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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近年来我们在非线性 H a m ilt on 系统的周期解的存在性
、

多重性
、

指标理论和周期

的最小性研究中所获得的一些新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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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 已观察到
,

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 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围绕太阳旋转
,

这种运动是

永恒不变的吗 ? 更特殊一点
,

地球和其它天体是否确实具有各自的周期运动轨道
,

使地球既不

会最终逃离太阳系
,

也不会与太阳或其它大行星相撞 ?这是数百年来科学家们关心的一个重大

问题
。

随着 17 世纪微积分的诞生
,

人们发现多个天体的运动遵从如下形式的非线性二阶微分

方程组所描述的规律

分( t ) + 犷`
( x ( t ) ) = 0 ( l )

其中
劣
是时间 t 的向量值函数

,

定义在实数集 R 上取值在
!
维欧 氏向量空间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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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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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时间 `的导函数

,

、 为其二阶导函数
,

。 是运动的势 (能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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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在 R
:

上取值在 R 中的情形
,

Vl 是 V 关于其自变量的导数
。

1 8 2 3 年
,

爱尔兰数学家 w
.

.R

H a m ilt on (哈密顿 )在他致力于光学研究的论文
“

焦散面
”

中阐述了微分方程
、

辛变换和光学理

论的关系
。

后来
,

他又进一步将其理论推广到力学系统
,

由此创立了力学 中的 H a m il ot n 系统理

论
。

这一理论的关键在于研究由下述形式的非线性一阶微分方程组
,

即 H a
im lot

n
系统

,

所描述

的运动规律
:

云( t ) = J H
`

(名 ( t ) ) ( 2 )

其中
:
是由 R 到 R Z·

中关于时间 t 的函数
,

H 定义在 R nZ 上取值在 R 中称为运动的 H a m ilt on 函

数或能量函数
。

记 R
’

上的恒等矩阵为 `
,

“ “ X “ ” 矩阵 ` 一
}

,
一 I }

}称为 R Z’

上的典型辛矩阵
。

U /

令 。 (`
, · )一

告!云!
2

+ 。 (· )
,

贝。系统 ( 1 )成为 ( 2 )的一个特例
,

因而 ( 1 )也被称为二阶 H a m ll ot 。
系

统
。

H a m ilt on 系统在弹性力学等许多学科中也有广泛的应用
。

H a m ilt on 系统理论是数学和物理

学中的一个经典研究领域
,

这些研究旨在搞清非线性哈密顿系统所描述的运动规律
。

由于近年

来人造天体和宇航事业的发展
,

这一研究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

H a m ilt on 系统所描述的运动中最简单的一种是周期运动
。

我们提到的可能存在的地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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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天体的周期轨道就对应于相应的非线性 H a m til no 系统的周期解
。

因而非线性 H a m til no 系

统的周期解的存在性
、

多重性
、

和周期解的性质等问题一直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所关心的重

要课题
。

为了研究这一周期解问题
,

与 H a m ilt on 系统相对应
,

可以在适当的周期函数空间 E 上

定义一个泛函 (即定义在函数空间上的函数 f)
,

使得 f 的临界点恰对应于此 H a m ilt on 系统的周

期解
。

这里 f 的临界点就是 E 中使 尹 ( x) 一 0 的函数
: ,

而此时 f x( )称为 f 的临界值
。

这就是

H a m ilt o n
系统所具有的自然变分结构

。

于是
,

寻找 H a m ilt on 系统的周期解的问题就归结为寻找

泛函 了在空间 E 中的临界点
。

若泛函 f 有最大值点或最小值点
,

它们当然是最简单的临界点
。

不幸的是
,

泛 函 f 在空间 E 上的性质很不好
,

一般地既没有最大值点也没有最 小值点
。

因此
,

H a m ilt on 系统的变分结构虽 已被发现了一百多年
,

长期以来却一直被认为对周期解的存在性

研究毫无用处
。

1 9 7 8 年
,

美国数学家 .P R ab i on w itz 发表了惊人的结果
,

他利用这一变分结构证

明了非线性 H a m il t on 系统 ( l) 和 ( 2) 的周期解的存在性
。

他的证明的关键
,

在于去寻找泛函 f 在

空间 E 中的鞍点
,

而不是极值点
。

这里函数
劣

是 f 的鞍点
,

如果 尹 ( x) 一 。而
劣

一般不是 f 的局

部极值点
。

为此
,

R ab i on w it z
利用非线性分析中的拓扑方法证明了鞍点的存在定理

,

由此建立

了非线性 H a m ilt on 系统的周期解的存在性
。

自他的开创性工作后的近十余年来
,

H a m ilt on 系统

的变分方法研究发展极为迅速
,

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极大重视
。

下面我们介绍这一领域中的几

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的新进展
。

设 T > 0
,

令 E 为所有 由 R 到 R
·

的具有平方可积导函数的 T
一

周期 向量值函数
:
一

,
(t )组成

的空间
。

与非线性二阶 H a m i lot
n 系统 ( 1 )相对应 的泛函 f 定义为

, (
二

) 一
{
丁

{会 I、 ( ` ) 1
2
一 。 (

:
(` ) ) )

