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青年力学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

2014 年 5月17 日，“上海

市青年力学论坛”和“上海市

流体力学沙龙”在上海交通大

学闵行校区木栏船建大楼报

告厅举行。本次论坛和沙龙活

动由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和上海交通大学联

合主办。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应

用技术学院、上海飞机设计研

究院等单位的老师和研究生

近两百人参加了此次活动。上

海交通大学长江学者廖世俊

教授和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

工作委员会主任万德成教授

主持了活动。

本次论坛和沙龙活动邀

请了清华大学符松教授，华

东师范大学周风教授，上海

大学周全教授，同济大学金哲

岩教授，复旦大学谢锡麟教授，

和上海交通大学孙仁教授做

主题演讲。六位报告人分别

就粗糙、方腔单元转捩流动

问题，三维 Navier-Stokes 方

程解适定性问题，湍流热传

导问题，降落伞的尾流场结

构的实验研究，边界的可变

形运动对流场空间动力学行

为的影响，以及流体中的非定

常动力学问题，做了深入浅出，

生动有趣，富有启发性的演讲，

不仅指出了各自研究方向领

域的核心问题，同时又结合

研究工作谈了对问题如何思

考，如何发现问题，如何解决

问题的体会。多位老师和研

究生分别与六位报告人进行

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和交流，

气氛活跃，生动活泼，形成了

平等自由轻松讨论的良好氛

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次活动的内容和互动形式

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并

符  松 周  风 周  全 金哲岩 谢锡麟 孙  仁 廖世俊 万德成

会议现场

给大家以很多丰富的启迪，产

生了广泛的共鸣，大家纷纷表

示这种自由无拘束的讨论交

流方式非常好，都希望今后多

开展类似的活动。本次活动的

成功举办，得益于上海市力学

学会和青年工作委员会各位

委员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以及上海市科协给予的赞助

支持。� （万德成供稿）

5 月 8 日下午，教育工作委员会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 2601 室召开工作

会议，张俊乾主任、陶伟忠副主任

及上海各高校的委员代表参加会议，

同济大学王斌耀教授、吴慧玲常务

副秘书长应邀参加会议。

会议由张俊乾主任主持。会议主

要总结了全国第九届大学生力学竞

赛活动情况，王斌耀教授首先介绍了

同济大学的参赛经验和体会，得到大

家的一致认可。上海大学力学系施

冬莉副主任介绍了上海大学刚刚组

队参加的白俄罗斯国际大学生力学

竞赛情况，余慧杰老师和米红林老

师分别介绍了他们组织竞赛的情况，

得到参会老师积极关注。

会议一个重要议程是讨论上海

“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
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

6 月 12 日，教育工作委员会召

开“上海大学生力学竞赛”第二次工

作会议在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奉贤校区

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本市 12 所高校

负责大学生力学竞赛的 14 位老师。

会议由施冬莉秘书长主持。应用

技术学院机械学院张慧敏副院长代表

上海市应用技术学院向大家表示，一

定支持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尽全

力做好保障工作。参会老师对“上海

市大学生力学竞赛”议题充分发表讨

第一条  总则

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是大学

生的群众性科技活动，由上海市力学

学会主办，相关高校承办。2014 年

举办首届竞赛，此后，每两年举办

一届。

本竞赛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展

示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舞台，激

发我市大学生学习力学的积极性，提

高大学生运用力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本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同时可以有力促进我市高等学校力

