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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8 年，是我国发展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一年，也是兰州大学各项建设取

得辉煌成绩的一年。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按照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的建设要求，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和部署，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学术交流和实验室建设，形成了学科特色鲜明、地域优势明显的风沙

环境力学、地质灾害、文物古迹保护、多场耦合复杂系统与跨尺度力学等研

究方向，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实验室立足西部，以应用基础研究为

重点，以西部地区风沙环境、地质灾害和文物古迹保护中的力学问题为主攻

方向，在全室科研及实验人员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升。2008 年，实验室执行各类研究项目 84 项，其

中在研项目 49 项，本年度新获得科研项目 35 项，其中 973 一级课题 1 项 ，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5 项。到帐科研经费 800.483 万元，高职人均 40.24 万元。

课题鉴定 2项，6 项成果获得各级奖励，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发表论文 127 篇，其中 SCI 收录 35 篇、EI

收录 20 篇。出版著作 2 部，制定全国标准 2个。新增 7 个学术机构学术职务 ，

使学术组织机构任职达到 77 个。以我校为独立完成单位，本实验室学术带头

人郑晓静、周又和教授独立完成的项目“电磁材料结构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

行为的理论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以我校为第二完成单位，周绪

红教授主持的“新型装配整体式楼盖体系的关键技术及其应用”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谌文武教授参与完成的“岩体动力破坏机理与工程中

应用”获得天津市自然科学二等奖；郑晓静教授、苟晓凡博士、周又和教授

发表在IEEE Trans.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 上的论文被IEEE超导委员

会授予最佳贡献论文奖即 Van Duzer Prize；郑晓静教授、黄宁教授和周又

和教授于 2003 年发表在风沙环境力学领域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上的风沙电实验与理论研究论文受到 Nature 国际著

名学术期刊的 News and Views 栏目三次引用和正面评价，王省哲教授发表在

在国际学术期刊《Int. J.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Dynamics》（ IJSSD）

上的论文获得 IJSSD Best Paper Award 2008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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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力量不断加强。师资力量不断加强。师资力量不断加强。师资力量不断加强。 2008 年，实验室新增副教授 1 名，讲师 6 名；新

增博士研究生导师 1 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6 名；选留岩土力学博士 2名，

土木工程博士 1 名，结构工程博士 1 名，固体力学博士 2 名。周又和教授获

全国第四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理论与应用力学创新性人才培养教学

团队”被批准为国家级教学团队。周又和等人完成的“力学学科高水平教师

团队建设与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互动模式及实践”获得甘肃省教学成果一

等奖。

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实验室现有 3个博士点、7个硕士点、1个专业硕

士学位，1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力学一级学科）、2 个省级重点学科。国家精

品课程 1 门，甘肃省精品课程 2门。

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实验室有研究生 201 名，其中硕士生 126 名 ，

博士生 75 名。新招博士研究生 21 名，硕士研究生 48 名，毕业博士研究生 10

名，硕士 23 名。在读研究生在发表学术论文共计 62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26

篇，EI 收录 3篇。第二批资助本科生科研创新与训练活动共 15 个课题获得 3

万元资助，另有 2 个项目得到学校的资助，经费 0.3 万元。三个本科专业共

有毕业生 106 名，其中考取硕士研究生的 45 名，考研率 42.45%；就业率达

到 91.51%。全院一二三年级本科生共 483 人,338 人通过英语四级考试,过关

率 70.4%；59 人通过英语六级考试，过关率 12.22%。

积极开展学术合作与交流。积极开展学术合作与交流。积极开展学术合作与交流。积极开展学术合作与交流。实验室积极开展国际、国内学术合作与交流，

通过加强国际国内学术联系，建立了稳定的合作渠道，实现了科技资源互补

共享。承办了“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区域研讨会”。

邀请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来实验室讲学 16 人次，其中院士 3 人，国际知名学

者 13 人。出席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 29 人次，交流论文 23 篇，其中 ISTP 收

录论文 4 篇，特邀报告 4场， 4人次先后受邀请赴国内外大学作学术报告。

实验室内部管理不断加强。实验室内部管理不断加强。实验室内部管理不断加强。实验室内部管理不断加强。顺利通过了教育部专家组的验收评估，被教

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新增科研仪器设备 200 多台件，总

值 695.6 万元。不断完善《实验室管理条例》、《实验室公共实验平台使用与

管理办法》、《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强化实验室内部管理，

提高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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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重点实验室将继续按照“十一五”规划的部署，继续以队伍建

设和学科建设为核心，加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建设一流研究型和谐实

验室奠定更好的基础。坚持“保持优势、加强融合、提升水平、协调发展”

的发展方针，继续保持力学学科的发展优势，积极促进地质工程、岩土工程

等学科发展；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坚持力学、地质工程、岩土工程等学科的

交叉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各学科协调发展，共同提高的良好局

面；以结构工程（新型结构方向）、岩土工程为重点，凝聚方向和力量，建成

一级学科博士点，在国内形成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和较强影响力的国内一流

的重点实验室；充分利用兰州大学工程实验中心平台，积极推动实验室为地

方经济和工程建设服务，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以“质量工程”为

契机，积极开展教学研究，申报教学研究项目；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目

的，继续实施学院“大学生科研训练与创新计划”，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争

取“力学学科高水平教师团队建设与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互动模式及实践”

成功申报国家教学成果奖；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规范培养环

节和秩序。

回顾过去，成绩斐然；展望未来，豪情满怀。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怀和支持，也离不开各

级部门的领导与关怀，我们感谢并期待教育部、甘肃省和兰州大学的各位专

家和领导对实验室的工作继续给予指导和支持。我相信，在社会各界的指导

和支持下、通过我们的努力，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会取得

更加辉煌的成绩。

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二〇〇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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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基本情况介绍

一、实验室基本信息

实验室中文名称：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英文名称： KeyKeyKeyKey LaboratoryLaboratoryLaboratoryLaboratory ofofofof MechanicsMechanicsMechanicsMechanics onononon DisasterDisasterDisasterDisaster andandandand

EnvironmentEnvironmentEnvironmentEnvironment ininininWesternWesternWesternWestern ChinaChinaChinaChina (Lanzhou(Lanzhou(Lanzhou(Lanzhou University)University)University)University) ,,,,

TheTheTheTheMinistryMinistryMinistryMinistry ofofofof EEEEducationducationducationducation ofofofof ChinaChinaChinaChina

学科领域：数理

研究类型：应用基础研究

建设承担单位：兰州大学

建设承担单位负责人：周绪红校长

建设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二、实验室简介

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于 2005 年底获教育部批准建设，

2006年正式进入建设期。2008年5月通过教育部组织的重点实验室建设评估,

被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

建设理念：建设理念：建设理念：建设理念：立足西部、瞄准前沿、开拓创新、争创一流

建设内容：建设内容：建设内容：建设内容：以西部代表性自然灾害（风沙灾害、地质灾害、文物病害）

为研究对象，以西部灾害发展演化过程中的力学机理为核心，研究并解决西

部防灾减灾工程中遇到的重大环境力学问题。

建设目标：建设目标：建设目标：建设目标：通过出色的管理，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凝聚一支高水平学

术团队，造就多位造诣深厚、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保持创

新研究的活力；建立西部地区灾害与环境力学的重要研究平台和人才培养基

地，成为国家防灾减灾工程与研究的中心之一。

实验室人员：实验室人员：实验室人员：实验室人员：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58 人，其中研究人员 43 人，博士生

导师 9 人、教授 10 人、副教授(高工)等 11 人、实验技术人员 7 人；客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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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25 人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人、海外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国

际学者 5 人。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中，3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者， 1

人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 人获得全国高校名师奖，1人

获得全国高校全国师德标兵，2人获得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1人获得宝钢优

秀教师奖，4人获得全国力学优秀教师奖，1 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1，2

层次，4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创新人才计划。目前已承担了包括国家“973”

项目、国家“863”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等大量相关研究课题，为西部地区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做出

了突出贡献，推动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实验室依托学科

力学 土木工程

固
体
力
学
博
士
点

（
国
家
重
点
学
科
）

地质工程博士点

防
灾
减
灾
工
程
与
防
护
工

程
硕
士
点

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岩
土
工
程
硕
士
点

工
程
力
学
博
士
点

力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理论与应用力学本科专业 土木工程本科专业

地
质
工
程
硕
士
点

工
程
硕
士
（
地
质
工
程
）

地质工程本科专业

四、实验室机构设置

主任：周又和教授（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副主任：黄宁教授 行政副主任：姚成福

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主任：刘人怀院士

副主任：周又和教授、汤中立院士、谢礼立院士

五、实验室研究机构

风沙环境力学研究中心 主任：郑晓静教授（国家杰青）

地质资源和地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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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谌文武教授

文物古迹保护研究中心 主任：张虎元教授

复杂力学系统仿真研究中心 主任：周又和教授（兼）

西部自然灾害信息中心 主任：黄 宁教授（兼）

六、实验室各类成员名单

1.1.1.1.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性性性性

别别别别

出身出身出身出身

年月年月年月年月
职称职称职称职称 职务职务职务职务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1 刘人怀 男 1940.07 教 授、院士 主 任 工程力学 暨南大学

2 汤中立 男 1934.10 研究员、院士 副主任 工程地质

甘肃省地质研究

所

兰州大学

3 谢礼立 男 1939.03 研究员、院士 副主任
地震工程与

结构抗震

国家地震局工程

力学研究所

4 周又和 男 1957.05 教 授 副主任 固体力学 兰州大学

5 李家春 男 1941.04 研究员、院士 委 员
流体力学与

环境力学
中科院力学所

6 李吉均 男 1933.09 教 授、院士 委 员 地理学 兰州大学

7 马 巍 男 1963.12 研究员 委 员 冻土工程 中科院寒旱所

8 崔 鹏 男 1962 研究员 委 员 工程地质
中科院成都山地

所

9 郑晓静 女 1958.05 教 授 委 员 环境力学 兰州大学

10 邵亚平 男 1956.05 教 授 委 员
环境流体力

学
德国科隆大学

11 李最雄 男 1941.11 研究员 委 员 文物保护 敦煌研究院

12 王兰民 男 1960.03 研究员 委 员
岩土地震工

程

甘肃省地震局、

中国地震局兰州

地震研究所

13 梁建文 男 1964.02 教 授 委 员
土木工程与

结构抗震
天津大学

14 谌文武 男 1966.06 教 授 委 员
工程地质与

岩土工程
兰州大学

15 凌裕泉 男 1939.07 研究员 委 员 风沙物理 中科院沙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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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实验室客座人员名单实验室客座人员名单实验室客座人员名单实验室客座人员名单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性性性性
别别别别

出生出生出生出生
年月年月年月年月 职称职称职称职称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1 汤中立 男 1934.10
研究员、院

