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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中的力学问题

林 同骥 浦 群

(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摘要〕 本文概述
“
七五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海洋工程中的力学问题
”

的社会
、

工程背景

和学科特点
,

并扼要介绍 13 个子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
。

一
、

引 言

人 口
、

资源和环境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三大基本问题
。

人们已经预见到陆地承载人类的

生存能力总有一天将出现超负荷状态
,

而辽阔的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

可以为人类生存繁衍

提供极大的物质基础
。

海洋是一个兰色的宝库
。

据预测
,

本世纪末海洋石油产量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比例将从目

前的 22 %上升到 40 %左右
;
此外

,

海洋还有波浪能
、

潮汐能
、

丰富的生物和矿物资源
,

还可建设

海底隧道
、

海底油库
、

海上机场
、

海上城市等等
,

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

但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与一

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关系密切
。

与人类在 20 世纪向空间的探索和开发相仿
,

未来的 21 世纪必

将是开发海洋的新世纪
。

我国海岸线漫长
、

海域辽阔
,

拥有 140 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
,

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

近期以

开发海洋油气资源为目标的海洋工程的发展必将推动有关的学科发展和技术进步
,

并培养人

才和积累经验
,

为我国在下世纪更大规模开发海洋奠定基础
。

海洋工程与空间工程一样
,

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
,

它涉及环境
、

物性
、

载荷
、

动力响应
、

安全评价及有关技术等各方面的问题
。

就学科论
,

海洋工程与土木工程
、

机械工程
、

流体力学
、

海洋动力学
、

大气边界层
、

地震力学
、

断裂力学
、

结构稳定
、

土力学
、

计算和应用数学
、

实验技术

等等密切相关
。

由于离岸工程长期经受风
、

浪
、

流
、

冰
、

地震等藕合作用的严峻环境
,

它使原先的

学科面临着一些棘手的间题
,

同时也提出了原有学科中没有考虑到的新问题
。

海洋工程力学是

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
,

其内容包括海洋工程流体力学
、

海洋工程结构力学
、

海洋土

力学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叉和藕合问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七五
”

( 1 9 8 7一 1 9 9 1年 )重大项 目
“

海洋工程中的力学 问题
”

是以海洋

油气资源的开发工程为背景
,

研究各种海洋工程结构及其地基在波浪
、

海流
、

海冰
、

地震藕合作

用的严峻环境下的载荷及其响应
,

分析海洋工程结构失效乃至破坏的原因与机理
,

为我国自行

经济
、

安全地设计建造海洋平台和有效地进行油气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

并推动与海洋工程有关

学科的发展
。

本重大项 目是在国家科委新技术局
“

六五
”

重大项 目
“

工程中的力学问题
”

的一个

部分—
“
海洋工程力学问题

”
的基础上进行的

。

结合我国国情
,

针对海洋平台设计中的关键 问

本文于 1 9 92 年 1 1 月 1 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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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把研究划分为海洋流体力学
、

海洋结构力学和海洋土力学三大部分共 13 个子课题
。

在学术

上以跟踪世界研究动向
、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
;在

“

六五
”

期间以研究线性 问题为主
,

而本

重大项 目则 向考虑祸合作用和非线性发展
。

对研究工作的安排采取近期与远期相结合
,

以使部

分研究成果能较快应用于工程实际
。

二
、

研究概况和主要成果

本项 目由中科院力学所
、

大连理工大学
、

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

南京东南大

学
、

天津大学
、

同济大学
、

南京水科所
、

华中理工大学
、

国家地震局哈尔滨工程力学所
、

中国船舶

总公司 70 2研究所等 12 个单位承担
,

共有 3 51 名科技人员参与了研究工作
,

实现了预期目标
,

部分内容超过预定指标
,

于 1 9 9 1年 6月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的重大项目验收

鉴定
。

从总体上讲
,

项 目的研究水平与国际上现有的研究水平相当
,

部分研究内容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

一些成果 已应用于渤海石油开发工程
、

蛇口散装码头设计
、

南海海底管线铺设前期研

究
,

有的成果 已为交通部港 口工程技术规范所采用
。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刊物上共发表论文 1 84

篇
,

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 2 09 篇
,

完成中
、

英文专著 8 册
。

获部委级二等奖 1 项
、

三等

奖 3 项
、

四等奖两项
。

培养博士后 1 名
、

博士生 28 名
、

硕士生 1 43 名
。

为国家海洋工程力学的

研究和发展锻炼培养了队伍
、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以下分别介绍 13 个子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

1
.

