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端环境实验力学新技术、新方法2016全国研讨会纪要 

由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西部灾害与环

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甘肃省力学学会共同承办的“极端环境实验力学新技术、新方法

2016 全国研讨会”于 2016 年 7 月 29-31 日在兰州召开。 

本次会议邀请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实验力学》编委会委员、实验力学顾问委员会

委员、国内同行专家及相关企业参加，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力学处詹世

革处长、项目主任张攀峰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院士等到会指导与交流，与会代

表共 70 余人。 

30 日上午 9 时，大会开幕式由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院长周又和教授主持，他首

先代表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到各位实验力学专家莅临兰州大学表示欢迎，随后介绍了部分到会

的嘉宾与代表。兰州大学安黎哲副校长代表兰州大学致欢迎词并介绍了兰州大学力学学科的基

本情况，表示能借助此次机会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实验力学专家学者、同行学习交流，同时希望

与会专家学者今后能对兰州大学力学学科的发展给予更多关心、帮助和支持，他也代表学校对

兰州大学力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他要求兰州大学力学学科要以此次高水平学

术会议的举办为新起点，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前沿，进一步努力工作，为力学学科取得更

大更好的成绩做贡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力学处詹世革处长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此次

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她指出，实验力学一直是基金委资助的重要对象之一，希望实验力

学沿着开放、合作的思路走下去，取得更好的成果，为其他基础学科提供资源和动力。另外，

詹世革处长特别强调了实验力学相关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的重要地位，希

望各位实验力学专家抓住目前大好时机，力争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申请中取得好成绩。实

验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龚兴龙教授代表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致辞，他强调目前力学学科前

沿整体特征表现为极端环境和学科交叉，此次会议主旨“极端环境实验力学新技术、新方法”

具有前瞻性，此次会议的展开时机恰逢国内传统实验力学研究逐渐扩展，具有重要的节点意义。

龚兴龙教授指出，国内实验力学同行要以此次会议的召开为新的起点，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科

学前沿开展工作，在力学学科力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大会上，国防科技大学于起峰院士作了题为“大型结构变形与大尺度运动图像测量技术研

究”大会特邀报告。于院士介绍了他所带领的团队近年来面向国防在摄像测量技术基础理论与

若干工程应用取得的一些新研究成果，他勉励国内同行特别是实验力学同行要进行深入思考，



面对一个问题要持之以恒。报告后，于院士与参会代表热烈讨论，回答代表问题。接着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郑晓静院士(兰州大学力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做了“若干复杂环境下的力学实验初

探”大会特邀报告。郑院士从兰州大学力学学科发展脉络谈起，从早期的板壳非线性力学到

90 年代国内率先开展电磁固体力学至 2000 年以后面向西部风沙灾害防治国家重大需求开展

研究工作，从早期理论建模和数值分析到逐渐介入力学实验，学科带头人周又和教授指导的从

事实验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其主持申请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

研制专项的成功获批，展现了兰州大学力学学科实验力学方向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

她代表兰州大学力学学科感谢实验力学各位专家对兰州大学学科的大力支持，并要求兰州大学

力学学科要更加向各位同行学习，为我国西部经济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更大的贡献。她的报告

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风沙环境下力学特征参量的实验测量与面向新能源装置开展的极低温、

强磁场、大电流复杂环境超导材料力学、物理参量测量，全面介绍了近十年来兰州大学力学实

验力学方向取得的一些成果。会后，她谈了自己对实验力学重要性、未来发展等一些想法。 

下午，华南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工程材料行为研究所所长，原华南理

工大学科研处处长、交通学院院长黄培彦教授做了题为“恶劣环境下 FRP 加固 RC 构建的疲

劳裂纹扩展实验研究”大会特邀报告。从桥梁工程中的重大问题出发，介绍了考虑湿热环境下

桥梁结构件疲劳/耐久性实验平台的研制，及 FRP 加固 RC 构件在疲劳载荷作用下裂纹扩展测

量中的挑战和解决方法。黄培彦教授的报告体现了实验力学在重大工程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

极高的应用价值。之后，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龚兴龙教授作了题为“剪切增稠材料的

优化设计与性能表征”大会特邀报告。分析了剪切增稠材料的力学性能特点，阐述了微观结构

与力学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介绍了剪切增稠材料在安全防护等领域的实际应用，强调了实验

力学方法在智能材料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龚兴龙教授将日常生活的小知识与智能流变材

料的力学性能有机结合，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各种力学环境下尤其是极端冲

击条件下剪切增稠材料的防护吸能机制，阐明了各种力学实验方法有效组合与智能材料实际应

用的相互关系，为实验力学研究拓展了新的研究方向。 

会议期间，实验力学两委会还专门召开会议，共同商议明年实验力学会议安排，决定明年

的实验力学会议将分别有西安交通大学和广西大学承办。 

本次会议得到了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和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会议的赞助支持。 



当前，各类工程材料服役环境越来越多的呈现极端化，如超高(低)温、高压、高速、高湿、

沙尘等，对材料的性能测量与表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力学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舞台，

特别为实验力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次学术会议的主题为极端环境实验力学新技术、新方

法也包括新的科学仪器相关探讨，旨在交流切磋大尺度、超大尺度测量，极低温、强磁场、大

电流复杂环境材料多场耦合性能，风沙环境电场、温度、颗粒移动速度，高湿热环境工程材料

性能测试与表征，智能材料优化设计等，为促进我国实验力学快速发展提供参考。 

   

于起峰院士做大会特邀报告                   郑晓静院士做大会特邀报告 

   

黄培彦教授做大会特邀报告                    龚兴龙教授做大会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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