学基础课程的改革与建设。�

第二条  组织领导

1．上海市力学学会责成其下属

机构——上海市力学学会教育工作

委员会负责组织本项竞赛。

2．上海市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

员会下设竞赛筹备组，筹备组成员

由各高校选拔教师担任，其职责是：

根据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竞赛的相

关决定，负责组织竞赛、命题、评

审等相关事宜的实施。

第三条  竞赛程序

1.�参赛对象：年龄在 30�周岁以

下的在校大学本科、专科及研究生。

2.�竞赛科目和方式：力学竞赛

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两个部分。个人

赛采用闭卷笔试方式，其基础知识

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章程
（初稿）

地区开展大学生力学竞赛活动议案，

复旦大学力学系张迪副主任首先提

出这一建议，到场的老师们对此热情

很高，一致认为，上海地区应该组织

自己的竞赛活动，一方面为来年参加

全国大赛做好准备工作，另方面使得

竞赛工作具有连续性。大家纷纷献

计献策，提出上海竞赛活动的具体

做法。会议决定，将在今年 10 月份

举办上海地区首届大学生力学竞赛，

由张迪、施冬莉、王斌耀三位老师

起草方案初稿，然后由各校代表组

成的工作小组做出首届竞赛的方案。

竞赛承办单位暂定上海大学或者上

海应用技术学院。

本次会议得到复旦大学和张迪

老师支持，特此感谢！

“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
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

论意见，会议最终决定：

1、上海市首届大学生力学竞赛

理论测试时间：2014 年 11 月 29 日，

团体赛时间：2014 年 12 月 13 日。

2、竞赛地点，个人赛：上海

应用技术学院奉贤校区，团体赛：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徐汇校区。

3、由上海大学出理论测试题

目，由上海交通大学出实验团体

赛题目。每个学校组一个队（三

人）参加团体赛。

4、个人赛报名费 50 元 / 人，团

体赛 1000 元 / 队。

5、由同济大学与上海市教委联

系，择日前去汇报竞赛情况，争取

覆盖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两门课程，

着重考核灵活运用基础知识、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体赛为理论

设计与操作方式，内容包含理论力

学和材料力学部分。

3.�报名办法：个人赛参赛者通

过所在学校（研究所）或个人直接

向上海市力学学会报名。报名者需

填写报名表。个人赛报名费 50�元 /

人，报名后未参加竞赛者恕不退还

报名费。参加团体赛选手可当场报

名，但团体赛选手必须参加过个人

赛，每个学校组成一队，每队三人，

报名费为 1000 元 / 队。

4.�奖励办法：由竞赛筹备组组

织专家根据个人竞赛成绩评出个人

赛特等奖 10 名，一等奖 20 名。二等

奖和三等奖以各校报名实际参赛人

数为基数，以各校阅卷成绩评选出

二等奖 10%，三等奖 15%。由竞赛筹

备组组织专家根据团体竞赛成绩评

出团体赛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2 名，

二等奖 3 名，三等奖若干名。�

第四条  其它

本章程由上海市力学学会教育

委员会负责解释。

上海市力学学会�

2014 年 6 月 18 日

（施冬莉执笔）

会议现场

获得市教委支持。

本次会议得到上海应用技术学

院和米红林老师大力支持。特此

感谢！

会议现场 参会老师合影

徐鉴 唐平 周徐斌 杨根庆 史晓鸣

会议现场

航天工程与力学 2014 上海论坛成功举办

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的大力支持下，由上海市力

学学会主办和承办的“航天

工程与力学 2014 上海论坛”

