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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似乎同样获得了另外一项称号——世界工地。或许正是由于大量

工程实践不断提出的需求驱动，我国岩石力学50年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越来越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

和好评。 

 

4月29日，国际岩石力学学会教育委员会和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国际岩石力学

与工程界盛会——2008年国际岩石力学与工程青年学者论坛。会上有专家指出，我国岩石力学研究和工

程建设已走在世界前列。而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帝国理工学院教授哈德森

（J. A. Hudson）更坚定地判定：“21世纪的岩石力学在中国。” 

 

北京科技大学的岩石力学学科50年来一直处于我国的领先或前列位置，目前国际岩石力学学会教育

委员会即挂靠北科大，主席由该校教授蔡美峰担任。就岩石力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问题，记者采访了蔡

美峰。 

 

大型工程催生理论变革 

 

蔡美峰提到，岩石力学之所以在我国发展迅速，最关键的原因是工程的发展、工程的需要。 

 

岩石力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基础学

科，其应用范围涉及采矿、土木建筑、水利水电等众多的与岩石工程相关的工程领域。一方面，岩石力

学是上述工程领域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正是上述工程领域的实践促使了岩石力学的诞生和发展。 

 

国际上现代岩石力学学科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1962年成立了国际岩石力学学会，标

志着岩石力学成长为世界性的科学分支。我国现代岩石力学与工程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始于20世纪

50年代，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从那时候起就成为全国岩石力学研究的基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岩石力学工作在全国得到普及，金川矿山、葛洲坝工程、成昆铁路及一大批国

防地下洞室等重大工程的建设，对我国岩石力学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陈宗基、谷德振等

老一辈科学家倡导下，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中国国家小组，成为国际岩石力

学学会理事会成员，1982年组建了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筹备委员会，1985年正式成立了全国性一级

学会。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各类大型的、复杂的岩土工程的不断出现，

也对岩石力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促进了岩石力学的不断发展，许多新理论、新技术和新的工程实践

成果不断涌现，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岩石力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学科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蔡美峰以北科大为例，将岩石力学在我国的发展划分为如下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5~1966年，学科处于初级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的岩石力学与世界相比还比较落后。

学生上课都是老师自己备的讲义，没有统一的教材。学生比较少，尤其研究生更少。本科生学一些一般

知识。教师中搞岩石力学研究的人很少。但是北科大自建校起就有个传统，就是理论结合实际比较强，

因此科研实力一直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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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岩石力学的领军人物是陈宗基教授，倡导岩石流变力学理论研究，在国际上

也很有影响，是我们国家岩石力学研究的先驱人物。北科大的于学馥教授，也是中国岩石力学的奠基人

之一，其学术理论包括：岩石的轴变论理论，灰色理论即不确定性理论，岩石记忆理论。 

 

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是很大的突

破。科学大会召开后，国家开始重视科技，激发了高校教师投入科研的热情。 

 

恢复研究生招生，尤其是后来博士研究生招生对科研力量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很多老师搞科研主

要是依靠博士生。博士生年轻有活力，对学科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82年，博士生导师制度设

立，以岩石力学为基础的采矿工程专业的唯一第一批博士点就设在北科大，两个第一批采矿工程博士生

导师童光煦、于学馥也都在北科大。 

 

真正有岩石力学的教材是在1980年后，北科大的教师也参与了编写第一本教材。而随着本科生、研

究生规模逐年扩大。师资力量增强，1980年后，国家送一些人出国，并陆续有人回来，对提高研究实力

有很大帮助。高校教师纷纷投入科研，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三阶段为1990年以后。理论的突破主要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蔡美峰本人回国，中国的地应力

测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之前的研究方法、理论解释有不少错误。蔡美峰回国后推动了全国地应力测量

的开展。 

 

自1990年以后，全国岩石工程建设的形势发展很快，岩石力学后续理论研究的发展更快了。大型工

程建设都在中国出现。随着大型工程建设，岩石力学的理论、工程建设的成果已经基本达到了国际先进

甚至领先的水平。 

 

更进一步遭遇挑战 

 

据蔡美峰介绍，岩石力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受到过质疑：岩石力学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是否可以计

算、如何计算，前提条件是什么？后来，随着岩石力学基础数据的深入，方法不断更新，数据集成准

确，计算分析能力提高。2000年以后，没有人再怀疑。事实上，蔡美峰及其领导的学术梯队和指导的研

究生，参与青藏铁路、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大型工程的地应力测量、工程咨询等岩石力学研究，为工

程的科学设计、顺利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他同时提到，我国近年来岩石力学理论的发展确实很快，但将研究成果总结提高进而形成技术规

范乃至理论，从而向全世界进行推广仍然做得非常不够。这其中一个很大的障碍是语言。当然，这一情

况近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好转。正如哈德森教授所感慨的：20年前，他与中国学生交流还要翻译，现在交

谈起来都很顺畅了。 

 

随着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安排专业的课程，如何编写一本普适性的教材成为一个

亟须解决的问题。蔡美峰主编的教材《岩石力学与工程》于2002年8月出版，是全国第一部通用岩石力

学教材。目前在全国60多所高校通用。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主任王金安向记者介绍，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有大批海

外留学人员回来，很多与世界接轨的东西在中国的土壤上再次生长，经过中国学者的开发再重新走出去

向世界展示。经济的发展体现为基础工程的建设，岩石力学涉及很多领域，是经济建设基础工程中涉及

面最广的，从资源开发到架桥、铺路、水力、水电，这样大的工程在世界上都很难找到。世界上其他发

达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经历过，当时是基于经验设计，没有很好的理论。但到了中国的岩石力

学，这种经验的东西相对少一些，因为地质条件不同。南方的工程实践到北方不行，浅部的工程实践到

深部又不能用，所以需要不断发展，中国的岩石力学研究水平在不断与世界同步。 

 

中国的岩石力学就是不断与重大领域的工程相结合，吸引了很多外国专家。王金安说：“三峡工

程、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我们的很多工程在全球很多学术场合不断展示，这些建设也在世界岩石力学

领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深、长、大”是中国的特色，当然这也引出很多新的问题。



但他对此仍显得相当乐观：“当传统经验和研究成果不足以支撑这些大工程时，年轻学者当然要尝试新

的理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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