士
工程地质

甘肃省地质研究所

兰州大学

2 刘人怀 男 1940.07
教 授、院

士
工程力学 暨南大学

3 谢礼立 男 1939.03
研究员、院

士

地震工程与

结构抗震

国家地震局工程力

学研究所

4 马 巍 男 1963.12 研究员 冻土工程 中科院寒旱所

5 崔 鹏 男 1962 研究员 工程地质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6 邵亚平 男 1956.05 教 授 环境流体力学 香港城市大学

7 李最雄 男 1941.11 研究员 文物保护 敦煌研究院

8 王兰民 男 1960.03 研究员 岩土地震工程 甘肃省地震局

9 郭美文 男 1955 高级工程师 结构设计

美 国 Parsons

Brinkerhoff ’ s

Minneapolis 公司

10 王功辉 男 1964 助理研究员 滑坡动力学
日本京都大学防灾

研究所

11 孙建桥 男 1956 教 授
非线性随机动

力学
美国特拉华大学

12 王旭东 男 1963 研究员 文物保护 敦煌研究院

13
内维尔

·阿根纽
男 1947 高级研究员 文物保护

美国盖蒂文物保护

研究所

14
莎伦·

凯瑟
女 1952 教 授 文物保护

英国考特尔德艺术

学院

15 黄克忠 男 1938 研究员 文物保护 中国文物保护协会

16 苏伯民 男 1964 副研究员 文物保护 敦煌研究院

17 李培勋 男 1966 教 授 材料科学 兰大物理学院

18 李世荣 男 1957 教 授 工程力学 兰州理工大学

19 吴锤结 男 1956 教 授 流体力学 解放军理工大学

20 凌裕泉 男 1939.07 研究员 风沙物理 中科院寒旱所

21 朱本珍 男 1960.09 研究员 滑坡防治 中铁院西北研究院

22 马惠民 男 1963.04 研究员
高边坡病害防

治
中铁院西北研究院

23 王 祯 男 1961.04 高级工程师 滑坡病害防治 中铁院西北研究院

24 牛怀俊 男 1954.11 研究员 边坡稳定性 中铁院西北研究院

25 王秉勇 男 1961.11 副研究员 岩土工程检测 中铁院西北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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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实验室固定人员名单实验室固定人员名单实验室固定人员名单实验室固定人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学历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1 郑晓静 女 1958.05 教授，博导 博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2 周又和 男 1957.05 教授，博导 博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3 周绪红 男 1956.09 教授，博导 博士 湖南大学 结构工程

4 黄 宁 男 1964.06 教授，博导 博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5 王省哲 男 1972.01 教授，博导 博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6 张虎元 男 1963.11 教授，博导 博士 京都大学 土木工程

7 谌文武 男 1966.06 教授，博导 博士 兰州大学 地质工程

8 言志信 男 1961.05 教授，博导 博士 重庆大学 岩土工程

9 武建军 男 1964.09 教授，博导 博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10 武生智 男 1964.06 教授，博导 博士 香港理工 土木工程

11 梁收运 男 1965.01 副教授、硕导 博士 兰州大学 地质工程

12 高原文 男 1974.10 副教授、硕导 博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13 韩建平 男 1961.02 副教授、硕导 硕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14 张豫川 女 1963.11 副教授、硕导 硕士 西北工大 固体力学

15 张敬书 男 1966.12 副教授、硕导 硕士 北方交大 工业与民用建筑

16 刘 高 男 1970.01 副教授、硕导 博士 成都理工 地质工程

17 慕青松 男 1971.04 副教授、硕导 博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18 谢 莉 女 1977.01 副教授、硕导 博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19 吕擎峰 男 1971.04 副教授、硕导 博士 河海大学 岩土工程

20 江 平 女 1961.03 副教授、硕导 学士 湖南师范大学 物理学

21 周仲华 男 1962.12 高工 本科 兰州大学 水文与工程地质

22 王建成 男 1965.07 讲师 硕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23 董兰凤 女 1968.08 讲师 硕士 兰州大学 地质工程

24 焦贵德 男 1971.01 讲师 硕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25 刘小伟 男 1976.09 讲师 硕士 兰州大学 地质工程

26 杨文伟 男 1978.02 讲师 硕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27 周 俊 男 1978.11 讲师 博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28 王等明 男 1978.10 讲师 硕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29 王 萍 女 1978.09 讲师 硕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30 王亚军 男 1978.12 讲师 硕士 兰州交大 桥梁与隧道工程

31 蒋一萱 女 1980.01 讲师 硕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32 张景科 男 1980.10 讲师 硕士 兰州大学 岩土工程

33 赵忠虎 男 1979.06 讲师 博士 四川大学 岩土工程

34 郭桂红 女 1975.03 讲师 博士
中国地震局地

质研究所
地球物理

35 赵红亮 男 1975.12 讲师 博士
中科院武汉岩

土所
岩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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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学历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36 郭永强 男 1979.10 讲师 博士 浙江大学 土木工程

37 张兴义 男 1979.01 讲师 博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38 高志文 男 1979.11 讲师 博士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39 魏新磊 男 1977.08 讲师 博士 天津大学 结构工程

40 段 建 男 1979.06 助教 硕士 中南林业科大 岩土工程

41 刘占科 男 1981.03 助教 硕士 西安建筑科大 结构工程

42 张 茜 女 1982.12 助教 硕士 长安大学 桥梁与隧道工程

43 马亚维 女 1979.12 助教 硕士 长安大学 结构工程

44 康国瑾 男 1949.12 高级实验师 本科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45 车京兰 男 1959.06 高级实验师 专科 兰州大学 实验技术

46 郑 立 女 1963.12 工程师 专科 金城联大 分析测试

47 孙冠平 女 1966.11 工程师 本科 兰州大学 水文与工程地质

48 王 娟 女 1979.07 助理工程师 硕士 兰州大学 地质工程

49 彭宝瑞 男 1974.08 助理工程师 硕士 兰州交大 桥梁与隧道工程

50 张 洁 男 1983.04 助理工程师 硕士 兰州大学 工程力学

51 赵社文 男 1966.08 助研 学士 兰州大学 秘书学

52 陈建恩 男 1973.10 工程师 学士 兰州大学 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

53 郝贵昌 男 1981.05 助研 学士 兰州大学 生物化学

54 刘建国 男 1976.03 讲师 学士 兰州大学 社会学

55 姚成福 男 1973.11 副研究员 学士 西北师大 地理

56 董廷云 男 1983.06 未定职 学士 兰州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7 王应选 男 1982.07 助教 硕士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

58 杨 刚 男 1976.07 助教 学士 兰州大学 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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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2008 年，实验室共执行各类研究项目 84项，其中在研项目 49 项，本年

度新获得科研项目 35项，其中 973 一级课题研究 1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5

项。到帐科研经费 800.483 万元，高职人均 40.24 万元。课题鉴定 2 项，6

项成果获得各级奖励，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1项，省级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1 篇论文被 IEEE 超导委员会授予最佳

贡献论文奖即 Van Duzer Prize，1 篇论文被授予 IJSSD Best Paper Award

2008 奖，风沙电实验与理论研究论文受到 Nature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 News

and Views 栏目三次引用和正面评价。发表论文科研 127 篇(含会议论文 20

篇)，其中 SCI 收录 35 篇，EI 收录 20 篇，ISTP 收录 4 篇，影响因子 2.0 以

上论文 9篇。出版著作 2 部，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2 个。新增 7 个学术机构学

术职务，使学术组织机构任职达到 77 个。

一、一、一、一、 近三年科研情况近三年科研情况近三年科研情况近三年科研情况

二、 科研获奖

项目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科研经费(万元) 763.1 824.4 800.483

在研项目 35 38 49

新立项项目 19 28 35

科研获奖 2 2 6

发表论文 68 92 127

SCI 29 17 35

EI 19 6 20

IF≥2.0 8 4 9

出版著作(含标准) 1 4 4

会议论文 2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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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奖项：（一）奖项：（一）奖项：（一）奖项：

（二）获奖简介（二）获奖简介（二）获奖简介（二）获奖简介

1.1.1.1.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获奖项目名称：获奖项目名称：获奖项目名称：获奖项目名称：电磁材料结构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行为的理论研究

完成人：完成人：完成人：完成人：郑晓静 周又和

完成单位：完成单位：完成单位：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项目主要来源：项目主要来源：项目主要来源：项目主要来源：

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排名 获奖类型

1 电磁材料结构多场耦合非线

性力学的理论研究

郑晓静

周又和

独立完成单

位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 新型装配整体式楼盖体系的

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周绪红 (1/10), 第

二完成单位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3 Drift of

levitation/suspended body

in high-Tc

superconducting

levitation systems under

vibration, Part I（1 7（3）：

3795-3802）and Part II（17

（3）： 3803-3808）

郑晓静、苟晓凡、

周又和

最佳贡献论文奖即 Van

Duzer Prize

4 岩体动力破坏机理与工程中

应用

韩文峰 谌文武谌文武谌文武谌文武

刘 昌 柴寿喜

刘汉超 梁收运梁收运梁收运梁收运

刘高 郭进京

第二完成单

位

天津市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5 风沙运动研究中的若干关键

力学问题

郑晓静、周又和 “第六届中国科协期刊

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6 A Simple Modeling and

Experiment on Dynamic

Stability of a Disk Rotating in

Air

王省哲 IJSSD Best Paper

Award 2008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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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郑晓静：电磁固体力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19725207；

周又和：智能结构及其微电机械的力-电-磁-热耦合特性，10025208；

� 国家自然科学重点项目：

郑晓静：电磁介质力-电-磁耦合的力学研究，10132010；

� 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前期预研项目：

周又和：在极端环境下（强电磁场和极低温等）的力-热-电-磁耦合的

基本规律研究，2001CCA04300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郑晓静：超磁致伸缩型智能结构的力-磁-热-电的耦合行为，90405017；

周又和：非线性热弹性压电智能结构的动力控制，19772014；

郑晓静：电磁固体结构的动力特性及磁阻尼效应，19572031；

郑晓静：电磁弹性结构的非线性弯曲和磁弹性稳定性，19272029；

研究起止时间研究起止时间研究起止时间研究起止时间：1987 年 1月-2007 年 2月

组织鉴定时间与组织鉴定单位：组织鉴定时间与组织鉴定单位：组织鉴定时间与组织鉴定单位：组织鉴定时间与组织鉴定单位：2005年项目“电磁结构非线性力学”获教

育部提名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08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获奖时间：获奖时间：获奖时间：获奖时间：2008年12月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对电磁材料与力学耦合问题研究的驱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是电力工程界对新型电磁装置和新型电磁传感与致动器件的研制，需要

电磁物理向力学学科的延伸，以实现对诸如：聚变反应堆和磁浮列车中的大

型超导磁体和铁磁体、铁磁（电）材料、压电和磁致伸缩材料等的灵巧的传

感器或敏感元件的可靠和优化设计。其二是连续介质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

将力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向电磁物理领域延伸，以建立电磁力学的理论体系。

这类研究涉及力学界与电力工程界共同面临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可变

形铁磁介质体的电磁力表征、超磁致伸缩材料多场耦合的本构关系、计入结

构变形和运动的复杂电磁场与力学行为的计算等，并且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同时，由于磁场的空间开放性和材料磁化与磁场耦合作用的复杂性以及具体

