或是
小组讨论，教授的学生也不忘送上一两句提示。

现场采访纪实：采访汤校长——“揭开科学
的神秘面纱”Q:举办活动的目的是什么?A:新初
二刚开始学习物理，有许多疑惑，不明白为什么
学，怎么学，学了有什么用。这个活动可以帮助
他们了解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可以对身边的许多
事物进行探究，并自主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获
取并分析数据，得到结论，思考如何应用结论。
总之，这一次活动能够帮助同学们感受科学的魅
力，并揭开她神秘的面纱。采访王教授——失败
是成功之母对于许多同学尝试不同形状截面，王
教授表示：经过自己的尝试,圆形是最佳选择，但
是同学们的思维十分活跃，这是好事。在不断尝
试中学习，哪怕失败或完不成任务都不必气馁，
不断尝试总会有收获。采访大学生（学习经验）
在数理化学习上，最重要的是了解概念 同时把前
后知识联系起来会更加有效果。“刷题不刷基础
只刷难题”采访同学：1外形大体已经完成，但
是并不满意，想制作出与样品有所区别，但抗压
能力更强的作品。2期望值并不高，但是作品完
成较好，感觉非常满意。

杨浦民办实验中学供稿

2017年12月6日下午，上海市力
学学会在上海交通大学组织召开“力
学在能源领域的发展与展望”技术交
流会。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
学、华东理工大学师生，上海核工程
研究设计院、上海发电设备成套院、
上海汽轮机厂、中广核电设计院的专
业技术人员共50多人参加会议。    

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吴慧玲主持会
议。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大薛雷平
教授首先致辞，他代表学会、代表上
海交大欢迎各位的到来。他介绍了学
会组织此次会议的背景。去年年底，
学会在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召开同
样题目的交流会。会上，上海核工程
研究设计院、上海发电设备成套院、
上海汽轮机厂三位企业代表分别介绍
了各自企业情况及研究工作中已经解
决的力学问题和有待需要解决的力学

问题。今年，顺应各单位的建议，学
会再一次组织这次交流会，特邀了高
校的老师作报告。希望学会力促产学
研结合，搭建好产学研交流平台。

会 议特 别邀 请了 四位 专家 做了
专题报告。上海交通大学许金泉教授
做了“金属材料高温蠕变及蠕变疲劳
的寿命评价方法”报告，他介绍了通
过对损伤累积机制分类并分别建立
其损伤演化律，经耦合损伤演化分
析，研究提出了一种统一的金属材料
高温蠕变和蠕变疲劳的寿命评价方
法。复旦大学霍永忠教授做了“核燃
料元件材料中的关键力学问题”报
告，他介绍的是其科研团队的最新研
究成果，该研究结合力学和核科学
技术交叉科学知识，考虑元件材料
重要辐照效应、材料微结构（如裂
变气体所致孔隙率，弥散颗粒体积

含量、颗粒尺寸等）的影
响，建立针对不同核燃料
组分材料多尺度多场耦合
的模拟方法，发展有限元
建模手段，实现不同类型
燃料元件和燃料组件的堆
内辐照-热-力耦合行为的
数值模拟。华东理工大学
王国珍教授做了“核电主
设备异种金属焊接头的力
学行为与安全评价技术”
报告，报告以三代压水堆
核电安全端结构中的镍基

合金（Alloy52M）焊缝连接的低合金
A508 钢和316L奥氏体不锈钢异种金属
焊接接头为对象，分析了该接头的局
部力学性能、断裂机理和安全评价技
术。上海交通大学李余德副研究员做
了“固体力学在锅炉构件中的应用”
报告，他以火电厂锅炉主要构件为研
究对象，首先报告了汽包钢BHW35的
中温断裂韧度随温度的变化规律。接
着介绍了以高温蒸汽管道的实际运行
结果为基础，将全过程蠕变理论θ-
射影法应用于实际管道，提出的C-射
影方法，并介绍了适用于电厂科学管
理的蠕变寿命预测与运行管理（ＣＬ
Ｐ）软件。

参会者对四位学者的报告产生浓
厚的兴趣，会上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
讨论。

2017年上海市岩土及地下工程年会
暨第十二届“孙钧讲座”简 讯
2017年12月1日，由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岩土力

学与工程专业委员会、上海市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
委员会及上海市公路学会隧道与地下空间专业委员会
联合主办的“2017年上海市岩土及地下工程年会暨第
十二届孙钧讲座”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顺利召开，来
自高校、设计、施工和科研单位等200余名代表出席了
会议。本届“孙钧讲座”主讲人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浙江大学陈云敏教授，其报告题目为“骨架可降解土
体固结理论及在填埋固废工程中应用”，陈云敏院士
提出了城市固废降解压缩本构关系，建立了生化反
应、骨架变形、孔隙水运移、孔隙气运移和溶质迁移
耦合作用的降解固结理论，并在百余座填埋场工程中
应用。上海市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全
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建建团上海地下空间与工程
设计研究院王卫东院长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题为“超深
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技术与工程应用”的大会报告，
此外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耀良、委员沈水
龙、缪俊发、周蓉峰和陈锦剑也分别作了大会报告。
本次会议是2017年度上海市岩土与地下工程领域的一
次盛会，为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交
流平台，将积极地推动上海岩土与地下工程新技术的
推广应用。 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 常林越供稿

上海市力学学会工程结构诊断与加固技术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

上 海 市 力 学 学 会 工 程 结 构 诊
断 与 加 固 技 术 专 业 委 员 会 特 邀 请
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王永昌教授于2017年10
月20日在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举行
学术交流活动。上海市力学学会工程
结构诊断与加固技术专业委员会许清
风秘书长、龚治国委员、同济大学楼
国彪委员，陈玲珠、陈溪等学会会员
等约18人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会。

