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全国实验力学新方法、新技术与未来发展战略研讨会纪要 

 

由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主办，上海交

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宁夏大学共同承办的“2014 全国实验力学新方法、新技术与未来发展战

略研讨会”，于 2014 年 8 月 11-14 日在宁夏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召开。国内实验力学领域的学

者以及力学相关领域的部分同行共 130 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特别邀请了国内物理、

光学、电子、核、材料、力学等不同领域的 8 位专家到会并作邀请报告，针对我国实验力学未

来重点发展方向开展了深入研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杨卫主任、数理学部汲培文常务副

主任、孟庆国副主任、力学处詹世革处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伍小平院士、国防科技大学于起

峰院士、北京大学方岱宁院士、成都大学王清远校长、内蒙古工业大学邢永明校长、宁夏大学

何建国校长、北京工业大学吴斌副校长等高校领导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于 8 月 12 日上午 8 时开幕，清华大学李喜德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宁夏大学何建国校

长向全体与会代表致欢迎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副主任孟庆国研究员，实验力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于起峰院士分别代表自然基金委数理学部和实验力学专委会致辞，对参

加研讨会的各界代表表示欢迎，对主办和承办本次研讨会的单位表示了感谢，对实验力学学科

的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开幕式后，全体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会上，于起峰院士作了题为“实验力学学科概况与研究进展”的开场报告，向与会代表介

绍了实验力学的学科定位、国际和国内的前沿发展方向、以及我国实验力学学科发展概况和未

来规划等，并重点介绍了举办本次高端研讨会的主旨，即通过听取相关学科专家的报告，研讨

实验力学学科如何吸收物理、电子、信息等学科大量的新成果，促进实验力学学科的跨越式创

新发展，明确实验力学学科在“十三五”期间发展导向和战略布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汲培文常务副主任作了题为“科学基金仪器类项目的特征与

思考”的报告。汲副主任在报告中介绍了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仪器项目的基本定位、科学仪器项

目的类别与侧重点等，尤其是对如何认识科学仪器项目提出了自己思考与建议，总结了科学仪

器项目申请中常见的问题，包括科学目标的确定、仪器特色的提炼，以及研究基础的表述等问

题，并结合实例对科学仪器项目申请中应注意的事项进行了分析。 

北京大学方岱宁院士作了题为“对实验力学学科发展的建议”的报告。他就实验力学方向



在自然基金重大项目、创新团队和杰出青年基金申请中的问题，重大实验和测量仪器申请缺失，

以及如何激发青年学者的开拓精神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建议：一是实验力学

学者要敢于做大事，“把蛋糕做大”；二是要学习采用新技术、将传统技术应用于新对象；三是

要学会“借力打力”，与做力学实验的学者联合，并利用其他学科的先进技术推动实验力学的

发展；四是在科学研究中要回归力学核心问题开展实验方法研究；五是结合国家重大需求推动

实验力学发展；六是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活动，沉下心来研究新技术、新方法、新仪器。 

在其它学科专家的报告中，中科院电工所王秋良研究员作了题为“磁共振与电磁成像技术

及其应用”的学术报告。王研究员介绍了磁共振成像、多模态医学成像和电磁成像的基本原理、

发展现状和应用领域，并介绍了极端强磁装备面临的若干力学问题，包括极端磁、电、热、能

条件下尺度差距大、力学特性难以预测、安全性、温度范围跨度大等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许廷发教授作了题为“高光谱遥感成像及其应用”的学术报告。许教授介绍

了高光谱遥感成像的原理、高光谱卫星遥感运动成像技术、高光谱遥感成像油气勘探技术、和

高光谱非线性混合光谱分析技术等，并介绍了高光谱成像分析技术在“月宫一号”、“天宫一号”

等工程中的应用。许廷发教授还对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成像仪器技术、机载高光谱成像技术、高

光谱成像分析的显性和隐性方法、地球空间信息全链路认知等提出了展望。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沈功田研究员作了题为“特种设备无损检测新技术进展”的学术

报告。沈研究员介绍了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的基本概况、特种设备无损检测对实验力学的需求以

及与实验力学相关的特种设备无损检测新技术等，并具体介绍了声发射检测技术、热弹性红外

检测技术、金属磁记忆技术、超声波成像检测技术、脉冲涡流服饰检测技术、漏磁检测技术等。

沈功田研究员在报告中提出发展实验力学技术是进行在线检测、早期检测和安全评价的基础。 

北京理工大学谭小地教授作了题为“偏光全息理论及应用”的学术报告。谭教授介绍了光

学全息技术及其应用进展、偏光全息的基本理论、偏光全息的应用等。谭教授指出偏光全息是

一个古老而被忽视的领域，近年来又发展出新的偏光全息理论，极大拓展了其发展和应用领域，

尤其是在大数据光存储、偏光控制、偏光测量、微纳加工、材料表面性能表征等领域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国防科技大学易仕和教授作了题为“高速实验空气动力学若干创新研究”的学术报告。易

