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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获奖
	教学成果
	完 成 人：周又和、王省哲、武建军、郑晓静
	（黄宁在省一等奖中为完成人）
	项目名称：计算力学类特色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
	完 成 人：王省哲、蒋一萱、谢莉、王萍
	人才培养
	学位论文：高温超导悬浮系统在不同条件下的电磁力实验研究
	指导教师：周又和教授
	完 成 人：张兴义博士
	2.中国力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6）
	学位论文：电磁材料中多场耦合临界态问题的研究
	指导教师：周又和教授
	完 成 人：薛存博士
	3.中国力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8）
	学位论文：大气表面层中大尺度湍流结构的三维形态特征及表征
	指导教师：郑晓静院士
	完 成 人：刘洪佑博士
	学位论文：若干先进电磁材料结构的断裂与稳定性等力学特性的理论研究
	指导教师：周又和教授
	完 成 人：雍华东博士
	学位论文：沙丘场时空演化跨尺度动力学模型及其仿真研究
	指导教师：郑晓静院士
	完 成 人：薄天利博士
	6.甘肃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5）
	学位论文：跃移层风吹雪升华的数值模拟
	指导老师：黄宁教授
	完 成 人：代晓晴硕士
	7.甘肃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5）
	学位论文：冻融循环作用下冻结黄土长期强度的变化规律
	指导老师：张豫川教授
	完 成 人：周泓硕士
	8.甘肃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6）
	学位论文：层状磁电装置的性能优化及构型设计
	指导老师：高原文教授
	完 成 人：姚宏硕士
	9.甘肃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7）
	学位论文：极端环境光学测量技术及其在超导材料特性研究中的应用
	指导老师：周又和教授
	完 成 人：刘聪博士
	10.甘肃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7）
	学位论文：不同地表下粉尘释放机制的风洞实验研究
	指导老师：黄宁教授
	完 成 人：滕震礁硕士
	11.甘肃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7）
	学位论文：基于带电颗粒电磁波散射特性的相关研究
	指导老师：谢莉教授
	完 成 人：秦建虎硕士
	12.甘肃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8）
	学位论文：冻融循环作用下土体水热变化特性及滞回机理研究
	指导老师：赖远明教授
	完 成 人：王冲博士
	13.兰州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暨甘肃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9）
	学位论文：高温超导线圈的热稳定性及力学行为的定量研究
	指导老师：周又和教授
	完 成 人：刘东辉博士
	14.兰州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暨甘肃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9）
	学位论文：石墨烯智能材料3D打印可控制备与传感特性研究
	指导老师：张强强教授
	完 成 人：王玉硕士
	15.兰州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暨甘肃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19）
	学位论文：基于监测数据融合的桥梁极值应力动态预测方法研究
	指导老师：樊学平副教授
	完 成 人：屈广硕士
	16.兰州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暨甘肃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20）
	学位论文：超导复合磁体力学性能实验及力磁耦合行为数值研究
	指导老师：王省哲教授
	完 成 人：胡强博士
	17.兰州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暨甘肃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20）
	学位论文：含点缺陷二维磁弹声子晶体的带隙调控及振动能量收集研究
	指导老师：高原文教授
	完 成 人：邓天硕士


