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力学在国防科研领域的应用研讨会会议纪要 

经中国力学学会批准由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应力分析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工

程物理研究院、清华大学和天津大学共同承办的“实验力学在国防科研领域中的

应用学术交流会”于 2004 年 10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四川省绵阳市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召开。这次会议共有 6 篇大会报告，104 篇论文宣读，来自全国 50 个

单位的 117 名代表齐聚四川，交流实验力学在工程应用方面的成果。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莫军研究员、清华大学谢惠民教授、天津大学的亢一澜

教授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到实验力学的各个研究方向以及它们在

国防科研领域的应用研究。10 月 13 日上午举行大会报告，10 月 13 日下午和

14 日与会人员分成三组进行了分组学术报告。 

会议共有 6 个大会报告, 分别如下: 

    1）董本涵研究员：航空发动机故障分析与实验力学应用； 

    2）亢一澜教授：杂交反演的实验分析方法及其在材料参数识别中的应用； 

    3）宁交贤教授：从几个国防课题看实验力学研究在航空工程中的重要作用； 

4）苏爱嘉教授：带缺陷的压电/铁电及软铁磁材料的实验研究； 

5）谭华研究员：辐射法和速度剖面测量技术在冲击波物理中的应用； 

6）胡绍全研究员：武器工程中力学问题的实验研究； 

本次会议进行了认真的、活跃的学术交流，充分展示了我国学者在实验力学

及其在国防领域应用的最新研究进展，会议分光测、电测、材料性能测量和实验

力学新技术四个专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在会议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就各自在

实验测试方法和技术及应用方面的研究进展和成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讨

论，主要体现在： 

    1. 新的实验技术在国防科技领域中的应用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 

    如何将已有的实验力学测试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国防科研领域是本次会议的

重点交流内容。从事实验力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介绍了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其

中在航空发动机故障分析、发动机动态压力畸变高速数据采集与存储系统、微尺

度红外成像技术、新型智能材料与结构的力学行为、微尺度材料和结构力学行为、

航天器对接测量技术、复合推进剂力学行为、炸药材料静动态力学行为、爆轰动

态力学行为、生物材料的力学行为、微拉曼光谱新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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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进展。 

    2．材料动态力学性能的表征和和结构动态力学行为的测试分析受到设计者

高度关注 

   材料和结构的动态力学行为是武器系统和航空航天结构设计的重要问题，也

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来自国防院所的专家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

展和需求做了详细的介绍。我国学者在 SHPB 测试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超高加

速度下速度和位移的测量方法、爆炸力学实验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

果。 

    与会者通过交流和讨论，对我国实验力学在国防科研领域的发展概况和最新

进展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并对今后相关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通过交流达成如下共识： 

    1．实验力学工作者应注意加强同国防科研单位院所的合作与交流，积极争

取武器装备系统设计和航天航空工程科研项目。根据国防建设的需求，开发新技

术、解决新问题。努力为国防科研事业贡献力量。应做到既要注意方法研究、更

要注意实际应用。 

    2．在航天航空系统和结构设计、新型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过程中，对力学

工作者提出了许多的新问题，由于这些结构或系统工作的环境非常复杂，如超高

温度/低温、超高频率、高应变率、高辐射、多场藕合等。这些环境使得力学演

化过程变得十分复杂，现有技术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新方法、探索新技术、

发展新系统是需要实验力学工作者迫切解决的问题 。 

    实验力学的一些老前辈到会对实验力学学科方向的发展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会议期间召开了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会议， 亢一澜教授还就实验力学专业委员

会 2005 年的学术计划以及 2005 年第十一届实验力学大会筹备情况进行说明。 

    本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会议代表对承办本次大会

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为筹备本次会议所做的大量细致的

工作表示感谢。 

    根据代表的建议，会议把参会前提交的论文进行整理，全部收入光盘。另将

组织审稿会，审稿通过的论文将推荐到《实验力学》增刊或正刊发表。 

                                   (莫军、谢惠民、亢一澜、李思忠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