教授介绍了空气动力学风洞实验的基本情况，尤其是近年来在该领域取得的典型创新成果，包

括高速流场精细测试与可视化技术、高超声速静风洞技术、高超声速喷管技术、航天气动光学



与成像制导技术、微型压力测试系统等，并介绍了这些新技术在超声速流动机理研究、高超声

速飞行器研制等领域的应用。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张俊荣副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子散射技术在材料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应

用”的学术报告。张副研究员详细介绍了中子散射技术的基本原理、中子散射的作用、中子散

射测量的特点、中子源的制备、中子散射谱仪和中子工程衍射谱仪的原理及其在材料力学性能

测量中的应用等。报告中还着重介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情况和面向科研界开放使用

情况等。 

国防科技大学刘伟涛副教授作了题为“量子成像原理及应用初探”的学术报告。刘副教授

介绍了量子信息技术和相关量子物理学的基本原理、量子成像的原理及应用方向、基于量子成

像相位精密测量技术、量子成像的压缩采样方法等。报告内容总结了量子成像的特点和优势，

包括成像分辨率高、探测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等，并探讨了量子成像在复杂环境高分辨成

像、关联测距等方面的可能应用。 

此外，国防科技大学于起峰院士还代表国防科技大学粟毅教授作了题为“高分辨率穿透雷

达成像探测仪”的学术报告。报告向大家介绍了穿透雷达成像探测仪的基本工作原理、主要技

术指标以及典型实验结果等。该探测仪是国内唯一利用主动电磁波实现高分辨率二维成像的仪

器，填补了国内空白，分辨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望在安检、反恐以及建筑物内部结构检测

等方面得到重要应用。 

学术报告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发表了“发展更加开放、更加包容、

更加进取的实验力学”的讲话。杨卫院士首先回顾了从力学实验到实验力学，再到形成实验力

学学科，进而衍生出各个特色方向的历史沿革，然后总结和分析了使实验力学学科充满活力的

几大要点：一是要保持开放性，研究手段既要注重特色，同时思路不能封闭，研究对象要不断

推陈出新；二是要保持包容性，实验力学是力学学科驱动的实验科学，应该与理论研究、数值

模拟研究手段等兼容并包，并且实验研究更讲究合作，而目前恰恰缺乏大规模的实验研究；三

是要保持进取性，实验力学学者要有问题导向的意识、扩张实验手段的意识和联合攻关的意识。

最后，杨卫院士列举了几项重大资金项目申请的案例，并通过发改委重大创新工程、科技部重

大科技攻关任务等分析了国家未来的重大科技需求，激励实验力学工作者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

展攻关、勇于承担大项目、做大贡献。 

在会议的后半程，全体与会代表首先围绕新时期实验力学新方法、新技术发展面对的需求



和机遇，以及当前形势下基于新体制、新需求如何开展科学仪器与设备研发，实验力学学科在

重要基础研究和国家重大工程领域中的作用等主题展开了研讨，并针对邀请专家介绍的高光谱

成像技术、中子散射技术、量子成像技术等在实验力学未来发展中的可能应用进行了交流。研

讨交流主要形成了以下一些论点。 

一是实验力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要跳出传统领域，不断从其他学科吸收新东西，从相关学

科的技术进步中抓机遇，在继续深入发展传统研究领域的同时，面向基础科学和重大工程应用

两个方向凝练新问题和拓展研究领域，并不断形成自己的特色和新方向。特别是青年实验力学

学者要有自己的方向，沉下心做研究，努力做出新发现、新拓展，同时要根据实验研究出成果

慢、出理论成果难的特点，给青年学者创造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是材料本构参数测试仪器和技术，材料疲劳测试，材料内部残余应力测量，复合材料多

场耦合力学测试，材料内部测量及显微结构观测，高温等极端环镜力学测试，大型复杂机械多

参数测量，大型结构高灵敏度实时变形测量，微尺度和多尺度测量，表面摩擦问题的实验研究、

航空、航天、航海、兵器等领域中的力学测试，深海工程中的力学测试，生物工程等软材料力

学特性测试，特种装置无损检测，航空发动机、大型风电机等在线无损检测，高铁路基、边坡

等沉降测量，海量试验数据的处理、应用散裂中子源、高光谱成像、核磁共振成像、量子成像

等新技术推动实验力学技术发展、新原理测试仪器研制、大型综合力学实验平台研制等，是近

期重点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和未来可能的重点发展方向。 

三是做仪器要本着能够给国内大多数学者、工程师使用的目标，改变现在先进设备大多依

靠进口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设备研制、产品生产维护等要形成并依据严格的标准和规范，