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在上海市

科学会堂思南楼召开，会议邀

请了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宇

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唐平副所

长和张华博士、上海卫星工程

研究所研究所周徐斌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小卫星研

究所前任所长杨根庆教授、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史晓鸣

博士、复旦大学唐国安教授

和陈力奋副教授，上海市力

学学会正副秘书长徐鉴教授

和吴慧玲高级工程师、上海

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

委员会蔡国平主任和上海力

学学会振动工程专业委员会

宋汉文主任也参加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交通大

学和同济大学的研究生代表。

开幕式由上海市力学学

会秘书长徐鉴教授主持。他

首先对来自于上海航天技术

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微

小卫星研究所和上海机电工

程研究所的航天工程领域特

邀专家和领导前来前来参加

本次论坛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并在此明确了本次论坛的目

的，期望通过本次论坛的学

术交流和讨论，切实加强力

学学科与国家在航天重大工

程需求之间的相互融合 ,�凝练

出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形

成具有交叉、整合和结构合

理的研究队伍，齐心协力，

培养出一批年青的、更有作

为的拔尖人才，共同完成相

关的航天工程任务。

会议听取了唐平教授、

周徐斌教授、杨根庆教授和史

晓鸣博士的面对工程问题的

特邀报告。邀请报告中，唐

平副所长根据近年承担的航

天工程任务情况，介绍了“新

型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若干

问题”，针对航天运输系统

好和结构与机构系统，提出

了在实现可展结构大型化和

柔性化、可展结构高精度和

高稳定、多任务对接适应性、

对接过程柔顺化工程进程中

的技术需求和科学研究需求；

周徐斌副所长针对航天器在

发射阶段、入轨初期和在轨

稳定运行三个不同阶段，做了

题为“航天器�动力学问题探

讨”邀请报告，明确提出了在

结构与机构设计、轨道设计

及姿态控制系统设计方面的

多环境和多场条件下

动力学设计技术需求；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小

卫星研究所前所长杨

根庆教授介绍了“微

小卫星研制中的动力

学问题”。在报告中，

他提出了卫星结构和

构形优化设计中的力

学基础、卫星力学振动地面

试验、高精度探测卫星运行

中的振动抑制等科学研究需

求。史晓鸣博士代表上海机电

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李军政副

所长做了“飞行器研制中的

若干气动弹性问题”，从气

动热弹性、地面热模态实验、

颤振半实物仿真实验提出了

工程技术需求，提出了在气

动弹性分析方法方面应解决

好协调计算效率和计算精度、

协调好系统模型复杂度和可

设计性的的科学需求。

特邀报告结束后，与会

专家和代表围绕专题报告进

行了长达 4 个小时的讨论，一

致形成如下意见：

1.� 针对报告中提出的航

天工程技术需求，再次组织高

校从事科学研究的相关教授

提炼科学问题和解决科学问

题必须从事的研究内容、研

究方案，并回访相关的航天

工程单位听取意见进行修改；

2.� 在形成成熟的科学问

题、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后，

组织由航天工程部门一线技

术人员、高校教授和研究生

组成的研究队伍，对形成的

成熟问题进行有步骤、有时

间节点的持续研究，形成系

统性成果。

3.� 在上述基础上，形成

系统的研究方向和攻关内容，

在国家或上海市有关部分积

极推进立项，并获得经费支

持。

与会专家表示这种小型

的高端的学术论坛的形式会

议费用小、会议效果好、交流

充分、与会人员收获大，获得

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赞誉，

可以作为上海市力学学会一

种新的会议形式进行推广。

� （徐鉴供稿）

上海市力学学会 2013 年财务报表
（元）

 收入 支出

会费 138010 会议 24494

科技 65680 科技 115012

会议 1000 咨询 2000

利息 14337 其他 39156

其他 80500 管理 108877

合计 299527 289539

全年结余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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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Shanghai 2014 国际学术会议顺利召开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28 日，为

期三天的 GeoShanghai�2014 国际学

术会议在小南国花园酒店顺利举行。

GeoShanghai 国际会议是由同济大

学、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

土工程分会、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会、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上海

市力学学会联合主办，同济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地下建筑与工程系承办

的四年一届的国际岩土工程界盛会。

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余

名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代表出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大会为第三届

GeoShanghai 国际会议，由同济大学

丁文其教授和亚利桑那大学章连洋

教授担任主席，李晓军副教授和张

雄副教授任秘书长。�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陈以一教

授出席 26 日的开幕式并致辞，对

与会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并预祝大会

圆满成功。前副校长李永盛教授主

持了“孙钧院士讲座”（Sun-Jun�

Lecture），主讲人为来自麻省理工

学院的 Herbert�H.�Einstein 教授。本

次大会邀请了八名国际知名学者做

主题学术演讲，他们分别为：Prof.�

Herbert�H.�Einstein（麻省理工学院教

授）、Prof.�Kenichi�Soga（剑桥大学

地下系主任）、朱合华教授（同济

大学，长江学者）、Prof.�Jean-Louis�

Briaud（德州农工大学教授，前国

际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学会主席）、

陈云敏教授（浙江大学工学部副主

任， 长 江 学 者）、Prof.�Buddhima�

Indraratna（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前

土木学院院长）、Prof.�Lyesse�Laloui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土木分部主任）