海洋环境 海洋环境是一切海工结构设计的重要基础资料
。

该课题主要研究海洋环境

中波
、

流和风在不同海域
、

不同季节的演化和运动规律以及地形
、

海流和风联合作用下非线性

水波动力学过程
。

我们用摄动法导出了在剪切流
、

密度分层和地形联合影响的复杂条件下孤立波演化的方

程
,

用解析方法得到波流参数和环境参数的显式关系
,

国外尚未见到同类工作
。

对中等陡度岸

坡椭圆余弦波的爬高和反射的研究取得了弱非线性的解析解
,

提出了浅水长波在水流和缓变

地形组合条件下演化的二维理论和数值方法
。

对水流和地形组合作用下波谱变形的研究
,

国外着重于采用波能守恒分析
,

我们则采用波

作用量守恒方程
,

在理论和方法上优于国外同行
,

研究成果已为交通部有关规范采纳
。

波浪破

碎是 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认识的难题
,

我们在大量实验和理论研究基础上
,

提出了适用于纯波

和波流共存条件的波破的极限波陡指标
。

对风生浪机制和实用预报方法的研究
,

从理论上提出了湍流在不规则界面上合理的动量

输运边界条件
,

使风浪增长率的数值预测大为改善
。

提供了第二代和考虑波波非线性相互作用

的第三代风浪预报业务系统
,

经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评定
,

可作为长期预报或后报业务系

统
,

准确率接近 国际水平
。

2
.

波浪载荷 波浪载荷是海工结构经常性的作用力来源
。

该课题主要研究大尺度海工结

构对波浪的反射
、

绕射和辐射引起的载荷
,

重点研究非线性波与结构物的相互作用
。

对非线性水波的绕射和辐射问题
,

提出了二阶绕射势辐射条件的完备的数学表达
,

适用于

无限和有限水深
,

给出了二阶势的远场高阶渐近解
,

完善了二阶波绕射理论和数值方法
,

澄清

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争论
。

提出和发展了一整套浮体一阶
、

二阶波浪力和运动响应的预报方

法
,

已多次应用于海洋工程设计
。

通过实验优选了透射系数最小
、

消波最佳的浮堤堤型
,

已为上

诲内河航运局和长江轮船公司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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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破碎波与强非线性波流场进行了分析
,

成功地模拟了卷跃破碎的演化过程
。

提出了计算

破波拍击力的动量理论
。

在浅水破碎波对直立圆柱作用力的研究中
,

提出破波力的构成应考虑

因波面变陡发生不完全绕流导致的附加压力
,

建立了破碎波对直立 圆柱的多参数经验关系
,

经

审定 已列入交通部港 口工程技术规范补充条文
。

波流非线性载荷的数值模拟
,

采用边界元法和时间步进法直接计算波流藕合作用下的圆

柱受力
,

取得较好效果
。

3
.