问题的特殊性，一直没有直接可用的商业计算软件。而采用解耦和线性化摄

动方法所给出的与“磁”相关的仅有的几个定量分析结果，不仅适用范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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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限，而且与几类典型实验在定量甚至定性上的严重偏差，如：对铁磁悬

臂板磁弹性失稳的临界磁场值的预测，有时高出实验值一倍左右，且无法预

测出悬臂板由磁弹性弯曲发展到失稳的变形过程；对铁磁悬臂板振动频率上

升的实验，预测出与实验结果完全相反的下降趋势；对高温超导悬浮体振动

中心的“漂移”现象，无法给出有效模拟并无法解释其产生原因；对超磁致

伸缩材料在高场下的本构行为，不能全面表征并在定量上存在明显差异等。

因此，有关电磁材料结构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行为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系与分

析方法一直是不完善的。

本项目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是：1）可变形电磁材料的电磁力和本构关系

等基本理论模型的正确建立；2）电磁材料结构多场耦合非线性问题的有效求

解。这些既是电磁固体力学所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电磁智能结构

功能设计和强磁场中电磁装置安全设计所需要的分析基础。与此同时，所涉

及的对多场耦合非线性问题的定量分析，还是当前科学前沿关注的共性问题。

主要成果介绍：主要成果介绍：主要成果介绍：主要成果介绍：本项目针对铁磁材料、超导材料、超磁致伸缩材料和压

电材料等具有广泛应用的电磁材料及其结构在电磁场作用下的弯曲、失稳、

振动与动力控制等基本力学行为，展开了基本理论框架和有效计算方法以及

定量分析等方面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主要发现点有：1）发现并给出了一组

全新的并具有普适性的可变形铁磁体磁体力分布和磁边界力的正确表征；2）

建立了一组能全面刻画出超磁致伸缩材料在低、中、强磁场各阶段关键特征

的、解析封闭形式的力-磁耦合非线性本构关系；3）对具有多场耦合和多层

面非线性的问题，提出了有效求解方法；揭示出电磁材料结构的若干关键性

特征。由此完整地解决了铁磁弹性力学理论体系中关于可变形铁磁体磁力分

布正确表征的经典问题。由此解决了电磁材料结构的理论预测与各类典型实

验长期不符的难题，发展并推进了电动力学与连续介质力学的有机结合，奠

定了电磁材料结构力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将原来纯力学的梁板壳理论

成功拓展到电磁与力学耦合的电磁材料结构力学。

本项目研究成果中所建立的基本理论模型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为是“放弃

磁弹性应力张量”所“建立的一个新理论”，并被列为自Maxwell提出电磁应

力张量以来该领域几项代表性发展中的最新工作；所给出的本构关系被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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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界学者评价为“是便于应用的”；有关超导悬浮系统动力稳定性的研究成

果被电工界学者评价为“相当满意地显示出磁悬浮力的迟滞特性和超导体内

部的屏蔽电流密度的分布”，并获得IEEE应用超导委员会授予的“The 2007

Van Duzer Prize” (即：最佳贡献论文奖。该论文由本项目组独立完成，是

当年927篇论文中的唯一的获奖论文，也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此项奖励)，所

建立的小波理论分析方法得到国际动力学学者的大篇幅引用，被评价为“使

高效有用的方法”。本项目还促成日本“应用电磁材料与力学学会”向兰州大

学捐资设立资助参与本领域研究的研究生奖学金。

本项目所形成的对多场耦合非线性问题研究的方法，被拓展到对风沙环

境力学复杂系统的研究并取得突出进展，促成了兰州大学“西部灾害与环境

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申报与建设，将兰州大学固体力学学科建设成为

国家级重点学科，项目完成人先后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周又和教授

领衔的研究团队和教学团队先后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和国家级

“理论与应用力学创新性人才培养教学团队”。项目培养出的16位博士大部分

留在条件相对艰苦的西部地区工作，其中4人晋升为教授、另有5人晋升为副

教授，5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支持计划。

2.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新型装配整体式楼盖体系的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项目完成人项目完成人项目完成人项目完成人****：周绪红（湖南大学、兰州大学）,吴方伯,黄政宇,尚守平,

周海兵,肖龙,朱志辉,马可能,杨焯,贺拥军（（（（****：完成人中未标注单位者均为：完成人中未标注单位者均为：完成人中未标注单位者均为：完成人中未标注单位者均为

兰州大学以外的完成单位人员）兰州大学以外的完成单位人员）兰州大学以外的完成单位人员）兰州大学以外的完成单位人员）

项目完成单位：项目完成单位：项目完成单位：项目完成单位：湖南大学,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兰州大学,曙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建筑

工程集团总公司,长沙合力高强砼模板开发有限公司,湖南省沙坪建筑有限公

司

研究起止时间研究起止时间研究起止时间研究起止时间：2000年3月-2007年12月（本实验室研究人员从2006年7

月开始执行本项目）

获奖时间：获奖时间：获奖时间：获奖时间：2008年12月

主要技术创新点：主要技术创新点：主要技术创新点：主要技术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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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单向预应力双向配筋混凝土叠合楼盖体

系和新型混凝土双向密肋装配整体式空心楼盖体系及其基本构件，解决了房

屋结构产业化的关键技术问题。

进行了真实结构的原型试验，揭示了新型单向预应力双向配筋混凝土叠

合楼盖和新型混凝土双向密肋装配整体式空心楼盖体系及其基本构件的力学

性能和破坏机理，为建立设计计算理论、提出设计方法和工程推广应用提供

了可靠依据。

建立了新型单向预应力双向配筋混凝土叠合楼盖的弹性分析理论和塑性

分析理论，提出了新型单向预应力双向配筋混凝土叠合楼盖和新型混凝土双

向密肋装配整体式空心楼盖的体系及其基本构件的计算理论与设计方法，解

决了新型楼盖及其基本构件的设计计算难题。

将新型装配整体式楼盖的基本构件标准化、定型化、产品化，编制了标

准图集、设计与施工手册和企业标准，提出了制作、施工工艺和质量控制技

术，解决了楼盖结构产业化发展难题，实现了产业化生产。

3.3.3.3.最佳论文贡献奖Van Duzer Prize

完成人：完成人：完成人：完成人：苟晓凡博士（郑晓静教授指导的博士）、郑晓静教授、周又和

教授

获奖论文：获奖论文：获奖论文：获奖论文：Gou, X.F., Zheng, X.J., and Zhou Y.H., 2007, Drift of

levitated/suspended body in high-Tc superconducting levitation system under

vibration——Part I: A criterion based on magnetic force-gap relation for gap

varying with time, IEEE Trans.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 17(3): 3795-3802和

Gou, X.F., Zheng, X.J., and Zhou Y.H., 2007, Drift of levitated/suspended body in

high-Tc superconducting levitation system under vibration——Part II: Drift

velocity for gap varying with time, IEEE Trans.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 17(3):

3802-3808

发表期刊：发表期刊：发表期刊：发表期刊：IEEE Transation on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

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本实验室力学学科苟晓凡博士、郑晓静教授和周又和教授于

2007 年发表在 IEEE Transation on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的学术论文（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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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 Zheng, X.J., and Zhou Y.H., 2007, Drift of levitated/suspended body in high-

Tc superconducting levitation system under vibration——Part I: A criterion based

on magnetic force-gap relation for gap varying with time, IEEE Trans.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 17(3): 3795-3802 和 Gou, X.F., Zheng, X.J., and Zhou Y.H.,

2007, Drift of levitated/suspended body in high-Tc superconducting levitation

system under vibration——Part II: Drift velocity for gap varying with time, IEEE

Trans.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 17(3): 3802-3808）经评选被 IEEE超导委员会

授予 2007 年度最佳贡献论文（the best contributed paper）Van Duzer Prize。该

篇论文是当年 927 篇论文中的唯一的获奖论文，也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此项

奖励，也是该项奖励首次授予非电工电子领域的学者。

该奖采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从事超导研究的知名学者 Van Duzer

教授的姓氏冠名。Van Duzer教授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 IEEE Transation

onAppliedAuperconductivity期刊的发起人和首任主编。Van Duzer Prize每年

度仅从上年度发表在 IEEE Transation on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的所有论文

中，根据条件（1）预期有高引用、（2）研究方法的优越性、（3）工作的完整

性和具有存档性，评选出一篇“最佳贡献论文”。

此次获奖论文工作是苟晓凡博士在固体力学博士点学习期间在导师郑

晓静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是周又和教授领导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工作的重要部分。目前，该团队针对高温超导材料在应用中的多场耦合和非

线性问题的研究，已在 IEEEApplied Supercongductivity、Physica C、Physical

Review B、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Funsion Design & Enginerring等国际学

术期刊上发表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学术论文 20 余篇，开拓了力学学科的研究

的领域，并得到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的资助。

4.“第六届中国科协期刊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第六届中国科协期刊优秀学术论文评选结果日前揭晓，郑晓静教授、

周又和教授发表于 2003 年第 25 卷第 2 期《力学与实践》的综述文章“风沙

运动研究中的若干关键力学问题”荣获“第六届中国科协期刊优秀学术论文”

三等奖，这是该学术期刊继北京大学武际可教授与王仁院士所发论文获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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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篇获奖论文。第六届中国科协优秀学术论文是从 122 个全国学会推荐

的论文中评选产生的，其中一等奖 50 篇，2 等奖 150 篇，3 等奖 271 篇。中

国科协期刊优秀学术论文评选活动有助于倡导和鼓励我国科技工作者将高水

平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吸引国内外优秀作者投稿，提高我国科

技期刊学术质量和水平。

“风沙运动研究中的若干关键力学问题”一文针对沙漠化（严重时导致

沙尘暴发生)这一国家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在简要介绍风沙运动力学机理研

究的主要发展阶段和部分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沙运动研究中值

得关注的若干关键力学问题。

三、 重要文献介绍

风沙电实验与理论研究论文受到Nature高度关注

在 2008 年 2 月 14 日 Nature国际著名国际著名国际著名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学术期刊的学术期刊的学术期刊的 News andViews栏目栏目栏目栏目

内所发表的瑞士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学院 Herrmann 教授的一篇就风沙电实

验与理论研究现状的评述论文中, 我校郑晓静教授、黄宁教授和周又和教授

于 2003 年发表在风沙环境力学领域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上的风沙电实验与理论研究论文受到三次引用和正面评