	三、各类成员名单
	王花平
	李珑

	科学研究
	一、经费项目
	二、获奖情况
	三、科研立项
	（一）纵向项目
	（二）横向项目
	27.轨道温度及电压测试系统
	29.白衣寺塔保护前期勘察研究项目
	30.无烧结硅质石粉预制件制备与公路工程应用技术研究
	31.甘肃省 S10凤县（陕西）至合作（甘肃）高速公路卓尼至合作段公路工程涉及洮州边墙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编制
	32.装配式变电站新型墙体及体系研发与应用
	33.《建筑钢结构防火应用技术标准》编制协议书-中国能源建设
	34.极低温力电综合测量系统
	35.鄂上铁路风沙地区基于防护带宽度优化的多层次平面防护体系研究
	36.湿陷性黄土湿载变形机理测试研究及应用
	37.龙羊峡大型储能项目地下洞室及边坡稳定性评价
	38.玛尔挡水电站左岸扩机工程地下厂房洞室群围岩稳定性分析
	39.东乡抽水蓄能电站泥石流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研究
	40.基于超导带材的柔性强支撑结构的导体力学分析
	41.馆藏丝织品文物保护材料服役性能研究
	42.G218与G315线部分路段公路工程风积沙危害评估技术服务合同
	43.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羊蹄沟城址保护修缮 工程勘察设计项目
	44.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敦煌佛爷庙-新店台墓群文物保护总体规划（2021--2035）项目
	45.城关区酒泉路街道杨家园、张家园、中街子等社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筑外立面风貌、色彩及材料规划研究方
	46.城关区酒泉路街道畅家巷、广武门街道、黄河沿等社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筑外立面风貌、色彩及材料规划研
	47.西宁城遗址抢险加固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48.硅系高解离材料原子氧动力学侵蚀反应模型及仿真技术
	49.工业电除尘设备增效技术研究
	50.重点区域重大地质灾害点监测预警阈值及模型研究
	51.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徐家山村芦家湾建筑物开裂成因及其与平天高速公路隧道的关系研究
	52.围压对矿岩全应力应变曲线影响的研究
	53.新建S230达板（达板桥头）至三甲集（临园）段公路工程文物保护方案和文物影响评估
	54.舟曲立节北山滑坡滑带土物理力学实验
	55.甘肃省武威满城遗址保护修缮工程项目
	56.公用气源空气预处理用大型焊接板式换热器研制
	57.红层填料掺入高效固化剂固化改良效果与机理研究
	58.《建筑钢结构防火应用技术标准》编制协议书-交通规划勘察
	59.兰州新区大墩沟、秦家沟烽火台周边环境整治工程文物影响评估报告
	60.G312线凤翔路口（陕甘界）至平凉东（曹湾村）段公路涉及信河遗址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编制
	61.干燥地区出土木质文物病害特征分析
	62.兰州地铁排洪南路停车场综合维修楼工程BIM技术服务
	63.高压板式传热元件开发
	64.爆破载荷作用下结构动力响应研究
	65.高温超导材料与磁体力学性能测试
	66.黄土物理力学性质测试
	67.冻融-干湿循环条件下粉质黏土微观结构测试试验
	68.热冲击条件下高温铁电陶瓷力电性能研究
	69.《建筑钢结构防火应用技术标准》编制协议书-冶金院
	70.基于介质细观物理构成特性的散粒体抗剪强度理论模型
	71.天水军民合用机场迁建工程试验段II岩土工程勘察
	72.基底形貌调控特异性粘附纳米界面力学行为的机理研究
	73.颗粒带电与电磁波传输衰减特性计算
	74.《建筑钢结构防火应用技术标准》编制协议书
	75.永登县石窟寺专项调查
	76.《建筑钢结构防火应用技术标准》编制协议书
	77.兰州市七里河区石窟寺专项调查


	四、在研项目
	（一）纵向项目
	4.非均匀超导薄膜-基体系统中的界面开裂与失超研究
	5.戈壁地表风沙流输运特征的实验与数值模拟研究
	6.考虑震害机制的黄土地基木质素改良加固机理与动力特性研究（子课题）
	8.非线性磁敏感声子晶体弹性波传播特征及其带隙调控研究
	9.重力驱动颗粒流在复杂地表上的侵蚀和堆积特性研究
	10.超导导体的失超行为及力学特性研究
	11.基于易溶盐-地聚合反应的硫酸盐渍土固化及控盐机理研究
	12.密集颗粒流绕变速物体的流变动力学模型
	16.高温超导电缆导体多层级结构在制备和使役过程中的多场耦合力-电行为研究
	17.3D打印硅酸盐基材料多尺度结构仿生强韧化研究
	18.实验室与野外尺度湍流风沙运动相似性研究
	19.热涨落环境下生物膜与软囊泡结构间特异性粘附力学行为的多尺度研究
	20.多因素耦合作用下风成沙丘条带结构形成与发展的力学机理研究（非第一单位）
	21.包气带盐分积聚与变形互馈过程中粉质黏土的宏微观性质演化
	22.风-沙-电多场耦合中电效应特性表征及其对沙尘输运影响的研究
	23.不同层结的大气表面层中大/超大尺度对小尺度湍流运动的振幅调制
	31.建筑群地震灾害风险智能感知与灾情评估平台搭建及工程应用
	32.中国土遗址病害区域特征与赋存环境关系研究
	33.石窟寺岩体稳定性预测评价系统研究
	35.锚固灌浆加固过程质量控制与效果评价方法研究
	36.多场耦合下土遗址风化理论与预测模型构建
	37.静态液化型黄土滑坡启滑机制与判据
	38.工程扰动黄土滑坡成灾机理与预测评价方法
	39.土遗址本体劣化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45.青藏高原复杂地形上积雪时空分布产品精细化方案
	46.青藏高原积雪变化与融雪过程综合考察
	47.3D打印新型石墨烯气凝胶材料结构-功能一体化研究
	48.考虑渗透吸力的非饱和粉质黏土应力-应变关系研究
	49.石窟岩体的盐风化机理研究
	52.黄土填方路堤边坡破坏的机理研究
	53.中亚地区新工科境外教育研究