粘性载荷 对于海洋工程中的小尺度构件
,

波浪和海流引起的载荷主要是 以旋涡运动

为特征的粘性载荷问题
。

粘性旋涡流动也是当今流体力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

针对 M or i so n
公式使用范围受到限制的情况

,

开展了多种条件下粘流载荷实验研究
。

提出

了广义无量纲参数 K ` ① 数的概念
,

在国内外率先将纯波与波浪
、

规则波与不规则波条件下水

动力系数与 K 。
数的相关关系归一化

,

并给出力的群桩系数 以及合力群桩系数与桩间距
、

K `

数的相关关系
,

部分成果 已纳入我国港 口技术规范
。

用合理的数据处理方法
,

解决了中等 K
`

数下振荡流中圆柱升力系数分散间题
,

揭示了多峰值变化规律
。

获得了规则和不规则波中单柱

水动力变化特征及统计分布
。

钝体粘性绕流的数值模拟集中在数值方法和流动机制方面
。

发展了离散涡方法
,

对组合流

中平板长时间周期性尾流的数值模拟
,

揭示了分离尾迹的演化分型
。

改进了随机涡法
,

结合网

格涡技术求解 N
一

S 方程
,

模拟 了横向涡街
、

升阻力特性及锁定现象
。

离散涡结合非定常边界层

的计算
,

给出了振荡流绕圆柱群的水动力特性
。

高雷诺数圆柱非定常分离流的数值模拟
,

揭示

了分离尾迹的三维演变
。

综合分裂涡法和 网格涡技术
,

模拟了小 K 。
数 圆柱振荡绕流的柱面附

着涡
。

极小 K
`
数振荡圆柱诱导的二次涡流研究

,

发现了等涡量线和等动能线的分叉现象
。

通过建立在 U 型振荡水洞及水槽中有效的流动显示技术
,

生动清晰地揭示 出复杂流场中

涡运动特点
,

由此研究了粘性载荷的物理机制
。

振荡流绕不同截面柱体的研究揭示 了 K
:
数效

应及物体形状和方位的影响
,

指出升力显著与横向涡街的相对应以及射流涡的出现与升力极

值的相对应
。

柱群绕流的显示
,

给出了柱间距与尾迹分型的关系
。

海底波浪形边界对圆柱绕流

影响的研究
,

揭示了强间隙射流的存在与负升力出现的关系
。

振动柱的锁定与稳定的研究
,

揭

示了产生激振力的机制
。

4
.

风载 混凝土或钢结构的拖运或轻型柔性结构的采用
,

使风载和风振 问题变得突出
。

该课题在高雷诺数 (2 x l护一 1护 )
、

不同无量纲中心距 ( 1 : 05 一 7 )
、

不同风 向角 ( o
。

一 90
“

) 以及本

底湍流度为 0
.

12 %
、

大湍流度为 10 %下进行了系统的实验
,

给出双柱的时间平均和脉动风载

特性
,

其中
,

在超临界 R `
数时斜列双柱的平均压力分布和各种布置时的脉动压力分布

,

为国

际上首次获得
。

大气边界层气流绕经有限长单柱和双柱的实验
,

以及与均匀流状态的对比实

验
,

比国外更为系统和接近工程实际
。

对均匀流和剪切流绕单柱和串列双柱的数值模拟
,

开发

了计算程序
,

特别是给出了高 R 。
数的结果

。

5
.

冰与结构 冰力学是 70 年代左右为适应极地开发需要 出现的新兴学科
。

该课题主要

研究海洋冰载荷及冰与结构相互作用的力学机制
,

包括海冰的本构关系和结构受冰力作用的

静
、

动力响应
。

① K ` = 2斌 A / D )
,

式中 A 是振幅或波高
,

B 是结构物特征 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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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紧凑压缩试件 (C C T S) 研究海冰断裂韧性 K
I C 、

并据此计算冰载荷的观点
,

得到 了

裂缝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K
,

的系列无量纲数值结果
。

运用应变能密度因子理论研究海冰的复

合断裂准则
,

得到了张开和剪开混合的断裂准则和裂缝失稳扩展时开裂角的走 向
。

在研究海冰

的弹性性质及横向变形特性方面
,

提出了半破坏模量 0E
,

5 , ,

它位于冰 内出现较多滑移细裂纹

的非线性变形阶段
,

因而较为合理
,

受到国际同行重视
。

冰板受力通常呈现非线性变形行为
,

假设冰为刚
一

塑性材料
,

采用钱令希
一

钟万拐的极限分

析上
、

下限定理
,

获得了半无限冰板与单柱作用的变分解
。

此外
,

还研究了应变速率影响的海冰

板的韧脆转变点
。

全面研究了冰的压缩破坏强度
、

断裂韧性和拉伸强度的尺寸效应
,

探讨了海

冰拉伸强度的晶粒尺寸效应和应变速率敏感性
。

运用近代光测力学技术
,

采用白光散斑干涉
,

研究了冰的各向异性非线性变形全过程
。

对冰与结构作用时的冰振间题
,

提出了
“

冰力振子模型
” ,

弥补了国际上常用的
“
强迫振动

模型
”
和

“

自激振动模型
”
之不足

,

使这两种对立的理论获得基本统一的解释
。

用此理论 已预测

到由实验证实的
“

频率锁定
”
现象

。

首次提出
,

通过调整局部刚度和优化振型以改善柔性结构冰振的概念
,

并采用振型优化和

动态子结构方法建立了完整的分析模式和计算程序
,

得到国际同行肯定与好评
。

根据冰振特点

提出并完成了由结构动力响应过程反求冰力过程的理论模式和计算程序
,

已为渤海工程设计

公司采用
。

6
.