价。

在这一评述论文中，作者的主题观点就是要进一步加强风沙电实验与

理论研究的有机结合。在评述到风沙电的研究现状时，文中写到“回到地球

上，风沙流一直在野外[7]与实验室[8]内被测量。这些研究表明风沙流所产

生的电荷能充分地悬浮沙粒，甚至剧烈地推动它们。除了实验结果证明沙粒

容易产生电荷外，惊奇的是关于电荷如何影响风沙流的基础分析研究一直非

常之少(仅有极少的明显例外[8])，仍需要对一些基本问题给出答案。”而在

评述到要加强这两者相结合时，文中写道评述为“……所有这两种明显矛盾

的陈述似乎是清楚的，然而它们对风沙流的联合影响和沙粒所带正负电荷对

跃移床面的影响仍未完全弄清。后续研究将需要精细测量与模拟的有机结合，

迄今为止这种尝试[8]是少有的。”这里的引文[8]为“Zheng, XJ, Huang, 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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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YH, J. Geophy. Res. 108, 4322(2003)”，这表明我校风沙电研究处于国际

前沿并受到国际学者的关注和认可。

Herrmann 教授是颗粒物质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为相关研究领域

的两国际学术期 Int .J. Modern Physics C：Compu-tational Physics and Physical

Computation 和 Granular Matter的主编, 是德国马普学会的 Max-Planck奖的

获得者。

四、科研项目

（一）2008 年新立项项目（35项）

纵向科研项目（14 项）

973973973973一级课题：一级课题：一级课题：一级课题：

1.绿洲化、荒漠化关键物理过程及其数值仿真

研究经费：300 万元，执行时间：2009.1—2014.12,负责人：郑晓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沙尘暴期间沙尘释放通量分布的研究

研究经费：56 万元，执行时间：2009.1— 2011.12,负责人：郑晓静

3.铁磁形记忆合金相变微结构演化及其力磁耦合细观模型研究

研究经费：45 万元，执行时间：2009.1-2011.12,负责人：王省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

4.复杂地形下沙尘颗粒的释放和沉积

研究经费：45 万元，执行时间：2009.1-2011.12,负责人：黄宁

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5.电磁结构滞后动力系统的小波理论研究

研究经费：26 万元，执行时间：2009.1-2011.12,负责人：周 俊

6.高层钢结构交错桁架体系的整体稳定性研究

研究经费：21万元，执行时间：2009.1-2011.12,负责人：杨文伟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

7.民勤地区土壤风蚀过程的观测和预报研究

研究经费：50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10.12，负责人：郑晓静

教育部直属高校聘请外籍专家重点资助项目教育部直属高校聘请外籍专家重点资助项目教育部直属高校聘请外籍专家重点资助项目教育部直属高校聘请外籍专家重点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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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多层冷弯薄壁型钢住宅结构设计方法研究

研究经费：5 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08.12,负责人：周绪红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

9.铁磁功能材料与薄膜结构的力磁热耦合行为分析

研究经费：1.89 万元(美元)，执行时间：2008.1-2010.12,负责人：

王省哲

国防科技工业局项目：国防科技工业局项目：国防科技工业局项目：国防科技工业局项目：

10.混合型缓冲回填材料配比优化研究项目

研究经费：90万元，执行时间：2008.5-2012.12,负责人：张虎元

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

11.新型装配整体式房屋结构体系示范

研究经费：50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10.12,负责人：周绪红

甘肃省引智服务灾后重建项目：甘肃省引智服务灾后重建项目：甘肃省引智服务灾后重建项目：甘肃省引智服务灾后重建项目：

12.新型装配整体式房屋结构体系在灾区震后重建中的应用

研究经费：2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08.12,负责人：周绪红

甘肃省交通厅科研项目：甘肃省交通厅科研项目：甘肃省交通厅科研项目：甘肃省交通厅科研项目：

13.解决填土涵洞病害的弹性缓冲材料研究

研究经费：50 万元，执行时间：2008.6-2010.12,负责人：张虎元、张

豫川等

甘肃省文物局项目：甘肃省文物局项目：甘肃省文物局项目：甘肃省文物局项目：

14.高台骆驼城遗址抢险保护加固工程勘察、设计

研究经费：35 万元，执行时间：2008.3-2008.6,负责人：张虎元

横向科研项目（20 项）

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项目：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项目：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项目：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项目：

15.杭州湾海中观光塔在海上恶劣环境下的施工稳定性分析

研究经费：20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10.12,负责人：周绪红

敦煌研究院项目：敦煌研究院项目：敦煌研究院项目：敦煌研究院项目：

16.新疆交河古城抢险加固工程勘察设计研究（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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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费：10 万元，执行时间：2008.09-2011.12,负责人：谌文武

17.交河故城抢险加固研究

研究经费：5 万元，执行时间：2008.01-2008.12,负责人：刘小伟

18.宁夏中宁大佛寺勘察设计

研究经费：6.5 万元，执行时间：2008.01-2008.12,负责人：谌文武 张

景科

19.新疆北庭古城抢险加固工程勘察设计研究

研究经费：50 万元，执行时间：2008.09-2011.12,负责人：谌文武

20.西北干旱土遗址材料研究

研究经费：1.2 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10.12,负责人：和法国

21.空鼓壁画探地雷达数据处理算法

研究经费：1.2 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10.12,负责人：杨涛

新疆文物局项目：新疆文物局项目：新疆文物局项目：新疆文物局项目：

22.新疆苏巴什东西寺抢险加固工程勘察设计研究

研究经费：150 万元，执行时间：2008.07-2010.12,负责人：谌文武

23.新疆柏孜克里克抢险加固工程勘察设计研究

研究经费：100 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10.12,负责人：谌文武

甘肃省华池县项目：甘肃省华池县项目：甘肃省华池县项目：甘肃省华池县项目：

24.华池县新城区岩土勘查研究

研究经费：61.0 万元，执行时间：2008.07-2009.06,负责人：谌文武、

刘小伟

青海省地方铁路筹建办公室项目：青海省地方铁路筹建办公室项目：青海省地方铁路筹建办公室项目：青海省地方铁路筹建办公室项目：

25.柴达木铁路多年冻土路基热棒冷却效果研究

研究经费：25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08.12,负责人：谌文武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项目：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项目：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项目：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项目：

26.湿陷性黄土区高速铁路地基路基沉降控制技术理论分析研究

研究经费：20 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08.12,负责人：韩文峰、刘 高

成都理工大学项目：成都理工大学项目：成都理工大学项目：成都理工大学项目：

27.白鹤滩水电站坝基岩体质量及建基面选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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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费：10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09.12,负责人：刘 高

安宁区民政局项目：安宁区民政局项目：安宁区民政局项目：安宁区民政局项目：

28.安宁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工程基桩静载荷试验

研究经费：9.7 万元，执行时间：2008.7,负责人：张豫川

新疆文物保护中心项目：新疆文物保护中心项目：新疆文物保护中心项目：新疆文物保护中心项目：

29.米兰遗址抢险加固工程勘察、设计

研究经费：50万元，执行时间：2008.6-2009.3,负责人：张虎元

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开放课题：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开放课题：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开放课题：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开放课题：

30.壁画地仗层热力学与物理力学性质研究

研究经费：3 万元，执行时间：2008.7-2010.6,负责人：严耿生、张虎

元、赵天宇

中建总公司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中建总公司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中建总公司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中建总公司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31.改性黄土衬里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经费：9万元，执行时间：2008.7 -2009.6,负责人：张虎元

中国水电西北工程勘察研究院项目中国水电西北工程勘察研究院项目中国水电西北工程勘察研究院项目中国水电西北工程勘察研究院项目 ：：：：

32.黄河拉西瓦水电站工程特性

研究经费：7.2 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08.12,负责人：董兰凤

青藏铁路公司总工室项目：青藏铁路公司总工室项目：青藏铁路公司总工室项目：青藏铁路公司总工室项目：

33.青藏铁路多年冻土变化对线路影响的规律性研究

研究经费：15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08.12,负责人：张鲁新

金川公司项目：金川公司项目：金川公司项目：金川公司项目：

34.金属矿物识别

研究经费：11.4 万元，执行时间：2008.1-2008.12,负责人：梁收运、

韩玮

（二）在研项目（49项）

纵向科研项目（31 项）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前期预研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前期预研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前期预研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前期预研项目：

1.热电材料的热电性能与尺度效应微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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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费：100.0 万元;执行时间：2007.07-2012.06；负责人：周又和 ，

郑晓静，王省哲，高原文

973973973973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2.粒子物理及地质力学若干前沿研究（重大国际合作）

研究经费：60.0 万元；执行时间：2004.01-2009.12；负责人：周又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3.风沙运动研究中的若干基本力学问题

研究经费：170.0 万元；执行时间：2006.01-2009.12；负责人：郑晓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空天飞行器的若干重大基础问题空天飞行器的若干重大基础问题空天飞行器的若干重大基础问题空天飞行器的若干重大基础问题””””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4. 超磁致伸缩型智能结构力学行为分析

研究经费：56.0 万元；执行时间：2005.01- 2009.12；负责人：郑晓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与青年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与青年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与青年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与青年基金项目：

5. 地表沙尘释放过程以及沙尘暴发生机制的研究

研究经费：37.0 万元；执行时间：2006.01-2008.12；负责人：黄 宁

6.铁磁形状记忆 Ni-Mn-Ga 合金的相变机理与本构关系研究

研究经费：37.0 万元；执行时间：2006.01-2008.12；负责人：王省哲

7.微尺度铁磁介质和结构的力磁热耦合特征及尺度效应分析

研究经费：39.0 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9.12；负责人：高原文

8. 风沙湍流边界层及其地貌形态演化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研究经费：37.0 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9.12；负责人：武生智

9. 废弃物处置场还原屏障

研究经费：32.0 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9.12；负责人：张虎元

10. 沙粒带电、自旋和风沙电场对风沙流实验测量结果的影响

研究经费：31.0 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9.12；负责人：谢 莉

11. 基于广义热弹性理论的电磁薄板薄壳的动力学响应

研究经费：25.0 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9.12；负责人：何天虎

12. 野外风沙跃移运动随机系统的研究

研究经费：45.0 万元；执行时间：2007.12-2010.12；负责人：黄宁

13. 土壤风蚀的力学机理及其预报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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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费：39.0 万元；执行时间：2007.12-2010.12；负责人：武建军

14. 风沙运动的非线性随机动力学特性及其影响研究

研究经费：37.0 万元；执行时间：2007.12-2010.12；负责人：何丽红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科技支撑项目：科技支撑项目：科技支撑项目：

15. 城市停车设施建造技术

研究经费：140.0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9.12；负责人：周绪红

16. “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子课题3-1

研究经费：100.0万元；执行时间：2006.12-2008.12；负责人：张虎元

17. “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子课题3-2

研究经费：100.0万元；执行时间：2006.10-2008.12；负责人：谌文武

国防科工委项目：国防科工委项目：国防科工委项目：国防科工委项目：

18. 国防基础科研项目

研究经费：200.0万元；执行时间：2008.01-2010.12；负责人：周又和

19. 混合型缓冲回填材料配比优化研究

研究经费：90.0万元；执行时间：2006.07-2010.12；负责人：张虎元

教育部新世纪创新发展计划长江学者创新团队：教育部新世纪创新发展计划长江学者创新团队：教育部新世纪创新发展计划长江学者创新团队：教育部新世纪创新发展计划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20.多场耦合跨尺度复杂系统及其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的研究