和 Prof.�Louay�Mohammad（路易斯

安那州立大学教授）。本次大会还

设立了 7 个分会场，共举行了逾 200

场学术报告，与会学者积极踊跃地

开展学术讨论、交流。本次大会还

设有同济 - 剑桥 - 波鸿鲁尔 - 奥地

利隧道及地下工程研究中心四（院）

校交流，智能压实技术和地下工程

教育、研究及合作国际研讨会三个

学术交流专场，各校师生、专家学

者围绕岩土工程及地下工程领域前

沿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极大的

促进了专业内国际学术交流氛围。

此外，还布置了开放的学术海报会

场，供学者们方便地展示学术成果

并互相了解各领域研究进展。

27 日晚主办方在小南国一楼宴

会厅举行了欢迎晚宴，同济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顾祥林院长出席并致欢

迎辞。晚宴上公布了由大会委员会

评比的特别贡献奖、最佳论文奖、

最佳学术海报奖、杰出志愿者等奖

项。晚宴在热烈且愉快的氛围中进

行。28 日下午，主办方还组织与会

的国内外学者参观汉中路地铁站深

基坑、长江隧桥、同济大学实验室。

大会结束后，主办方将会议期

间的精彩照片贴在照片墙上，供与

会嘉宾挑选、合影、签字留念，国

内外学者其乐融融、依依不舍。至此，

GeoShanghai�2014 国际学术会议圆满

落幕。与会嘉宾给予此次会议高度

评价，并相约下届 GeoShanghai�2018

再会！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李晓军供稿）

工程结构诊断与加固技术专业委员会

举行中外竹结构研究学术交流会
为了解国际竹结构的最新研究

进展，加强上海市力学学会工程结

构诊断与加固技术专业委员会和上

海建科院上海市工程结构新技术重

点实验室的学术交流，特邀请美国

匹兹堡大学 Kent�A.�Harries 博士和国

际竹藤组织 Olive�Frith 先生于 2014

年 5 月 6 日来访，并在上海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举行中外竹结构研究学

术交流活动。上海市力学学会工程

结构诊断与加固技术委员会蒋利学

委员、许清风委员以及上海市工程

结构新技术重点实验室人员固定人

员共2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会。

交 流 会 上，Harries 博 士 作 了

题 为“Sustainable�hazard� resistant�

con s t r u c t i on � u s i ng � i nd i g enou s�

materials-� bamboo� construction� in�

Darjeeling�and�Skikim”的报告，阐

述了可持续灾害抵抗建筑的需求、

竹结构优点、竹结构标准化历程，

介绍了已开展的竹材劈裂性能、抗

弯性能、抗拉性能及徐变特性等试

验研究，相关试验结果为竹结构标

准的制订奠定了基础，同时还设

计开发了能够满足现场测试需求

的专用仪器。Frith 先生作了题为

“INBAR�and�Our�Role� in�Bamboo�

Construction”的报告，简要介绍了

国际竹藤组织的基本组成、主要活

动及其参与的上海世博会印度馆、