结构动力分析 在平台结构的非线性响应分析方面
,

将 L an cz os 算法和模态综合相结

合
,

可用静力模态代替主模态的计算
。

对海洋平台结构参数变化引起结构动态性能变化的研

究
,

采用矩阵摄动和特征向量降阶法
,

可用于修改设计或估计使用后平台特性变化
。

发展了直

接谱分析法用于平台随机波浪作用下均方响应的计算以及参数变化时均方响应的修改
。

以上

述理论方法研究为基础建立了大型分析程序 E N S T
一

0 5 88
,

可用于海洋平台的静动力和拖航

分析
。

为渤海和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提供的多次计算结果得到美国 A B S 的认可
。

钢导管架平台的模型试验得到了前四阶频率及模态
,

研究了通过传递函数的测量来估计

平台局部损伤
。

小型钢平台模型的地震振动台实验指出了强地震下有效的局部非线性耗能措施
。

用反复

载荷模拟地震作用
,

对重力式平台钢筋混凝土腿柱进行模型试验
,

建立了腿柱的非线性恢复力

模型
,

用此模型进行强地震下平台结构弹塑性响应计算
,

给出了腿柱破坏的位置和过程
。

建立了实际平台的动力特性
、

动力响应和长期强震的现场观测
,

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
。

7
.

固定式平台的结构分析和祸合特性 完成了多级动态子结构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的研

究
。

提出了一系列超单元动态子结构系统方法
。

对子结构系统的自由振动分析
,

提出了一种与

模态综合技术无关的结构树周游的子空间迭代法
。

对多级子结构系统的强迫振动分析
,

提出了

与自由振动分析相对应的振型迭加超单元动态子结构方法
,

实现了对任意多级子结构系统的

自由振动分析和强迫振动分析的统一模式的精确子结构算法
。

还提出了与超单元动态子结构

方法相对应的结构树部分周游策略
,

使计算效率大大提高
。

劝沉箱罐体解结构及其与基础 的祸合动力特性分析
,

提出了两类计算模型和分析计算方

法
:

一类是具有不同对称性子结构的祸合分析方法
; 另一类是对 由 C vn 对称罐体群结构与分

层轴对称基础的体系
,

提出了在任意载荷作用下的结构静
、

动力分析的新方法
,

在此基础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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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并实现了该类结构体系藕合振动分析的有限元方法
。

以饱和土壤的 B it o理论为土壤力学分析的基本模型
,

建立了饱和土的动力学基本方程
,

给出了与动力微分方程变分对应的泛函表达式
,

采用多重子结构方法进行结构与饱和土相互

作用的动力有限元分析
,

开发了通用程序 D I A s s
。

8
.

结构安全性 包括结构的构件及总体安全性两方面
。

在带缺陷平台结构承载力研究方

面完成了带缺陷构件组成的结构的后屈曲强度及承载力的研究
。

通过钢结构在反复荷载下破

坏性态研究得出一种确定安定性载荷的新方法
。

分析和建立了结构在受损构件相继破坏下的

崩塌模型
。

根据环境载荷的不确定性
,

引入模糊数学分析研究平台结构的模糊响应
,

提出了结

构安全度评估的
“

模糊层次分析
”

模型
。

在局部构件安全性方面
,

对管状构件
、

一般形状壳和锥

柱结合壳等进行了较系统研究
,

包括管状构件几何损伤
、

弹塑性
、

布局
、

残余应力等对强度
、

屈

曲影响的研究及后屈曲分析的研究
。

提出了海底管线屈曲传播压力的哑铃型新模型并考虑了中间接触段
,

在研究涡型几何缺

陷影响上
,

提出了在柱面周向和轴向都存在涡型缺陷的分析方法
,

为国外同行引用和肯定
。

,
.