研究经费：300.0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9.12；负责人：周又和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21.研究经费:50.0万元;执行时间:2006.01-2008.12；负责人；王省哲

22.研究经费:50.0万元;执行时间:2006.01-2008.12；负责人：黄 宁

23.研究经费:50.0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9.12；负责人：高原文

教育部高校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

24.随机复杂地形与风场下的风沙流模拟

研究经费：6.0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9.12；负责人：黄 宁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项目：

25. 污水处理厂污泥S/S固化技术及重金属再溶出危险性评价

研究经费：4.0万元；执行时间：2006.06-2008.06；负责人：张虎元

教育部直属高校聘请外籍专家重点资助项目：教育部直属高校聘请外籍专家重点资助项目：教育部直属高校聘请外籍专家重点资助项目：教育部直属高校聘请外籍专家重点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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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野外复杂环境的风沙运动测量

研究经费：4.0万元；执行时间：2007.04-2007.07；负责人：郑晓静

国家文物局研究项目：国家文物局研究项目：国家文物局研究项目：国家文物局研究项目：

27. 交河故城古遗址保护综合研究

研究经费：450.0万元；执行时间：2005.03-2009.12；负责人：李最雄 谌

文武

28. 敦煌莫高窟南区崖体加固工程设计

研究经费：57.0万元；执行时间：2006.08-2009.08；负责人：张虎元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

29. 金属磁致成型的力学基础理论研究

研究经费：2.0万元；执行时间：2006.01-2008.12；负责人：高原文

甘肃省建设厅科技项目：甘肃省建设厅科技项目：甘肃省建设厅科技项目：甘肃省建设厅科技项目：

30. 地震区连体结构的选型、计算和构造措施，

研究经费：3.0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8.12；负责人：张敬书

31. 黄河苏只水电站库区浸没、边岸再造复核研究

研究经费：21.0万；执行时间：2007.04－2008.12；负责人：董兰凤

横向科研项目（横向科研项目（横向科研项目（横向科研项目（18181818项）项）项）项）

西部交通建设科技项目：西部交通建设科技项目：西部交通建设科技项目：西部交通建设科技项目：

32. 黄土隧道病害处置技术研究

研究经费：15.0万元；执行时间：2005.03-2008.12；负责人：谌文武，

刘 高

敦煌研究院项目：敦煌研究院项目：敦煌研究院项目：敦煌研究院项目：

33. 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勘察与设计（东、南部）

研究经费：146.0万元；执行时间：2005.03-2008.12；负责人：谌文武

34. 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勘察与设计（西北部）

研究经费：40.0万元；执行时间：2005.03-2008.12；负责人：张虎元

35. 新疆交河故城加固保护研究

研究经费：73.0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9.12；负责人：谌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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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新疆北庭故城抢险加固研究

研究经费：4.0万元；执行时间：2007.06-2008.06；负责人：孙冠平

37. 土遗址风化机理研究

研究经费：63.0万元；执行时间：2007.06-2010.12；负责人：张虎元

38. 土遗址加固技术研究

研究经费：62.0万元；执行时间：2007.01-2009.12；负责人：谌文武

39. 壁画地仗吸湿潮解过程研究

研究经费：3.0万元；执行时间：2007.07-2009.06；负责人：张虎元

40. 古代壁画盐分分析

研究经费：1.2万元；执行时间：2007.06-2008.07；负责人：李燕飞

41. 古代壁画国家文物局基地课题

研究经费：1.2万元；执行时间：2007.06-2008.07；负责人：张景科

青海省岩土工程勘查公司项目：青海省岩土工程勘查公司项目：青海省岩土工程勘查公司项目：青海省岩土工程勘查公司项目：

42. 柴达木——木里铁路冻土路基热棒结构参数研究

研究经费：26.0万元；执行时间：2007.06-2009.12；负责人：张鲁新

金川公司项目：金川公司项目：金川公司项目：金川公司项目：

43. 龙首矿西采区露天坑底部贫矿体大区阶段连续崩落采矿法边坡处理

及底部结构稳定性研究

研究经费：55.0万元；执行时间：2007.06-2011.10；负责人：慕青松

中铁中铁中铁中铁21212121局委托课题：局委托课题：局委托课题：局委托课题：

44. 内陆河流湿地铁路路基施工对策研究

研究经费：3.0万元；执行时间：2007.08-2008.12;负责人：周仲华，吕

擎峰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院工程勘察研究院项目：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院工程勘察研究院项目：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院工程勘察研究院项目：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院工程勘察研究院项目：

45. 滑坡监测技术资料分析汇编

研究经费：10.0万；执行时间：2007.12—2008.12；负责人：董兰凤

铁路第一勘查设计院项目：铁路第一勘查设计院项目：铁路第一勘查设计院项目：铁路第一勘查设计院项目：

46. 精伊霍铁路雪害防治技术研究

研究经费：20.0万；执行时间：2007.06-2009.12；负责人：梁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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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第一设计院项目：铁道部第一设计院项目：铁道部第一设计院项目：铁道部第一设计院项目：

47. 精伊霍铁路风吹雪病害特征及防治对策研究

研究经费：40.0万元；执行时间：2006.10-2008.06；负责人：梁收运

甘肃土木工程科学研究院项目：甘肃土木工程科学研究院项目：甘肃土木工程科学研究院项目：甘肃土木工程科学研究院项目：

48. 湿陷性黄土场地地基处理方法试验研究

研究经费：4.2万；执行时间：2007.06—2008.07；负责人：张豫川

甘肃省交通科学研究所项目：甘肃省交通科学研究所项目：甘肃省交通科学研究所项目：甘肃省交通科学研究所项目：

49. 红层隧道工程地质研究

研究经费：5.5万；执行时间：2007.12—2008.12；负责人：刘小伟

四、发表论文

（一）（一）（一）（一）SCISCISCISCI收录论文收录论文收录论文收录论文

1.ZhengZhengZhengZheng XXXX J,J,J,J, BoBoBoBo TTTT L,L,L,L, XieXieXieXie L,L,L,L, 2008,DPTM simulation of aeolian sand

ripple,Science in China Series G, 51(3)51(3)51(3)51(3):328-336.

2.WangWangWangWang Ping,ZhengPing,ZhengPing,ZhengPing,Zheng Xiaojing,Xiaojing,Xiaojing,Xiaojing,Hu Wenwen,2008,Saltation and suspension of

wind-blown particle movement,Science in China Series G,51515151:1439-1606.

3.ZhengZhengZhengZheng XXXX JJJJ, Zhu W, XieXieXieXie LLLL., 2008,A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of liftoff

velocities in mixed-size wind sand flux,Science in China Series G,51(8)51(8)51(8)51(8):976-985.

4. HuangHuangHuangHuang N,N,N,N,Yue G W, ZhengZhengZhengZheng XXXX J.J.J.J.,2008,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a dust devil and

the electric field in it,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3113113113:D20203. (Impact

Factor:2.953)

5.ZhengZhengZhengZheng XXXX J,J,J,J, Cheng N, XieXieXieXie L.L.L.L., 2008,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n lift-off

velocities of sand grains in wind-blown sand flux,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33(12)33(12)33(12)33(12):1824-1838. (Impact Factor: 1.917)

6.Zhu L L, ZhengZhengZhengZheng XXXX J.J.J.J.,2008,Transverse surface mechanical behavior and modified

elastic modulus for charged nanostructures,Europhysics

Letters,83838383:66007(6).(Impact Factor:2.206)

7. Qiao L, ZhengZhengZhengZheng XXXX JJJJ., 2008 ,Elastic property of fcc metal nanowires via an

atomic-scale analysis.AppledAppledAppledAppled PhysicsPhysicsPhysicsPhysics LettersLettersLettersLetters,92929292:231908.(Impact(Impact(Impact(Impact Factor:Factor:Factor:Factor:

3.596)3.596)3.596)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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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Zhou,H.M., Zhou,Y.H.,Zhou,Y.H.,Zhou,Y.H.,Zhou,Y.H., and Zheng,X.J.Zheng,X.J.Zheng,X.J.Zheng,X.J.,2008,A general theoretical model of

magnetostrictive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s for soft ferromagnetic material

rods,JournalJournalJournalJournal ofofofofAppliedAppliedAppliedAppliedPhysics,104Physics,104Physics,104Physics,104: 023907.(ImpactImpactImpactImpact Factor:2.171)Factor:2.171)Factor:2.171)Factor:2.171)

9. Yong, H.D., and Zhou,Zhou,Zhou,Zhou, Y.H.Y.H.Y.H.Y.H.,2008,Kim model of stress induced by flux pinning

in type II superconductors,JournalJournalJournalJournal ofofofof AppliedAppliedAppliedApplied PhysicsPhysicsPhysicsPhysics,103103103103:113906.(ImpactImpactImpactImpact

Factor:2.171)Factor:2.171)Factor:2.171)Factor:2.171)

10. Zhang,X.Y.,Zhang,X.Y.,Zhang,X.Y.,Zhang,X.Y., Zhou,Zhou,Zhou,Zhou, Y.H.Y.H.Y.H.Y.H., and Zhou,Zhou,Zhou,Zhou, J.J.J.J., 2008,Suppression of magnetic force

relaxation in a magnet-high Tc superconductor system,IEEEIEEEIEEEIEEE Trans.Trans.Trans.Trans. AppliedAppliedApplied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SuperconductivitySuperconductivitySuperconductivity,18(3)18(3)18(3)18(3):1687-1691. (Impact(Impact(Impact(Impact Factor:1.551)Factor:1.551)Factor:1.551)Factor:1.551)

11. Zhang,Zhang,Zhang,Zhang, X.Y.,X.Y.,X.Y.,X.Y., Zhou,Zhou,Zhou,Zhou, Y.H.,Y.H.,Y.H.,Y.H., andandandand Zhou,Zhou,Zhou,Zhou, J.J.J.J.,2008,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of a

crossing in the force-displacement hesteretic curves of a melt processed

YbaCuO bulk superconductor,PhysicaPhysicaPhysicaPhysicaCCCC,468:468:468:468:369-373.(Impact(Impact(Impact(Impact Factor:1.Factor:1.Factor:1.Factor:1.079079079079))))

12. Zhou,Zhou,Zhou,Zhou, Y.H.,Y.H.,Y.H.,Y.H., Zhang,Zhang,Zhang,Zhang, X.Y.,X.Y.,X.Y.,X.Y., andandandand Zhou,Zhou,Zhou,Zhou, J.J.J.J.,2008,Relaxation transition due to

different cooling processes in a superconducting levitation system,JournalJournalJournalJournal ofofofof