	（二）横向项目
	54.植物防沙体系配置防护效益评价于模式优化试验研究
	55.高速铁路黄土路基病害整治及结构优化
	56.湍流高精度普适求解技术研究
	57.省交通运输厅二车路高边坡实时监测应用研究课题
	58.甘肃省庆阳市北石窟地质环境与评价研究项目
	59.高场超导磁体应变分析及多场测量
	60.高温超导电缆动力学模拟与分析
	61.超导磁体热处理传热模拟与分析
	62.地形对颗粒沉降影响的工程算法研究
	63.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摩崖造像保护修缮工程 (第一阶段)补充勘察研究
	64.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技术咨询
	65.辐照和极端运行过程中ReBCO超导材料多场性能及力学性能测试
	66.耦合应力下的输电线路铁塔结构抗震研究
	67.甘肃博物馆监测系统采购项目合同
	68.桥梁对沙山影响的风洞试验测量
	69.与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国防项目
	70.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技术咨询
	71.近20年民勤地区荒漠化及蓄水保土策略研究
	72.河西走廊高速公路路面施工关键技术研究应用（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施工）
	73.建筑坑基围挡流场及扬尘的实验研究
	74.基于板式传热元件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
	75.甘肃省陇南地区泥石流治理工程效化果评价与防治工程优化
	76.玉门昌源金矿水土保持监测、验收和绿色矿山建设
	77.长城西路军住地修缮工程
	78.黄土固结不排水剪切强度测定
	79.兰州市地质灾害防治模式研究
	80.甘肃省超限高层建筑结构的抗震措施研究（JK2020-12）
	81.柔性砖用于抗震建筑施工
	82.天祝县公路桥梁材质检测
	83.冻融-干湿循环条件下岩石核磁共振试验
	84.冻融-干湿循环条件下岩石X射线衍射试验
	85.一种土层贯入检测仪专利技术转让
	86.一种土层贯入检测仪专利技术转让
	87.改性硅质机制砂生产工艺与混凝土性能研究
	88.技术服务补充合同
	89.永昌明长城抢险加固工程勘察设计


	五、学术论文
	六、软件著作权
	1.软件名称：滑坡动力学运动过程分析软件：一维运动过程分析 1.0；
	2.软件名称：基于能量平衡和对数螺旋滑移面的边坡稳定性计算软件；
	3.软件名称：基于卫星图像的建筑震后定位与破坏状态评估方法；
	4.软件名称：基于卫星和无人机图像的广域建筑群震害评估方法系统；
	5.软件名称：建筑构件裂缝识别与量化方法系统；

	七、专利
	八、学术组织任职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一、学科发展
	二、队伍建设
	三、科教融合
	四、人才培养
	学术交流
	一、邀请来实验室学术交流人员
	二、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学术机构学术交流
	三、2021年参加学术会议
	四、2021年主办或承办会议学术会议
	实验室建设
	一、学术委员会会议
	12月23日，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兰州大学召开。重点实验室
	赖远明主持召开了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黄宁汇报了实验室2020年以来在学科建设、人才体系构建、科学研
	各位委员肯定了实验室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三位科研人员的报告内容结合了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研
	此外，学术委员会还审批通过了12项2021年度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二、平台建设
	大 事 记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7月
	8月
	11月
	12月

	代表性成果
	图一：ZFC 40K，64mT 超导带随不同外加应变的磁光图像
	图二：拉伸损伤（a）、（b）与人工裂纹损伤（c）、（d）随外磁场的磁通穿透距离对比（e）
	图三：（a）厚度方向上劈裂式地I型非贯穿裂纹，（b）-（e）裂纹尖端放大区域，（f）-（g）裂纹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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