结构疲劳强度 以板状焊接接头模拟导管架平台管节点
,

在空气
、

海水 自由腐蚀和有

阴极保护下
,

开展了常幅及变幅随机加载下国产海上平台钢 E 3 6
一

2 35 的海水腐蚀疲劳试验
,

得到相应的应力与疲劳寿命和均方根应力与疲劳寿命的关系曲线
,

并提 出了疲劳强度和寿命

的板厚度修正公式
。

在常幅循环载荷和随机变幅载荷下的海水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试验
,

得到了

焊接接头热影响区的裂纹扩展速率曲线和相应的 P ar is 公式 中的材料参数值
,

并用断裂力学

方法进行了寿命估算
。

对 A 5 37
,

A 1 31 钢焊接接头粗晶区
、

正火区和母材
,

以及对 9 l2 A 钢的海

水腐蚀疲劳试验
,

给出了起裂
、

扩展和断口特性
。

针对工程实际需要
,

在给定的随机载荷谱下进

行模拟疲劳研究
,

并用于海洋平台结构模型试验
。 ’

以三维表面裂纹研究为基础
,

对管节点表面

裂纹应力强度因子提出既有严格理论基础和较高计算精度又适应工程应用的简便近似方法
。

针对海洋结构特点及疲劳过程的随机性
,

研究用概率断裂力学方法估算管节点疲劳寿命
,

得 出

了统计分布及特性
,

分析了影响参量的敏感性
。

10
.

海洋土力学特性 为结合我国情况制订工程设计规范
,

探 明我国多海域海洋土的特

性极为重要
。

由于已有资料多为砂土和粘土的
,

本课题主要进行海洋粉土动力特性的系统研究

和动态实验技术研究
。

对不同平均剪应力
r 。

和循环剪应力 几作用下粉质土衰化的实验研究
,

揭示了在周期载荷

作用下海洋粉质土强度和刚度的衰化规律
。

考虑到海洋环境中在长期的前期小波浪作用后海

洋土静态强度的变化
,

实验研究了前期循环载荷对土静力特性的影响
,

得到前期循环载荷使粉

质土的不排水强度 出现显著衰减
,

衰减程度取决于循环载荷大小和循环次数的结论
。

对周期载

荷作用下孔隙水压力的发展规律的实验研究
,

提出了适合于粉质土累积孔压发展规律的关系

模式
。

通过研究综合平均剪应力
、

循环剪应力和循环次数
,

建立了确定周期抗剪强度的方法
。

采

用不同超固结比状态的海洋粉质土进行动力特性实验
,

得出不同超 固结比时动强度变化规律

以及循环强度 比随超 固结比增大而降低
,

和在三轴及单剪两种不同应力条件下变化程度不同

的结论
。

精细改进引进的拟静扭剪 /共振柱仪
,

开展主应力轴偏转对土动力特性影响研究
,

建立 了

包含主应力与动剪应力方向交角
a 。

影响的动力本构模式
,

并应用于工程动力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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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中的力学间题

发展了埋置孔压传感器于试样中部以测定中部孔压的技术
,

采用硅橡胶代替通常在实验

中用的橡皮膜
,

从而提高了振动孔压的量测精度
,

研制了动态侧压系数测定仪
。

1 1
.

应力波理论应用于沉桩分析 引进并推广了国际上较为通用的一维应力波理论微机

应用软件
。

在收集海上
、

陆上 14 根开 口打入大超径纲管桩工程的地质
、

施工与试验实测资料基

础上
,

通过反算分析
,

提出了适合我国工程及土质情况的沉桩能力预测分析方法和计算参数
,

建立了连续打入桩时土静阻力的估算方法
。

建立了整套打桩现场动力监测技术
,

成功地应用于

渤海 B 2 3 4
一

火单点系泊平台桩基的现场动力监测
。

发展了现场随桩的打入观测桩内土芯顶面

高程变化的实用方法
。

进行了横纹硬木及纸质锤垫动
、

静模量测定试验及石棉片薄钢板互层锤

垫的刚度随锤击次数的变化规律的现场实测
。

建立了室内落锤式冲击试验装置并进行了沉桩

阻力的模型试验
。

建立了根据打桩过程实测顶力
、

速度和位移直接反演土性参数的理论和计算

程序
。

12
.

地墓稳定性及变形 海底土层稳定模型试验是该课题研究工作的重点
。

建成 了长

23
·

6 米
、

宽 .0 8 米
、

深 1
·

O米
、

带有 .3 6 米长地下式地基段的海底土层稳定模型试验槽
,

不仅

国内唯一
,

国际上亦为数不多
。

研制了性能优于美国同类试验所用的微型应力传感器
。

进行了

土层表面为平面及 Q
.