AppliedAppliedAppliedAppliedPhysicsPhysicsPhysicsPhysics,103103103103:123901. (Impact(Impact(Impact(Impact Factor:2.171)Factor:2.171)Factor:2.171)Factor: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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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在学术机构或刊物的任职在学术机构或刊物的任职在学术机构或刊物的任职在学术机构或刊物的任职

郑晓静郑晓静郑晓静郑晓静

1111 教育部科技委委员 7777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委会主任委员

2222 甘肃省科协副主席 8888 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

333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专家质询委员会委员 9999 第六届甘肃省力学学会理事长

444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力学学科评审组成员 10101010 《力学学报》编委

5555 周培源力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 11111111 《应用力学学报》编委；

6666 固体力学学报》编委 12121212 甘肃省教育信息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甘肃省教育信息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甘肃省教育信息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甘肃省教育信息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周又和周又和周又和周又和

1111 教育部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7777 教育部力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

2222 中国力学学会理事 8888 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3333 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特邀委员 9999 理性力学与力学方法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4444 甘肃省力学学会理事长 10101010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编委

5555 《振动工程学报》编委 11111111 《计算力学学报》编委

6666 《力学与实践》编委

周绪红周绪红周绪红周绪红

1111 中国钢结构协会副会长 9999 中国公路学会副理事长

2222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10101010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轻型钢结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3333 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程技术学部委员 111111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评审组成员

4444 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专家 12121212 建设部专家委员会专家

5555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杂志主编 13131313 《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

6666 《中国公路学报》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14141414 《建筑结构学报》编委

7777 《钢结构》编委 15151515 《建筑钢结构进展》编委

8888 《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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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志信言志信言志信言志信

1111 中国力学学会理事 4444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石动力学专委会委员

2222 湖南省力学学会常务理事 5555 湖南省建设厅评标专家

333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 6666 中国岩石力学动力学专委会委员中国岩石力学动力学专委会委员中国岩石力学动力学专委会委员中国岩石力学动力学专委会委员

张虎元张虎元张虎元张虎元

1111 中国地质学会会员 4444 中国岩石力学及工程学会会员

2222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会员 5555 日本地盘工学会会员

3333 日本国京都大学土木协会会员

黄黄黄黄 宁宁宁宁
1111 中国力学学会理事 3333 甘肃省力学学会理事

2222 美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 4444 国际计算力学协会会员

谌文武谌文武谌文武谌文武

1111 教育部高校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7777 中国工程地质专委会委员

2222 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协会会员 8888 甘肃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副秘书长

3333 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物探专业委员会委员 9999 甘肃省地质学会理事

4444 甘肃省建设厅灾害防治专委会专家 10101010 甘肃省岩石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甘肃省岩石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甘肃省岩石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甘肃省岩石力学学会副理事长

5555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 11111111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古遗址保护与加固工程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兼副秘书长6666 中国勘察协会物探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勘察协会物探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勘察协会物探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勘察协会物探专业委员会委员

武建军武建军武建军武建军 1111 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2222 《工程与试验》编委《工程与试验》编委《工程与试验》编委《工程与试验》编委

王省哲王省哲王省哲王省哲
1111 甘肃省力学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3333 中国力学学会力学史与方法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2222 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4444 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

武生智武生智武生智武生智 甘肃省力学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梁收运梁收运梁收运梁收运 1111 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协会（IAEG）会员 3333 甘肃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

2222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特邀编委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特邀编委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特邀编委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特邀编委

张豫川张豫川张豫川张豫川 1111 中国建设工程标准化协会桩基础委员会委员 3333 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地基基础学术会副主任委员

2222 中国建设工程标准化协会湿陷性黄土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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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在重点实验室建设过程中，多年来坚持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以重点学

科为依托，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领军作用，凝聚学

术团队，凝练学科方向，致力于建设建设一支结构合理、学风优良、富有

创新精神和竞争力的科研团队。注重拔尖人才和领军人才的培育，加强创

新群体和创新团队的建设，积极落实各项激励政策，持续引进人才，不断

强化队伍力量。

一、队伍建设一、队伍建设一、队伍建设一、队伍建设

2008 年，实验室新增副教授 1 名，讲师 6 名；新增博士研究生导师 1

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6 名；选留岩土力学博士 2 名，土木工程博士 1 名 ，

结构工程博士 1 名，固体力学博士 2 名。

1.1.1.1.选留人员选留人员选留人员选留人员

赵忠虎博士 岩土工程

赵红亮博士 岩土工程

郭永强博士 土木工程

魏新磊博士 结构工程

张兴义博士 固体力学

高志文博士 固体力学

2.2.2.2.新增列博士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新增列博士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新增列博士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新增列博士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谌文武教授 地质工程

3.3.3.3.新增列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新增列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新增列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新增列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谢 莉副教授 工程力学

吕擎峰副教授 岩土工程

刘高副教授 地质工程

朱本珍（兼职） 岩土工程

王志强（兼职） 地质工程

黎志恒（兼职） 地质工程

4.4.4.4.新聘教授、副教授新聘教授、副教授新聘教授、副教授新聘教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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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兰风副教授 岩土工程

5.5.5.5.新聘讲师新聘讲师新聘讲师新聘讲师

张兴义 固体力学

郭永强 土木工程

赵红亮 岩土工程

赵忠虎 岩土工程

魏新磊 结构工程

2006 年至 2008 年，实验室新增科研人员 14 名，新增实验技术人员 3

名。到 2008 年底，共有教职工 58 人，其中教师 43 人，实验技术人员 7 人 ，

管理干部 8人。教师中有教授 10 人，副教授（高工）11人。

二、人才培养二、人才培养二、人才培养二、人才培养

实验室有研究生 201 名，其中硕士生 126 名，博士生 75 名。新招博士

研究生 21 名，硕士研究生 48 名，毕业博士研究生 10 名，硕士 23 名。在

读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共计 62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6 篇，EI 收录 3篇。

部分博士研究生在影响因子较高的 SCI 收录期刊发表论文；博士研究生乔

力与其导师郑晓静教授在影响因子为 3.596 的《Applied Physics

Letters》发表了论文，博士研究生张兴义与其导师周又和教授在影响因子

高达 2.547 的《Supercond. Sci. Tech.》上发表了论文。

重点实验室和依托学院牢固树立“本科教学质量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和

生命”的人才培养理念。始终高度重视和支持本科教学，确定培养模式，

修订教学计划，充实实践环节。继续加强课堂教学，坚持听课制度，开展

教学观摩活动，进一步做好“一对一”教学指导活动和高年级本科生科研

创新与训练活动。第二批资助本科生科研创新与训练活动共 15 个课题获得

3万元资助，另有 2 个项目得到学校的资助，经费 0.3 万元。三个本科专业

共有毕业生 106 名，其中考取硕士研究生的 45名，考研率 42.45%；就业率

达到 91.51%。全院一二三年级本科生共 483 人,338 人通过英语四级考试,

过关率 70.4%；59 人通过英语六级考试，过关率 12.22%。

在加强人才培养的过程中，相关教师不断总结人才培养经验，坚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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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相促进，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成果。周又

和教授获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成为我校第三位荣获这一

称号的教师，他领衔的“理论与应用力学创新性人才培养教学团队”被批

准为国家级教学团队。周又和等人完成的“力学学科高水平教师团队建设

与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互动模式及实践”获得甘肃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三、学术荣誉三、学术荣誉三、学术荣誉三、学术荣誉

1. 周又和教授获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2. 郑晓静、周又和独立完成的“电磁材料结构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行

为的理论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3. 周绪红主持的（排名第一，兰州大学排名第二）“新型装配整体式

楼盖体系的关键技术及其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4. 苟晓凡博士、郑晓静教授和周又和教授于 2007 年发表在 IEEE

Transation on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的学术论文被 IEEE 超导委员会授予

2007 年度最佳贡献论文（the best contributed paper）Van Duzer Prize。

5.郑晓静教授、黄宁教授和周又和教授于发表在风沙环境力学领域的

国际一流学术期刊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上的风沙电实验与理论研

究论文受到Nature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News and Views三次引用和正面评

价。这表明我校风沙电研究处于国际前沿并受到国际学者的关注和认可。

6. 韩文峰教授和谌文武教授等人完成的“岩体动力破坏机理与工程中

应用”获得天津市自然科学二等奖。

7.周又和、郑晓静、武建军、王省哲、黄宁主持的教学研究项目“高

水平教师团队建设与本科生创新人才培养的互动模式及实践”，2008 年获得

甘肃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8.周又和、王省哲等主持的“理论与应用力学本科生创新人才培养教

学团队”入选为国家质量工程教学团队。

9. 王省哲教授发表在国际结构稳定性与动力学期刊《Int.Int.Int.Int. J.J.J.J.

StructuralStructuralStructuralStructural StabilityStabilityStabilityStability andandandandDynamicsDynamicsDynamicsDynamics》》》》（IJSSD）第 8 卷上的论文《《《《AAAA SimSimSimSimpleplepleple

ModelingModelingModelingModeling andandandand ExperimentExperimentExperimentExperiment onononon DynamicDynamicDynamicDynamic StabilityStabilityStabilityStability ofofofof aaaa DiskDiskDiskDisk RotatingRotatingRotatingRotating ininininAirAirAirAir》，》，》，》，

获得 IJSSD Best Paper Award 2008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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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省哲教授获得第十二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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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合作与交流

2008 年，共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来实验室讲学 16 人次，其中院士 3

人，国际知名学者 13 人。出席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 43 人次，交流论文 230

篇，特邀报告 5 场，有 4 人次先后应邀赴国内外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作学

术报告。

一、邀请来室讲学专家

3 月 16 日，应郑晓静教授、张虎元教授邀请，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

杨俊博士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作了题为“土动力学研究新进展”的学

术报告。

4月 29 日，应周又和教授邀请，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副院长、

西安交通大学腾飞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振茂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

在新文科楼三楼学术报告厅为实验室师生作了题为“电磁无损检测理论和

应用中的若干新进展”的学术报告。

5 月 14 日，应邀来访的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土木工程与力学

学院兼职教授徐宗威先生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并在新文科楼三楼学术

报告厅为实验室师生作了题为“城市规划与城市规划法”的学术报告。

5月 19 日，应实验室暨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郑颖人院士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作了题为“岩土

力学研究进展”的学术报告。

7月 3 日，应周又和教授邀请，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土木工程系杨嘉

实博士前来实验室讲学，作了题为“IEEE-UFFC（超声速铁电频率控制）中

的压电研究”和“共振压电器件的理论与数值分析”两场学术报告。

7 月 20 日，应郑晓静教授的邀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缪协兴教授来实验室讲学，作了题为“煤矿突水灾害

防治与水资源保护研究”的学术报告。

7 月 20 日，应郑晓静教授的邀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同济大学徐鉴教授来实验室讲学，作了题为“时滞系统动力学与应用”的

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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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应郑晓静教授的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吴承康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清华