德国馆及西班牙馆等竹结构建筑案

例，并就竹材在建筑领域的市场前

景、政策及研发进行了论述，并对

竹材在既有建筑维修加固领域的应

用前景进行了深入交流。

学术研讨会结束后，外方专家

与上海市力学学会专委会和重点实

验室的技术人员就竹材的适用性、

未来的重点研究领域及防火问题展

开了深入的互动交流。会后，专家

参观了上海建科院的大型结构实验

室、混凝土长期性能实验室、火灾

实验室等。通过本次学术交流会，

使上海工程技术人员对竹材研究及

应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竹材在

既有建筑改造领域的推广应用具有

良好的借鉴作用。�

（许清风供稿）

Harries 作报告 Oliver 作报告

会议现场

GeoShanghai 2014 国际学术会议在白玉兰酒店召开

参观实验室

大会盛况

“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

行空，不霁何虹。”杜牧在阿房宫

赋中对桥有如此的描写，当一道长

虹飞卧两岸，给人带来震撼之美时，

其中的力学问题更是值得探讨。

今天我们便齐聚学校报告厅，

聆听上海市力学科普委员会主任、

同济大学韦林教授讲解桥梁中的力

学问题。

桥自古就有，简陋到农村的石

板桥，古老到公元五世纪的罗马桥

梁。现代亚洲的中国东海大桥、杭

州湾大桥，用它们巨大的跨度体现

出科技的力量，欧洲英国的布鲁克

戴尔大桥、美国的布鲁克林大桥用

铁质的桥身再现了工业革命的澎湃

力量，教授先从桥梁历史、桥梁现

状慢慢展开，引出了桥梁建造时需

要注意的问题：怎样克服车子、人

过桥时对桥面的弯曲力？桥面为何

要留一道缝？如何防止桥墩沉降？

种种问题引发了同学们的好奇心，

在教授的讲解中，同学们渐渐了解

了其实造桥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

的事。“复杂”是因为它要考虑许

多物理问题，如桥面的热胀冷缩，

桥面对桥墩的压力如何平衡，还要

桥梁中的力学问题 
面对河水的阻碍，但说它“简单”，

是因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其实很

简单：在桥面留下收缩缝，一条不

过几毫米的缝即可解决“热胀冷缩”

的问题，在桥墩下打下很长的“桩”

到和流年淤泥下较坚硬的土层，瞬

间解决了桥墩沉降。

随后，教授又讲解了平桥、拱

桥和斜拉桥的造法，我觉得虽然各

有不同，但总是先分析如何平衡拉

力，再以此为基础开始建造，看着

复杂，一步步推来，都在逻辑之中，

反而“简单”。

如拱桥为了形成拱形结构，左

右开工，向中间合拢，斜拉桥用钢

索的拉力平衡重力，所以必然先想

方设法造好钢索，并保证其牢固。

几个小时的讲座很短暂，教授

对于桥梁的介绍也很有限，但我觉

得日常做物理题也正如造桥一般，

有些题看着复杂，但只要抓住关键，

按照逻辑，一步步来，用最简单的

方法解决问题，直达目标，绝不绕弯，

这便是物理的美吧。

同济第一附属中学�高一（8）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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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9 日，上海市力学

