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制策略: 单臂控制 双臂协调控制

目标状态: 静态目标 动态目标

视觉功能: 二维视觉、 三维立体视觉、

目标定位 跟踪、对接

硬件环境: 主ö从系统 支持自主控制的

计算机网络系统

目前已经完成双臂 R S 自主控制系统的计算机

仿真部分, 建立了动力学干扰模型[4 ] , 基于双臂协

调的卫星姿态控制算法及路径优化算法[5 ] , 提出了

实验模型设计和网络系统的设计. 图 1 为“八五”期

间开发的地面实验平台的照片, 图 2 为“九五”工作

计划中, 目前已经建立的双臂R S 避免碰撞运动规

划系统计算机仿真实验结果.

图 1　RS 自主控制系统地面实验平台

图 2　微重力环境下双臂RS 无碰运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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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 1996 年 4 月 22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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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第 9 次“青年科学家论坛”纪要 (节录)

　　中国科协第 9 次“青年科学家论坛”于 1996 年

5 月在北京举行. 由清华大学杨卫教授, 郑泉水教

授, 中国矿业大学谢和平教授,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洪友士研究员担任执行主席. “论坛”分为 3 个

报告单元和 2 个讨论单元, 报告单元主题是: 现代力

学与中国的基础建设 (谢和平, 顾元宪主持) ; 现代

力学与中国的高新技术 (方竞, 郑晓静主持) ; 现代

力学的学科进展 (洪友士, 涂善东主持). 讨论单元

的主题是: 跨世纪期间力学理论与应用的重大问题

(杨卫主持) ; 年轻力学专家的跨学科、跨地区、跨国

合作 (郑泉水主持).

本次“论坛”体现出 3 个显著特点: (1) 与会年

轻专家的高水平; (2) 各项准备工作的规范和周密;

(3) 会议期间由于大学准备充分, 报告认真, 从而

交流了大量信息, 并作了热烈讨论.

本次“论坛”报告于 1996 年 6 月由清华大学出

版社以《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力学——中国科协第 9

次青年科学家论坛报告文集》为书名, 作为正式出

版物出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了此

(下转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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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习题解答与指导

这部分软件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而设计

的. 我们把全书的习题都做了题解, 并输入计算机.

和一般的题解不同的是, 在解题的同时作了一些讲

解和指导, 有些题作了适当拓延, 以培养学生举一反

三的能力. 我们使用这部分软件的方法是: 把要求学

生作的习题提前布置下去, 学生作完后收上来, 教师

看一看并作适当记录, 但不批改, 然后发给学生, 让

学生自己上计算机阅读核对, 教师随时答疑. 这种方

式比一般的上习题课和批改作业的效率和效果明显

提高. 过去一次习题课能讲解四五个习题, 利用此软

件一般的学生用同样的时间至少可以掌握七八个题.

5　概念自测与指导

这一部分内容和使用方法与第 3 部分类似, 主

要的区别是屏幕上随时显示出学生作对了哪些题,

作完一章还可以给出学生的得分. 这样不但便于学

生自己检测和学习, 而且教师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

实践使我们感到 CA I 是提高工程流体力学教学

质量的一个有效手段.

本文为省级立项, 是在学校的CA I中心完成的.

(1996 年 3 月 2 日收到第 1 稿,

1996 年 5 月 27 日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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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出版, 成为有 32 篇高水平 (面及力学和航

空、航天、交通、材料、石油化工、机械、汽车、土

木、地质采矿等) 学术论文的青年科学家论坛的第一

本论文集.

在“论坛”中达成下述学术上的共识:

(1) 众多工程技术的专业人员进入了研究层次

后, 往往就需要用到大量的力学知识和方法. 在这

样一种含义上讲, 力学又是工程学科学 (engineer2
ing science) , 能不断从与各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

的结合中发挥自己的优势. 与会学者的成长经历也

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跨世纪期间, 中国发展的主

要国情是: 大规模基础建设, 高新技术的发展, 若干

跨世纪骨干产业的形成, 这些都为力学与应用研究

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如高层建筑、高速公路、高

速铁路、高坝、地下工程等新一代基础设施的建设必

将为我国结构力学、固体力学、一般力学、流体力学

的发展提供崭新的课题; 高新技术的发展 (如航天、

航空、材料、核能、微电子) 及其可靠性和经济性的

要求将力学开辟若干个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制

造业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将导致工艺力学的脱颖而

出。

(2) 在目前国际分析、计算类软件研制的国际

性竞争形势下, 我国年轻一代力学工作者应着重研

究有自己特色, 有高的技术含量, 具有良好用户界

面, 与国际通用软件环境平台接轨的力学分析软件,

充分发挥力学工作者在计算和分析软件上的带动作

用. “论坛”上几位从事冷冲压成型、橡塑模具设计、

穿甲与高速冲击等软件开发的教授所介绍的成果引

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和重视. 在算法和计算范围方

面有创新性的多种尝试也引起与会者的关注.

(3) 力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应不断扩充力学学科

的内涵和外延. 多位报告人介绍了在宏观、细观、微

观相结合方面的工作, 从而突破了力学只研究宏观

事物和宏观分析方法为手段的框框; 介绍了非线性

科学 (如混沌、分形) 等对力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

的影响. 对正分析和反分析之间的辩证关系、机理

性研究和关联性研究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并讨论

了反分析在我国资源开发、故障缺陷、诊断和系统参

数识别中的应用.

本次论坛的讨论也吸引了 30 多名附近高等院

校的力学有关领域的研究生们参加旁听, 会场挤得

满满的, 热烈程度超过以往历届论坛. 当然, 更重

要的是与会学者的辐射作用, 因为参加本次论坛的

代表全体都是研究生导师 (其中 19 位为博士生导

师) , 所带研究生超过 200 人, 并在工程技术领域具

有日益增加的影响. 论坛过程中洋溢的合作气氛,

将在大范围内扩散开来.

26 力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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