要可靠、可追溯，并且最终形成产品应由专门企业来完成，才能够实现大规模推广应用。同时

也呼吁国家相关部委和工业部门，能够支持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科学实验测试设备研制，给我国

自主技术、自主产品的生存发展创造适宜环境。 

四是对于重大仪器基金项目申请，要认真组织选题，做大问题，而不能只瞄准某些技术点；

要组织完整的内容框架、凝练明确的科学目标；要善于组织不同领域的人员进行联合攻关、“借

力打力”。 

伍小平院士在讨论发言中提到实验力学界以外的新技术对实验力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激光技术、全息技术推动了光测技术 20 年的发展。针对实验力学未来发展，伍小

平院士提出一是要充分利用散裂中子源做些重要科学研究，并建议针对力学需求专门建线；二



是针对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的重大需求，可以在极端高温力学测试等方面深入做工作；三是在

力学与生物学等结合的领域，实验力学在推动基础学科发展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 

自然基金委数理学部孟庆国副主任在讨论发言中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仪器专项的资

助力度和部门推荐模式的基本情况，并号召实验力学学者能够联合提出重点发展领域，并借鉴

其他学科最新成果，凝练实验力学重点方向，争取重大项目资助。 

随后，清华大学李喜德教授主持对“实验力学十三五学科规划”进行了讨论。介绍了前期

开展的规划大纲拟制、任务和人员分工、任务节点计划等内容，以及初拟的“十三五”若干重

点规划发展方向。各方向召集人介绍了本方向初步工作计划。经过全体参会代表的讨论，初步

拟定了“复杂、极端环境下力学测量方法与技术”和“结构内部应力和材料本构参数测量理论

与方法”两个方向作为基金委学科发展规划实验力学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 

会议闭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力学处詹士革处长、自然基金委主任杨卫院

士分别作了发言。 

詹士革处长谈了对本次研讨会的感受：一是形式新颖，体现了向其他领域“借力”；二是

层次高，既有实验力学界和相关领域前辈参加，又有大批青年学者参加；三是涉及广，即有固

体实验力学工作者，也有流体实验力学工作者，并希望以后动力学、生物力学等领域的学者也

能参加这样的交流；四是效果好，对借鉴相关学科优秀成果发展实验力学有重大意义。詹士革

处长还针对实验力学科研谈了几点体会：一是要学科特色与创新相结合，即要抓住学科本质，

又要体现学术思想、技术手段的特色；二是要方法与问题结合，瞄准重大需求，做到问题驱动、

问题牵引；三是前沿与需求结合，即要抓住前沿学术方向，又要“接地气”，结合重大现实需

求；四是提升与拓展结合，在踏实做事的同时提升水平、拓展领域。 

杨卫院士在发言中首先回顾了物理学的进展对实验力学的若干次重大推动作用，并结合实

例谈到了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执着、敢想、敢做大事，值得我们实验力学界借鉴学习。杨卫

院士又结合实例谈到通过体现创新思想的大型仪器设备的研制，进行更复杂、更精确的测试，

能够提高本学科的学术水平。针对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杨卫院士也特别强调要从其他领域把新

颖的技术转化过来，促进实验力学学科的新发展。杨卫院士还指出新的、更高的工程需求会不

断对学科发展提出新的挑战，也会不断激发出新思想，“十三五”学科规划应该对重大需求进

行认真梳理。杨卫院士总结了几方面可能的重大需求：一是针对目前涌现出的一批新的科学装

置，我们应该考虑能够借助其做些什么样的创新工作；二是海洋工程方面，如深海采矿、大型



航母建设等对力学测试的需求；三是大型土木工程对力学测试监测的需求；四是机械工程、“再

制造”方面对力学测试的需求；五是我国拥有世界最长的高铁网，其安全性、可靠性及关键部

件的力学测试需求；六是生命科学、医学等前沿科学对力学测试的需求；七是对具有“大”、

“智”、“移”、“云”特征的大数据进行处理的需求。 

实验力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于起峰院士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于起峰院士指出本次会议

的主要目的就是找不足、找方向。实验力学界要做到更加开放、包容、进取：要与其他相关学

科领域相包容，还要突破院校圈，与工业界相包容，面向重大需求出创新成果；要改变小打小

闹的模式，除了单项技术，还要着重考虑如何以重大科学和工程问题为导向，并“借力打力”

做大事。 

最后，于起峰院士、上海交通大学陈巨兵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会务组向国家自然基金委、

宁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与会嘉宾表示了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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