学会和上海超级计算中心计

算机科技馆盛邀上海市力学

学会丁光宏副理事长，在浦东

进才中学大礼堂为学生们进

行了一场题为“力学与现代生

活”的讲座。本次活动由计算

机科技馆和上海市力学学会

共同主办，希望普及计算力学

的基本概念，让更多人对该领

域有更深的认识。����

这次题为“力学与现代

生 活” 讲 座 从 万 有 引 力 开

始，在“科学是什么”的讨

论中结束。丁教授从力学出

发，讲解科学的发展历史以

及科学的涵义，之后引申到

力 学 思 想 在 现 代 生 活 中 的

影响，涉及法学、社会学、

金融学、生物学等领域。讲

座内容可谓精彩纷呈，非常

有启发性。讲座过程中，进

才 中 学 的 高 一 学 生 和 丁 教

授积极互动，踊跃提问，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

本次活动是上海超级计算

中心和上海市力学学会联合主

办的“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

动地球”计算力学系列活动的

开幕讲座，共有近 600 名学生

聆听了精彩讲座，达到了很好

的效果。今后我们将继续秉承

“走出去，请进来”的宗旨，

举办更多有影响力的科普活动。

（上海市超级计算中心

吴珩供稿）

“力学与现代生活”科普报告会举行

丁光宏做报告

同学们正在聆听报告

经过上海市力学学

会和上海市超级计算中

心全力合作，计算机科

技展览馆的计算力学科

普展示馆在五月上旬正

式开展。本展区面积约

200 平方米，展区内有

桥梁、结构、船舶、飞

机等与力学密切相关的

科普模型和对应的介绍；悬挂在墙

上的展板，图片和文字结合，集中

介绍了计算力学在各行业的应用；

为了吸引观众尤其是中学生的参与，

展区里还添置了科普动画片、游戏、

参观者可以参加进行互动。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

球”是展览鲜明的主题。展区里的

实物展览和展板介绍，大多是近年

来计算力学在上海重大工程中的应

用实例，市民们并不陌生，但是他

们并不了解使用超级计算机用计算

力学原理进行工程设计和应用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展览介绍，让

观众们了解其中的科学道理，了解

超级计算机的作用，了解计算力学

的作用，向大众普及科学技术，是

新开计算力学科普展览的目的。

从本展区开展以来，至五月底，

已经接待 980 余名观众参观。主要

是中学生和市民。由于新开设的计

算力学科普展览，具有科技性、观

赏性、加之互动性和趣味性，得到

参观者的赞赏。

计算力学科普展示馆开展

计算力学科普展

6月 12 日下午，我们上海交大附中

理科班的同学听了张锡金专家做的“飞

机是怎么飞起来的”讲座。

关于“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这个

话题，这是一个很多同学，也包括我，都

想知道，却又没有去研究过的问题，本

想来这应该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听了

教授浅显易懂的讲解后却豁然开朗。

讲座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

分介绍了飞机能飞行的原因——是由

于机翼产生的升力，第二部分介绍了飞

机的稳定飞行，第三部分则介绍了典型

的航线飞行。

在第一部分中，张教授为我们展示

了机翼横截面以及伯努利定律，并形象

地揭示了产生升力的原理：即由于机翼

上凸下平的流线体形状，使得飞机在水

平运动时机翼上下表面附近产生空气

流速差。由伯努利定律可知，机翼上下

表面会产生压强差，由此产生升力。教

授还介绍了机翼与机体的尺寸关系以及

飞行过程中迎角对于升力的影响。

在二、三部分中，教授向我们介绍

了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如何保持平衡，以

及处于各种飞行姿态时的受力情况。还

向我们介绍了飞机在一次完整的航行

中所经历的各个环节：包括滑行、起飞、

上升、平飞、降落、着陆，以及最后的滑行。

这次讲座时间十分有限，教授向

我们介绍了飞机各个方面最基本的知

识，在我们知识储备远远不足的情况下，

依然能在航空科学这一全新领域中觅

得果实。可以说，教授为我们打开了空

『
飞
机
是
怎
么
飞
起
来
的
』
讲
座
有
感

报告会现场

编者按：张锡金专家从事飞机设计五十

多年，曾主持过 6 个已经上天使用型号飞机

的总体、气动设计，并作为中方负责人与西

德 MBB 公司合作主持 MPC-75 的工作，是

《飞机设计手册》- 第六册《气动设计》主编。

他具有丰富的空气动力学设计经验，他也是

我国航空界具有一定声誉的资深研究员。

气动力学、航空科学之门，不但让我

们了解了基本知识，更激发了我们的

兴趣，进一步引发了我们对于航空科

学的思考。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相信

通过这次讲座，一定有更多的同学在

不久的将来投身于航空科学的研究，

并在探索之路上越走越远。

在讲座最后，教授提出了对我们

的希望，愿更多的同学在将来参与航

空科学的研究，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

通过本次讲座，我们一方面对于

物理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不再认为它

只是一堆枯燥公示的堆砌或是高深莫

测的思考境界，另一方面，对张教授有

了一份高山仰止的崇敬，老一辈科学家

通过言传身教，殷殷期待着我们能够

接过中国科技发展的火炬，勇于创新，

争取在航天事业上更上一层楼，我们怎

能辜负他们一片深深地赤子之心呢？

非常感谢上海市力学学会为我们安

排了这次精彩的讲座！再次感谢张教授！�

（高一理科班刘诚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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