王永昌教授目前任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他的研究领域
主要包括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结构

抗火性能和防火保护材料等。他是很
多英国标准和欧洲标准的编委，主要
负责Eurocode 3 Part 1.2 (钢结构防火设
计) 和 Eurocode 4 Part 1.2 (钢-混凝土
组合结构防火设计)的修订。

学 术 交 流 会 上 ， 王 永 昌 教 授
做了题为《Challenges of Structural 
Fire Engineering Research-Materials, 
lifestyle, whole structur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的学术报告，分析了目
前钢结构、混凝土结构和木结构抗火
需要解决的问题：1、如何提高节点
的转动能力？模拟研究发现若螺栓采
用耐火钢或不锈钢，临界温度可提高
200oC，可否采用试验验证？2、膨胀
型防火涂料的传热模型对其他厂家生
产的其他种类涂料是否适用？现场如
何检测？涂料开裂的影响？3、轴向
约束对混凝土构件的影响？3、木材
本身是可燃的，对木结构火灾性能的
影响？4、木结构如何定义火灾极限
状态？

接着，与会人员与王永昌教授进
行了现场防火涂料检测评定等关键问
题的深入交流。王永昌教授建议建科
院今后可在防火涂料老化对防火效果
的影响、防火涂料性能现场检测评定
等领域进行研发，并在研发基础上进
行技术咨询服务。 （许清风供稿）

中加双边学术交流会中英双边学术交流会

上海市力学学会工程结
构诊断与加固技术专业委员
会特邀请了加拿大康考迪亚
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
王良柱副教授和戚大海博士
于2017年10月31日在上海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举行学术交
流活动。上海市力学学会工
程结构诊断与加固技术专业
委员会许清风秘书长，张富
文 、 陈 玲 珠 等 学 会 会 员 等
约12人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
会。

王 良 柱 博 士 现 为 加
拿 大 康 考 迪 亚
大 学 （ C o n c o r d i a 
University）副教授，
博士生 导师，建 筑流
体及热 能研究主 席。
王良柱 博士长期 从事
建 筑 防 火 安 全 和 建
筑 热 流 体 方 面 的 研
究。现已发表48篇国
际期刊论文，以及42
篇 国 际 会 议 论 文 。
他 是 S C I 期 刊 E n e r g y 
a n d  B u i l d i n g 编 委 ，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B u i l d i n g  a n d 
Environment、Indoor 

Air ,  HVAC&R Research，
Building Simulation等SCI国
际 期 刊 及 若 干 国 际 会 议 论
文 的 评 审 人 。 戚 大 海 博 士
现 为 加 拿 大 康 考 迪 亚 大 学
（Concordia University）博
士后。他长期从事建筑火灾
通 风 方 面 的 研 究 工 作 。 已
发 表 1 3 篇 期 刊 论 文 （ 其 中
8 篇S CI 论 文） ，  以 及 15 篇
国 际 会 议 论 文 。 他 是 国 际
期刊Energy and Building、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 
等SCI国际期刊及若干国际会
议论文的评审人。

王 良 柱 副 教 授 和 戚 大
海 博士 分 别 做了 题 为 《T h e 
State-of-the-art – Analytical,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Technologies for Fire Smoke 
Control Designs and Analysis 
in Large Structures of Built 
Environment》和《Froude-
Stanton modeling of fire smoke 
movement  in  la rge ver t ical 
spaces of high-rise building》的
学术报告，详细介绍了新的

解分析、实验和数值模拟技
术及其在解决高层建筑和长
隧道问题中的应用；CONTAM
软件的功能以及在高层建筑
中的应用；小模型实验用于
研究高层建筑热质交换的问
题等等。

接着，与会人员与王良
柱副教授和戚大海博士进行
了高层建筑火灾模拟等关键
问题的深入交流。王良柱副
教授希望以后与建科院在城
市公共安全方面进行更多的
合作。 （许清风供稿）

许金泉 霍永忠 王国珍 李余德

王永昌 戚大海 王良柱

王卫东主任作大会报告

活动组织：同济大学航空与航天力学学院、上海市力学
协会、上海民办杨浦实验学校

现场采访：上海民办杨浦实验学校媒体团范逸尘、任欣
扬、苏易、孟宇桐、鲍宏尘

2017年11月17日，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同济大学王斌耀教
授和他的团队一行五人来到我校举办力学科普。初二年级所
有140余位同学和部分老师以及校领导齐聚一堂，探索力学
世界的奥妙。

一开场，王教授先介绍了这次讲座的目的和一些物理中
的基本概念，并指出要培养从生活中发现问题、敢于研究并
予以解决的素养。王教授的讲座不讲大道理和公式——教授
认为，只有亲自动手切身体验才是最重要的。这次，我们需
要亲自透过现象寻找本质。

这次活动的主要介质是普通纸张，纸张的抗拉性能，这
一环节我们无法亲手实验。于是，教授在PPT中给我们观看
了他们的实验过程和研究结果。他们利用废纸进行实验，最
后得出：纸张的抗拉强度与长度无关，与方向有关，具有各
向异性。

接下来通过现场观察纸张三个方向的受压情况，看到纸
张竖放连自重也承受不了，这是因为接触面在一个方向尺寸
过大，在另一方向尺寸极小，但只要折成空心筒（教授拿出

了截面形状不同的筒柱），就能承受一定载荷，由此得出：
抗压强度与实体截面面积和实体面积分布及长度有关，进一
步了解到增加约束可以提高承载力。

那么，在使用纸张量有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纸结构

看，成功了 成功后的喜悦

名师进课堂

我们自己做

力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