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缺陷物体流变学国际研讨会介绍

一、会议概况

带缺陷流体流变学国际研讨会 ( IU TAM Sym2
posium on Rheology of Bodies with Defects)于 1997 年

9 月 1 日～5 日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 会议由国际理

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 ( IU TAM) 批准 ,并得到 IU2
TAM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 会议由中国力学

学会主办. 组织委员会主席为袁龙蔚教授. IU TAM

执行局委员、北京大学王仁院士任会议学术委员会

主席并主持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代表约 60 余人. 他们分别来自波

兰、澳大利亚、荷兰、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法国、

日本、乌克兰和中国等 . 宣读论文 26 篇 (中国学者

15 篇 ,外国学者 11 篇) . 会议就学科发展前景、存在

的问题等进行了专门讨论.

二、学科的发展形势

研究固体材料在外部载荷和环境作用下 ,材料

中缺陷的演化规律及其导致材料最终失效或破坏的

全过程 ,是力学家和材料科学家为之长期奋斗的跨

学科命题.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细观力学的形成、

计算与实验等研究手段的发展及先进功能材料微结

构设计和制造工艺定量化的需要 ,促使相关学科联

合作战 ,对材料的破坏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取得较

快进展 ,它具有如下明显趋势 : (1) 采用宏、细、微观

的层次体系相结合的方法来描述材料在外载荷作用

下从变形经损伤至失效或断裂的全过程 ; (2) 考虑

多层次的缺陷几何结构及其演化规律 ,考虑温度和

粘性耗散与缺陷演化之间的交互作用 ,使材料和结

构的破坏抗力成为可预测的定量指标 ; (3) 与复杂

工程结构响应进一步紧密结合 ,为材料改性及制造

工艺改进提供理论依据 ,其中流变学的概念与方法

愈显重要 ; (4)突破经典的连续介质力学的局限性 ,

破坏理论将融汇力2热2电2磁等耦合效应 ,从而使破

坏力学与非平衡态热力学、统计物理学、非线性力学

进一步相互交叉、紧密结合.

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涉及的材料有粘弹性材

料 ,颗粒增强复合材料 ,具有气体渗透性材料 ,蓝宝

石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热塑性材料 ,弹2脆性材料 ,

铸铁 ,水泥质材料 ,砂浆 ,软粘土 ,岩体 ,花岗石以及

退化的弹性体系 ;涉及的工程构筑物包括平板与壳

体结构 ,双材料结构等 ;研究的现象主要有蠕变损伤

和蠕变破坏 ,疲劳破坏 ,损伤统计演化 ,损伤场及损

伤局域化 ,剪切应力松驰 ,裂纹扩展等 ,以及带缺陷

流变物体的本构关系等.

从提交会议的论文内容来看 ,一致认为材料破

坏过程的宏观效应取决于细观层次的性态 ,因而需

要了解过程中细观与微观层次发生的机制及其在时

间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这样 ,细观损伤及其演化规律

的统计分析和材料的随机破坏及其预报方法引起与

会学者的极大注目.

就带缺陷物体来说 ,连续性与离散性同在、确定

性与随机性共存 . 就流变学来说 ,强调了时间、温度、

流变、耗散四项基本要素 ,突出层次体系、集体协同、

统计张落、热2力2磁耦合效应 ,对材料或结构物的蠕

变破坏研究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 会议反映出破坏

力学与近代物理学、非线性大变形几何学、非平衡态

热力学相结合的新动向 ,提出损伤场及其局域化、宏

2细2微观层次体系、流变2热断裂、缺陷的率相关演

化、新的本构关系及蠕变规律等新概念和新方法.

这次会议是国际上举行的第一个以“带缺陷物

体流变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带缺陷物体流变

学”许多方面尚待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 ,学科本身也

尚不成熟 ,在理论、实验、计算、应用方面都还有很多

的工作待继续努力 ,尤其在实验手段、软件开发上仍

需增大投入. 关于“缺陷”、“流变”相结合的观念在国

内外都需要继续宣传介绍 ,以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

与参与 ,目前 ,中外各国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我国

学者的工作目前不落后于国际学术水平 ,并具有自

己的特色 ,已引起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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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四天的交流与热烈讨论 ,大家都有一个共

识 ,感到方向很明确. 一方面从国家的现实出发 ,我

们必需动员更多的同志从更广阔的方面直接地参加

到为近期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各个工程应用工作中

去 ,和在那里的同志们一起去解决问题 ,并在逐步积

累中形成理论 ;另外 ,要切实保证一支少而精的基础

研究队伍. 要加强细观以至亚微观尺度的力学实验

技术和实验力学研究 ,要加强计算机和软件的建设 ,

要扩大与工业的联系 ,要加强对力学的宣传 ,使社会

更加认识力学的价值与作用 ,从而强化社会对力学

教育与研究的支持. 要相应调整力学教育的内容和

目标 ,培养更多跨世纪的人才 ,使他们既对力学的基

础有全面、深入的认识 ,又要对工程有足够的了解和

感情 ,正逢新世纪之交 ,与会代表深感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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