大学南策文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西南交通大

学翟婉明教授前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讲学。 吴承

康院士作了题为“我国能源现状与思考”的学术报告，南策文教授作了题

为“多铁性磁电复合材料与薄膜” 的学术报告，翟婉明教授作了题为“铁

道机车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及工程应用”的学术报告。

9月 15 日,应郑晓静教授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教授来实验室

讲学，作了题为“地质灾害防治与城市安全”的学术报告。

10 月 19 日，应周又和教授邀请，我国著名的流体物理学家、中国科

学院胡文瑞院士来实验室讲学，作了题为“热毛细对流的转捩过程”的学

术报告，同时客座“百年兰大.名家讲坛”，做了“载人航天的科学研究”

的学术报告。

10 月 24 日，应周又和教授邀请，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科技部 973 项

目首席科学家王铁军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作了题为“先进材料与

结构的力学行为 ”的学术报告。

11 月 26 日，应郑晓静教授邀请，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英国 Glasgow大学哲学博士高效伟前来实验室讲学，作了题为

“飞行器热防护系统多尺度边界元热应力分析”的学术报告。

12 月 7 日，应郑晓静教授的邀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力学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工学院力学与空天

技术系王建祥教授前来实验室讲学，并作了题为“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Dilatation-Driven Patterns of Some PorousMaterials”的学术报告。

二、本室研究人员被国内外学术机构邀请做学术报告

周又和教授应邀在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做学术报告，

题目：电磁材料结构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理论的基础研究；

周又和教授应邀在美国布朗大学作学术报告，题目：电磁材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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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理论的基础研究；

周又和教授应兰州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校庆邀请作学术报告，题

目：磁材料结构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理论的基础研究；

周又和教授应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校庆邀请作学术报告，题目：磁

致伸缩材料多场耦合非线性本构关系理论模型及其应用的最新进展。

三、参加学术会议三、参加学术会议三、参加学术会议三、参加学术会议

1. 郑 晓 静 ,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ICTAM2008),Australia, 8.24-30,2008.

2.黄宁 ,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ICTAM2008),Australia ,8.24-30,2008.

3.Xingzhe Wang，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ICTAM2008),Australia ,8.24-30,2008.

3.王萍 ,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ICTAM2008),Australia ,8.24-30,2008.

4.郑晓静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terogeneous Material

Mechanics (ICHMM-2008), huangshan , 6.3 -8, 2008.

5.郑晓静,中国计算力学大会’2008（CCCM2008）暨第七届南方计算力学学

术会议（SCCM－7）,湖北宜昌,7.28－8.1,2008.（大会邀请报告）

6.郑晓静,沙尘暴及其预报中的力学问题,第四届环境力学研讨会,上

海,10.12-14,2008.(大会邀请报告）

7.郑晓静,2008,Simulation, Prediction and Experiment on Windblown Sand

Movement and Aeolian Geomorphology,12th Asian Congress on Fluid

Mechanics,韩国大田,8.17 -21,2008.（大会邀请报告）

8.郑晓静,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terogeneous Material

Mechanics (ICHMM-2008),huangshan,6.3 -8,2008.

9. 周 又 和 , 郑 晓 静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of Nonlinear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s on Magnetostrictive

Materials ,The 1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of Materials, Beijing,Oct.7-10,2008.(大会邀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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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Yong, H.D., and Zhou, Y.H., The central crack problem for a superconductor

by using the Kim model,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ndamentals of Fracture (ICFF VIII), Hong Kong, Jan. 3-7, 2008.

11.Yong, H.D., and Zhou, Y.H., Crack problem for a long rectangular slab of

superconductor under an electromagnetic force,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ndamentals of Fracture (ICFF VIII), Hong Kong, Jan. 3-7,

2008.

12.Yong, H.D., and Zhou, Y.H., Analysis of a mode III crack problem in a

functionally graded coating–substrate system with finite thickness,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ndamentals of Fracture (ICFF VIII), Hong

Kong, Jan. 3-7, 2008.

13. 周又和周又和周又和周又和,国际电工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2008 年度应用超导会议，美

国芝加哥，8.18-22，2008.

14.周又和周又和周又和周又和,高温超导电磁系统多场耦合力学研究的若干进展,第三届全国

固体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西安,5.23－25,2008.(大会邀请报告）

15.周又和周又和周又和周又和,关于力学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实践和若干思考,教育部高

等学校力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力学教育与人才培养研讨会,北

京 10.10-12,2008.（大会交流）

16.黄宁,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Asian Congress of FluidMechanics, 韩国，大

田市,8.18 -20,2008.

17.黄宁, 复杂环境下的近地层风沙运动研究,第四届环境力学研讨会, 上

海,10.12-14,2008.（大会报告）

18.周绪红，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mprovement of Structural

Safety for Building Structures (ISSBS’08), Harbin,China,Oct.10—11,2008

（大会报告）.

19. 谌文武，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工程地质学 2008 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讨

论会, 敦煌, 8.23-24,2008.（大会交流）

20. 谌文武，交河故城崖体锚固灌浆过程中的变形特征，2008，古遗址保

护国际学术讨论会, 敦煌, 8.23-2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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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谌文武，地质工程专业的野外实习模式探讨，2006-2010 教育部地矿学

科教指委第二次全体大会，江西赣州，11.3-7，2008（大会交流）

22.谌文武,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学术大会暨理事会会议,山东威海,

11.16-20,2008（大会交流）

23. 谌 文 武 , 第 八 届 全 国 工 程 地 质 大 会 暨 工 程 地 质 专 业 委 员

会,10.29_11.3,2008（大会交流）

24.谌文武,中国勘察协会第二届工程物探专业委员会大会, 河北石家

庄,11.16-20,2008（大会交流）

25.谌文武,甘肃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第四届理事会, 兰州,1.28-

29,2008 （大会交流）

26.张虎元,2008 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 敦煌, 8.23-24,2008

27.张虎元,第二届废物地下处置研讨会, 敦煌,2008.

28.王省哲，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terogeneous Material

Mechanics (ICHMM-2008),Huangshan,6.3 -8,2008.761.

29.高原文,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terogeneous Material

Mechanics (ICHMM-2008), Huangshan , 6.3 -8,2008.

30.高原文，第三届全国固体力学青年学者研讨会，5.23 -25，2008.（大

会交流）

31.言志信，第九届全国流变学学术会议，湖南长沙,9，2008.

32. 梁 收 运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dslides and Engineered

Slopes,xi an,6.30-7.4,2008.

33.梁收运 , Landslide Hazard Assessment Based on GIS: A Case Study of a

Hydropower StationArea in China, 2008, Shanghai,12.21-23,2008.

34.慕青松,颗粒物质物理与复杂流体国际学术研讨会,Beijing,9.5－10,2008.

35.张豫川，第九届全国建筑物鉴定与加固改造学术交流会，厦门，10.23

—26，2008.

36.张豫川，全国湿陷性黄土委员会 2008 年会，银川，7，2008.

37.王萍,中国计算力学大会’2008（CCCM2008）暨第七届南方计算力学学

术会议（SCCM－7）湖北宜昌,7.28－8.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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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王萍,第四届环境力学研讨会,上海,10.12-14,2008.

39.张景科,第十届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大会,山东威海,2008

40.赵忠虎,第十届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大会,山东威海,2008,

41.刘占科 ,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for

Young Experts, Changsha,10.19-21,2008.

42.史锋,中国计算力学大会’2008（CCCM2008）暨第七届南方计算力学学

术会议（SCCM－7）,湖北宜昌,7.28－8.1,2008.

43.佟鼎,中国计算力学大会’2008（CCCM2008）暨第七届南方计算力学学

术会议（SCCM－7）,湖北宜昌,7.28－8.1,2008.

三、 承办的学术会议：

2008 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区域研讨会

2008 年 9 月 22 日——24 日，由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承办，古代

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承办的“2008 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区域研

讨会”在敦煌举行，来自美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 6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

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环境与古遗址保护”、“地质工

程与古遗址保护”、“古遗址的主要地质病害及机理研究”、“古遗址的保护

加固材料及加固工艺方法研究”、“古遗址的变形监测及稳定性研究”、“典

型古遗址加固工程实例”6个主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交流，大会交流论文 54

篇。

本室研究人员谌文武教授担任大会副主席，谌文武教授和张虎元教

授作为会议主持主席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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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建设

一、评估一、评估一、评估一、评估验收

5 月 18 日，教育部科技司组织专家组对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进行验收。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郑颖人院士担任验收专家组组长，

清华大学方岱宁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张洪武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王铁军教

授、中国科技大学陆夕云教授、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吴青柏

研究员、湖南大学赵明华教授，教育部科技司基础处袁润松主任作为成员

出席验收会。我校副校长郑晓静教授、副校长陈发虎教授，发展规划处、

人事处、财务处、研究生院、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重点建设处、校办、

科技处、国资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实验室负责人、学院党政领导、

实验室学术骨干参加了验收会。

验收会由教育部科技司基础处袁润松主任主持。陈发虎副校长代表学

校致欢迎词，并介绍了学校在实验室建设中的投入和支持情况。实验室主

任周又和教授全面汇报了实验室近两年的建设情况，包括实验室的基本组

成、项目建设、建设期的主要工作进展、代表性成果、硬件建设、人才培

养、学术交流、学科建设、实验室的组织与管理模式以及中长期发展设想

等。专家组现场考察实验室，检查学术论文、奖励、科研项目、管理制度

等材料，并参观了实验室和成果展览室。随后，专家组在组长郑颖人院士

的组织下对实验室建设情况认真讨论并形成验收意见。(评审专家组意见表

附件 1）.

