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全国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学术会议 

会议纪要 

 

由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石动力学

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防护工程分会联合主办，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

工程学院承办、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协办的第五届全国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学术会

议于 2005 年 10 月 17 日～19 日在南京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

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 27 家单位从事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及其相关领域

研究的专家、学者共计 54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

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防护工程分会理事长钱七虎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总参

工程兵科研三所周丰峻研究员，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工程结构安全

防护专业组组长、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所长任辉启研究员，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

学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宁波大学王礼立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深部岩体力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首席科学家、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力学

与建筑工程学院院长何满潮教授，解放军理工大学科研部副部长方秦教授等出席

了会议。 

会议于 18 日、19 日进行了两天的学术交流，钱七虎院士、周丰峻院士、

王礼立教授、何满潮教授分别就“战略防护工程面临的核钻地弹威胁及连续介质

力学模型的不适用性”、“空气冲击波与破片复合破坏作用”、“强动载荷作用

下结构响应与材料响应的相互影响”、“深开采岩体力学研究及工程灾害控制”

作了专题报告，另有 24 位专家、学者分别就各自所从事领域的研究及进展情况

作了精彩的报告。 

本次会议共征集论文 70 余篇，经认真遴选，有 57 篇论文被录入论文集，

其内容涉及强动载作用下介质与结构相互作用的发展与展望、介质(岩、土、混

凝土)的变形与破坏、结构的局部与整体作用、材料动态力学性能及测试技术、

隔震理论与技术，钻地武器（常规及小型核钻地弹）的破坏效应及防护问题，反

恐防爆结构安全对策和技术以及岩土动力学研究进展等，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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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在工程结构安全防护领域的主要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与应用价值，部分优

秀论文将陆续刊登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防护工程分会的会刊《防护工程》上。 

当前由于精确制导常规武器、小型钻地核武器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反恐怖斗争

形势的需要，工程结构安全防护面临许多亟待研究的新问题，许多问题的解决已

不能沿用现有的理论和方法。这次会议紧扣国内外工程结构安全研究与发展动态，

围绕介质与结构在强动载作用下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

研讨，学术气氛浓厚、信息量大，交流效果显著，对促进我国工程结构安全防护

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加强国内在这一领域内的学术交流与协作将产生积极的推动

作用。 

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工程结构安全防护专业

组的年度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专业组成员或代表有任辉启、方秦、李海波（代

李廷芥）、沈俊（代张守保）、王占江（代林俊德）、文鹤鸣（代胡时胜）、陈

小伟（代李大红），周丰峻、何满潮、王明洋、董新龙、郑永来、章克凌、陈国

兴、石少卿、盛宏光等列席了会议。 

工作会议由专业组组长任辉启研究员主持，主要议程有： 

1. 汇报本届全国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学术会议的筹备与征文情况； 

2. 讨论我国工程结构安防护领域所面临的形势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3. 讨论专业组今后的组织建设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设想； 

4. 讨论、商定第六届全国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学术会议的有关事宜。 

会议首先由专业组上一届组长周丰峻院士介绍了专业组的历史沿革、成员组

成、前几届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学术会议的有关情况以及近年来专业组所开展的工

作情况，听取了王明洋教授代表本届学术会议组委会所作的会议筹备与征文情况

汇报，任辉启研究员就进一步加强专业组的组织建设、下一步的工作以及第六届

全国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学术会议的安排提出了一些设想。随后，代表们就我国工

程结构安全防护领域所面临的形势、今后的研究方向以及任辉启研究员所提的工

作设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工程结构安全防护涉及到我国国防和

民用工程，如地下工程（国防工程、人防工程、采矿工程等）、地面工程、地面

爆炸（反爆炸恐怖防护结构）以及战场的毁伤评估等各个领域，随着我国国防安



全和公共安全的需要，今后研究的任务重大，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需要国内从事本领域研究的军队和地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强交流与协作，共

同促进工程结构安全防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会议经过充分的研究、讨论，就专

业组下一步的工作形成了一致意见： 

1. 鉴于国内从事工程结构安全防护领域研究的单位较多，应增加有关单位的代

表加入专业组，使专业组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并有利于本领域内的交流，具体的

调整与增补方案待 2006 年换届时，并与现任成员协商后，由专业组提出并报请

中国力学学会和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批准。 

2. 在组织建设方面，专业组下设一个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

科技处，负责与总会、上一级专业委员会和各专业组成员之间的联系，暂由总参

工程兵科研三所落实日常办公费用。 

3. 以后的历届学术会议由专业组各成员单位轮流承办，继续考虑与其它学会或

分会、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学术会议或活动，应加强这一领域内的国际交流。 

4. 第六届全国工程结构安全防护学术会议将于 2007 年适当时间在洛阳召开，

由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承办。 

（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工程结构安全防护专业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