。妈 坡度斜面下的试验
,

取得一批不同波浪条件下
,

地基不同深度处的应

力
、

孔压及位移数据
,

实验结论有助于阐明波浪作用下海底土层中的应力状态和位移 (滑移
、

液

化
、

失稳 )可能性
,

并为理论计算提供实验验证
。

基于波浪压力下海底土层 中孔隙水流动状况的分析
,

提 出了描述孔隙水流动引起海底土

层位移场和应力场的简化力学模型
,

并结合模型试验和海域情况进行计算
,

指出波高对土层的

位移和应力有重要影响
。

考虑土的粘弹性特征
、

非线性特征及海水与土体在泥线处的动万藕合

作用
,

推导得 出波浪引起的海底土层残余孔隙压力的计算方法并编制了程序
。

运用可靠度理论
,

结合渤海一座混合座底式平台的设计方案
,

分析探讨了海洋平台地基稳

定性的可靠度及其敏感性
,

提出了有关设计参数的分项系数建议值
。

13
.

桩土相互作用 通过室内模型桩试验
,

在轴向静力和周期载荷综合作用下分别研究

了粘土和砂土中桩的拉力特性
,

综合分析模型桩与现场桩结果
,

提 出以归一化桩累积位移定值

作为确定桩身承载力的主要位移条件
,

给出归一化桩身承载力随动
、

静载荷比值的数量关系及

突变界限
。

研究了轴向静载下桩的垂直方向的应力与位移曲线
。

提出综合考虑桩尖和桩侧载

荷下
,

桩身压缩量的计算方法
。

研究了单桩在侧向静载及反复载荷下的 P
一

抓水平应力
一

水平位

移 ) 曲线
。

在 国际上首次进行了侧 向载荷下模型群桩的 P
一

y 曲线实验
,

给出了桩间距对 P
一

y 的

影响
。

三
、

结束语

尽管人类在海洋技术上 已取得重大进展
,

但离开真正驾驭大海还有很大距离
。

海洋工程的

发展方兴未艾
,

它向力学工作者提出了挑战
,

也提供了机会
。

海洋工程力学的研究不仅涉及多个分支学科
,

研究综合性强
,

且研究内容亦是多层次的
,

既有为工程设计直接所用的应用性研究
,

也有以工程和高技术发展需要为背景的基础性研究
,

它们是互相联系
、

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
。

从世界发展趋势和我国具体情况看
,

需要大力开展海洋工程力学研究
.

争取尽早使我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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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油气开发从反承包过渡到独立 自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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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

国家自然科学墓金委员会举行数理科学基金项目成果报告会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的
“

数理科学基金项 目成果报告会
” 1 9 9 3年 2月 17 一 19 日

在北京举行
。

举行这样的报告会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

引起了各方面

的重视
。

参加这次成果报告会的有
:

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
,

在京的 20 余所高等院校
、

科研单

位的百余名科技工作者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部分工作人员及应邀前来的十几位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
。

此次报告会有 9 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成果报告
,

36 名代表分别在数学
、

力学
、

物理和天文

等 4 个分会场报告了他们的科研成果
。

这些报告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我国实行基金制以来数理

科学基金项 目取得的成果
,

尤其可喜的是一些中青年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

度评价
。

到会的学部委员和与会代表就如何发展科学基金制
;
在基金工作中更好依靠专家

;
加强基

金项目的后期管理
;
提高基金评审的公正性

、

科学性和资助效益
;
在当前形势下科学基金如何

在
“

稳住加强一头
”

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
如何加强对数理科学的支持

;
推动数理科学 的发展

;

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等间题进行了座谈
。

一些学部委员认为
,

这次报告会虽然是数理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的一部分
,

但体现了科学

基金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

部分成果正是 由于得到科学基金的资助或通过持续稳定的资

助
,

才得以发展并走向世界
,

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

国家决定
,

今后 3 年给科学基金每年增加

7 0 0 0 万元
,

使
“

八五
”

期间的科学基金总额达 15 亿元人 民币
,

对稳定基础研究队伍
、

加强基础

研究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
。

但是从科技发展的需要来看
,

大家希望今后能不断增加对基础研究

的投入
,

并且能有科研津贴等改善政策匹配
。

(数理科 学部 岳忠厚 李西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