二、二、二、二、 批准成立批准成立批准成立批准成立

经过验收评估，教育部正式批准实验室成立，聘请周又和教授为实验

室主任，刘人怀院士为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批复文件见附件 2）

二、实验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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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实验室新购进设备 220 台件，总值 695.6 万元，其中 10 万元

以上设备 18台件，使实验室设备总台数达到 600 余台件，总值达到￥1918.3

万元，为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08200820082008年部分新增设备表年部分新增设备表年部分新增设备表年部分新增设备表

实验室 2008 年大事记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设备名称设备名称设备名称设备名称 型号型号型号型号 单价单价单价单价 购置日期购置日期购置日期购置日期

1 高性能并行科学计算集群 HPBL460 ￥1,195,400.00 20081023

2 输沙强度测量系统 BE26-0401BSZ ￥394,000.00 20081125

3 粉尘仪 8520 ￥385,300.00 20081209

4 激光器 ￥362,920.00 20081217

5 低温系统 ￥360,000.00 20081217

6 土壤非饱水率仪 VGT ￥309,200.00 20080313

7 便携式多功能地质雷达 LTD ￥296,500.00 20080313

8 植物生长仪 TGP-1260 ￥258,390.00 20080313

9 光纤应办分析仪 ￥198,000.00 20080313

10 风洞大气边界层形成装置 ￥170,000.00 20081125

11 高密度电法工作站 E60C ￥160,750.00 080313

12 风沙电场测量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 B8T406 ￥160,000.00 20081217

13 风洞高精度三维移测装置 ￥130,000.00 20081125

14 智能数据采集和信号分析系统 DASP 5260 ￥129,600.00 20080313

15 厌氧培养箱 855AC ￥118,000.00 20080313

16 数字式多路风速风压采集系统 ￥114,000.00 20081007

17 数字式多路风速风压采集系统 ￥114,000.00 20081007

18 压力膜仪 15 ￥113,707.00 20080313

19 柔性壁渗透仪 HM-4160 ￥98,690.00 20080313

20 动态信号分析器 DH5920 ￥87,000.00 20080313

21 柔性壁渗透仪 HM-4160A ￥85,690.00 20080313

22 时域土壤水分仪 TRIME-IPH ￥78,000.00 20080313

23 UPS 山特 ￥70,000.00 20081023

24 声波检测仪 RSM-SY5 ￥65,000.00 20080313

25 自动滴定仪 ￥46,800.00 20080313

26 PIV 配套计算机 6600C ￥43,000.00 20081125

27 流变仪 DV-3 ￥41,000.00 20081230

28 土钻环力取样套件器 ￥29,917.14 20080313

29 砌块成型机 240*215*240 ￥25,000.00 20081125

30 沥青腊含量测定仪 SYD-0615 ￥19,600.00 200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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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学校批准增列谢莉为工程力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增列

吕擎峰、朱本珍（兼职）为岩土工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增列王志强（兼

职 ）、黎志恒（兼职）为地质工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 月 21 日，学校校人字〔2008〕23 号文件聘任周绪红、郑晓静、周又

和为二级教授，聘期五年，自 2007 年 12 月起聘；聘任高原文、梁收运为

五级副教授，聘期三年，自 2007 年 12 月起聘；聘任刘高、韩建平、张敬

书、张豫川六级副教授，聘期三年，自 2007 年 12 月起聘。聘任王建成、 董

兰凤、周 俊、郭桂红为八级讲师，聘期三年，自 2007 年 12 月起聘；聘

任刘小伟九级讲师，聘期三年，自 2007 年 12 月起聘。

1 月 21 日，张宇翔、赵洪蛟、邢 超、孟学广、杜伟飞、马向贤、任 恒 、

叶晓燕、张 博、宿星亮、石富强 11 名同学被授予“兰州大学 2008 届优

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2月27日下午,学校在信息楼报告厅召开全校领导干部大会,对2007年

在科研获奖、学术论文（著作）和专利、重大项目和经费贡献等方面表现

突出的个人和单位进行了表彰奖励。由重点实验室郑晓静、王乃昂、周又

和等参与完成的“中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2007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课题组获得表彰奖励, 周又和教授负责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多场耦合跨尺度复杂系统及其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的研究” 获得科研组织

奖。

2 月 25-28 日,为配合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受甘肃省文物

局委托，张虎元教授承担甘肃高台县骆驼城遗址保存现状评估及抢险加固

工程设计项目，进行了现场调查，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骆驼城遗址抢险保

护加固工程勘察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

2 月 28 日，学校同意成立“兰州大学工程实验中心”，挂靠兰州大学土

木工程与力学学院，聘请周又和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3月, “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国家科技部的第二

轮专家评审，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兰

州大学作为该中心的联合组建成员单位，也将成为首批进入该领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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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属单位之一。

3 月 16 日，应郑晓静教授、张虎元教授邀请，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杨

俊博士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作了题为“土动力学研究新进展”的学术

报告。

3 月 9-12 日，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张虎元教授参加了对秦始皇兵马俑

博物馆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运行评估工作。

5月，王省哲教授获第十二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

4 月 29 日，应周又和教授邀请，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陈振茂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并在新文科楼三楼学术报

告厅为重点实验室师生作了题为“电磁无损检测理论和应用中的若干新进

展”的学术报告。

5 月 14 日，应邀来访的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土木工程与力学学

院兼职教授徐宗威先生来院进行学术交流，并在新文科楼三楼学术报告厅

为重点实验室师生作了题为“城市规划与城市规划法”的学术报告。

5 月 18 日，教育部科技司组织专家组对重点实验室进行验收，验收会

在我校新文科楼 327 会议室举行。专家组认为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已全面完成了建设任务书各项指标，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5 月 19 日，应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暨土木工程与力

学学院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郑颖人教授来实验室

进行学术交流，为重点实验室师生作了题为“岩土力学研究进展”的学术

报告。

6月 17 日，谢莉副教授获得兰州大学多媒体课件授课大赛三等奖。

6月 24 日，学校党委（校党委发〔2008〕51 号）决定授予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党委“先进中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授予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地

质岩土工程研究生党支部“先进党支部”荣誉称号，赵社文被授予“优秀

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6月 6日，实验室主任、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院长周又和教授受邀请在

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作了题为“电磁材料结构多场耦合非线

性力学理论的基础研究”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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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郑晓静教授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聘为数学物理科学部专

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是我校唯一一位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聘为新一

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教授。

7月 3 日，应周又和教授的邀请，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土木工程系杨

嘉实博士前来实验室讲学，为重点实验室师生作了题为“IEEE-UFFC（超声

速铁电频率控制）中的压电研究”和“共振压电器件的理论与数值分析”

两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7 月 20 日，应郑晓静教授的邀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缪协兴教授来实验室学，并为重点实验室全体师生作

了题为“煤矿突水灾害防治与水资源保护研究”的学术报告。

7 月 20 日，应郑晓静教授的邀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长江学者、同济大学徐鉴教授前来实验室讲学，并为重点实验室全体师生

作了题为“时滞系统动力学与应用”的学术报告。

7 月 25 日，应郑晓静教授的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力学研究所吴

承康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清华大学南策文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西南交通大学翟婉明教

授来实验室讲学。 吴承康院士为重点实验室师生作了题为“我国能源现状

与思考”的学术报告，南策文教授为重点实验室师生作了题为“多铁性磁

电复合材料与薄膜” 的学术报告，翟婉明教授为重点实验室师生作了题为

“铁道机车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及工程应用”的学术报告。

8 月，我院力学学科苟晓凡博士、郑晓静教授和周又和教授于 2007

年发表在 IEEE Transation on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的学术论文经评选被

IEEE超导委员会授予 2007年度最佳贡献论文（the best contributed paper）Van

Duzer Prize，这是我国学者首次获该项奖励，也是该项奖励首次授予非电工

电子领域的学者。

8月 18-22 日，周又和教授赴美国芝加哥参加国际电工电子工程师协

会（IEEE）2008 年度应用超导会议。在大会开幕式的授奖仪式上，周又和

教授领取了由 IEEE 超导委员会主席 Spargo 教授、IEEE 超导委员会奖励委

员会主席 Nisenoff教授、IEEE Trans.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学术期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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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Schwartz 教授联合签发的该学术期刊 2007 年度最佳贡献论文奖，即以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著名应用超导科学家冠名的 Van

Duzer Prize。最佳论文奖授予被奖励论文的三位作者，即我校的郑晓静教授 、

周又和教授及苟晓凡博士（郑晓静教授指导的博士生，2005 年我校固体力

学专业毕业，本获奖论文是苟晓凡博士论文工作的一部分）。

8 月 23 日，周又和教授应邀前往美国布朗大学作了题为“电磁材料

结构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理论的基础研究”的学术报告。

8 月 28 日，经过省市推荐、同行专家网上评审、会议终审、网上公

示等，教育部下发文件，周又和教授获第四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成为我校第三位荣获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荣誉称号的教师。

9 月 2 日，我校校长、实验室周绪红教授主持的“新型装配整体式房

屋结构体系在灾区震后重建中的应用”通过专家评审获得国家外专局资助

立项，并被列入 2008 年度国家外专局“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引智工程”首批

引智项目。

9月 9 日，学校对第四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和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奖获得者进行表彰奖励，周又和教授荣获第四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奖”获得学校奖励。

9月 10 日，董凤兰被学校聘为副教授（副高 7 级岗位），聘期自 2008

年 5月至 2011 年 5 月。

9月 10 日，校人字〔2008〕88 号文件聘任康国瑾、周仲华为实验技

术系列副高级五级岗位，聘期三年，自 2008 年 6 月起聘。聘任孙冠平为实

验技术系列中级八级岗位，聘任郑立实验技术系列中级九级岗位，聘任王

娟实验技术系列初级十一级岗位。

9月15日,应郑晓静教授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来实验室讲学 ，

在新文科楼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地质灾害防治与城市安全”的学术报告.

9月 22—24 日，由重点实验室与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古遗址保

护与加固工程专业委员会、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共同举

办的“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区域研讨会”在敦

煌举行，学校周绪红校长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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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以周又和教授为带头人的“理论与应用力学创新性人才

培养教学团队”经教育部评审，被批准为国家级教学团队。使我校国家级

教学团队增至 3 个。

10 月 19 日，应周又和教授邀请，我国著名的流体物理学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胡文瑞来实验室讲学，并作了题为“热毛细对流的转捩过程”的

学术报告，同时客座“百年兰大.名家讲坛”，作了“载人航天的科学研究”

的学术报告。

10 月 22 日，周又和教授应兰州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校庆邀请，在

兰州交通大学作了题为，“电磁材料结构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理论的基础研

究”的学术报告。

10 月 23-24 日，张虎元教授参加了国家发改委评审中心在北京主持

召开的“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初步设计评审会”，由敦煌研究院与兰州

大学合作完成的“莫高窟崖体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方案”通过审查。

10 月 24 日，应周又和教授邀请，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科技部 973 项

目首席科学家王铁军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并作了题为“先进材料

与结构的力学行为 ”的学术报告。

10 月 25 日，周又和教授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校庆邀请，在兰州理工

大学理学院作了题为“磁致伸缩材料多场耦合非线性本构关系理论模型及

其应用的最新进展”的学术报告。

11 月 20 日，党委书记王寒松到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调研，并与学院

党政班子成员、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及教授代表

座谈。

11 月 26 日，应郑晓静教授邀请，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英国 Glasgow 大学哲学博士高效伟前来实验室讲学，并作了题

为“飞行器热防护系统多尺度边界元热应力分析”的学术报告。

12 月，实验室组织申报“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12 月 7 日，应郑晓静教授的邀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力学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工学院力学与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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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系王建祥教授来实验室讲学 ，并作了题为“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Dilatation-Driven Patterns of Some PorousMaterials”的学术报告。

12 月 10 日，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Nature》2008 年 2 月 14 日“News

and Views”栏目的瑞士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学院 Herrmann 教授的一篇关于

风沙电实验与理论研究现状的评述论文中, 我校郑晓静教授、黄宁教授和

周又和教授于 2003 年发表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上的风沙电实验与理论研究论文受到三次引用和正面评价。

12 月 12 日，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召开土木工程学科建设座谈会，校

长周绪红教授出席，并作为学科带头人发表重要意见。应邀出席座谈会的

还有发展规划处处长张正国，重点建设处副处长武建龙。

12 月 29 日，谌文武教授增列为地质工程博士研究生导师，刘高副教

授增列为地质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