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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电磁固体力学研究领域获得重大突破 
『2009-01-09 18:50:57』『字号：大 中 小』『浏览：..次』『打印』 

  近日，由我校郑晓静教授、周又和教授主持完成的“电磁材料结构多

场耦合非线性力学行为的理论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是

我校在电磁固体力学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 

 

  “电磁材料结构多场耦合非线性力学行为的理论研究”课题是我校郑

晓静教授、周又和教授长期坚守西部、坚守甘肃，奉献于科教事业的呕心

沥血之作，是对兰州大学百年校庆的一份厚重的献礼。课题从1987年1月

开始，历时20年。课题研究涉及到电磁固体力学、计算固体力学、非线性

力学等学科领域，获得了国家973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

然科学重点项目等的资助。 

 

  该项课题针对铁磁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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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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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磁材料结构的理论预测与几类典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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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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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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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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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z

e” (即：最佳贡献论文奖。该论文由该项目组独立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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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还促

图片新闻数据加载中... 

通知公告 
数据加载中... 

近期更新 
数据加载中... 

兰大首页 党委宣传部 兰州大学报 兰大电视 兰大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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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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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兰州大学的固体力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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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晓静教授1987年博士毕业后在兰州大学任教，现任兰州大学副校

长、研究生院院长，在中国力学学会等10个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务。她曾

成功给出了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精确解和包括“钱伟长摄动解法”在内的

对这类方程近似解析求解方法的收敛性证明，被钱伟长等认为是该领域

“国内外少见的优秀工作”、“已处国内外领先地位，是五十年来该课题

最完备的一项研究”。相关专著《圆薄板大挠度理论及应用》作为青年科

学家丛书之一，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资助出版，并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

二等奖；与周又和教授合作完成的专著《电磁固体结构力学》受国家科学

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她在国内

积极推动力学研究与环境系统科学的结合，并率先将精细测量与理论模拟

有机结合，实现了对风沙电现象及其风沙电场、风沙流发展过程以及风成

地貌形成和演变过程等的定量预测。由Springer出版英文专著《Mechanic

s of Wind-blown Sand Movements》。主持2项“973”计划课题。相关工

作被评价为“提升了我国风沙运动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获2007年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为第一合作单位的第一完成人，总排名2/10）。已出版学

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210余篇，其中SCI、EI和ISTP论文150余篇。获

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政府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

位获得者”称号、中国宝钢教育基金会颁发的“优秀教师特等奖”，甘肃

省“优秀专家”和“徐芝纶力学奖”一等奖以及中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等。 

 

  获奖项目的另一完成人周又和教授博士毕业后在兰州大学留校任教，

现任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院长、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

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甘肃省优秀专家”，在中国力学学会等11个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

务。长期从事板壳非线性力学、电磁固体力学和智能结构控制、风沙环境

力学、多场耦合与跨尺度非线性力学及高性能计算等研究。在国内开拓了

与高技术密切相关的电磁固体力学研究，并结合我国重大风沙环境问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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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形成和演化的力学机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实质性进展的创新成

果。已主持各类科研项目20项，包括国家973项目一级课题，主持科技部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前期预研专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海外学者合作基金（国内合作者）、科技部重点国际合作项目、教

育部高校骨干教师基金（特聘教授团队）、教育部重点科技项目和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研究项目等。已在Int. J. Solids and Struct.、Int. 

J. Non-Linear Mechanics、Phy. Rew. B、Phy. Rew. E、J. Geophysica

l Research、IEEE Appl. Superconductivity、Phy. C、European Phy. 

J. E、Phys. Lett. A、Appl. Phy Lett.、Funsion Eng. and Des.、J. 

Sound & Vib.等权威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属SCI收录期刊论文90余篇（发

表的论文总数达到250余篇），先后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自然

科学一等奖、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IEEE超导委

员会最佳贡献论文奖、国家教学名师奖、“全国师德标兵”称号。主持的

《理论力学》课程已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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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甘肃省教学成

果一等奖，领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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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主持教育部“新世纪长江学者创新

团队”、“973”计划一级课题和“国防重点基础研究”等项目。  

(来源：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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