岔̀

J o ( 乙 {
( 3 )

对任意实数
。 ,

t
,

和 E 中的函数
: ,

我们按照 A
。 :

(t )一
:

(
、

+ t) 定义 E 中的函数 sA
二 。

由函数
:

的周

期性
,

这就定义了 夕
一

群在空间 E 上的作用
。

泛函 f 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对任意实数
。
和 E 中的

任意函数
x

成立

f ( A
。 x

) = f (
x

) ( 4 )

即 f 是在此 l9̂
一

群作用下不变的
。

1 9 7 9 年
,

P
.

R ab i on w i tz 利用变分方法和泛函 f 的 lS
一

群的不变

性
,

证明了对任意给定 切> 0 具有超二次势函数 v 的 自治 H a m ilt on 系统具有无穷多个 T
一

周期

解
。

这里 V 是超二次的
,

是指当 }
:

}趋于无穷时 F 一以
:

) 比 }xl
Z

更快地趋于无穷
。

但是当系统受

到 界周期变化的外力作用时
,

由于方程 ( l) 的右端需引进相应的周期扰动项 刀一夕 (t )成为

x ( t ) + V `
(

x
( t ) ) = 尹( t )

相应的泛函 f
,

的定义式 ( 3) 的被积函数中也需增加相应的扰动项而成 为如下形式

f
l

(
z

) 一
{

,

}告,、 ( , ) 1
2
一 : (

:
( , ) ) + , (` )

. 二
(` ) {

己,

J u 气 乙 {

于是
,

此时关于泛函 f
,

的 ( 4) 式不再成立
,

即对应于扰动问题的泛函 f
,

不再具有上述 s
`一

群作

用 的不变性
。

由 1 9 81 年到 1 9 8 4 年
,

P
.

R ab ion w itz
,

突尼斯数学家 A
.

aB hr i 和法 国数学家 .H

eB er st yc ik 等都对这种扰动问题的无穷多个周期解的存在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获得了重要的

成果
。

但由于此 问题的难度很大
,

他们的工作均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

我们从 1 9 8 5 年开始致

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

我们注意到
,

这一扰动问题的彻底解决依赖于依 ( 3) 式定义的与自治二

阶 H a m ilt on 系统 ( 1) 相应的泛函 f 在空间 E 的 lS
一

指标定义的不变子集族上
,

依极小极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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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到的临界值列 { a *

}关于 自然数 k的增长速度的估计
。

确切地说
,

即需要证明当 k 趋于无穷

时
a 。

趋于无穷的速度不低于 护
。

此前的工作均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因
,

恰在于他们在

对势函数 V 附加了进一步的条件后
,

仍未能证明这一关键的先验估计
。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我

们注意到由已知的结果存在一个超二次增长的单变量实函数 G一 G ( 。 )使得对 R
`

中的任意实

向量
x 一 (x

; ,

…
, x :

)成立

V (
x

) 簇 习G (
x 、

) ( 5 )

再注意到对空间 : 中的任意函数
:
成立 }武` l)

,
一习 l

二:

(t l)
, ,

因而我们有

了(
x

) ) , (
x

) 二 艺
, (

x :

) ( 6 )

这里对函数空间 E ,

中的任意函数
双

泛函 g 定义为

。 ( · ) 一

{: {告
}“ (` ,

一
G (· (̀ , ,

卜
而 E ,

定义为所有由 R 到 R 的具有平方可积导函数的 界周期数值函数
。 一 。 ( O组成的空间

。

利

用 ( 6) 式所定义的泛函 h 关于 E 中的函数
劣
的

忍
个分量的对称性和 lS

一

群在空间 E 上的作用的

本征性质
,

我们进一步引进了空间 E 和 E
,

上的新的极小极大结构和先验估计方法
,

证明了可

以把对泛函 f 的临界值
a 。

的增长速度的研究约化为关于泛函 g 的临界值 b
*

的增长速度的研

究
,

而且存在正常数 C 和 自然数 仇使对任意 自然数 无成立
a *

) b
。 + 、

一 C ( 7 )

与泛 函 g 对应的方程是超线性 D uf if n
方程

云( t ) + G
`

(
u

( t ) ) = 0 ( 8 )

这样
,

方程组 ( l) 的研究被约化为了对单个方程的研究
。

对方程 ( 8 )
,

我们能够精确估计对应泛

函 g 的临界值 b ;

的增长速度
,

它满足

b
;

11m 下于 ~ 十
( 义 ,

k~ 千 co 尤 -

与估计式 ( 7) 结合起来
,

我们就得到了当 k 趋于无穷时此临界值列
a 。

比 犷 更快地趋于无穷
,

即

*

些孔令
一 十 co ( 9 ,

由于存在具体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估计不能进一步改进
,

上述新的先验估计方法使我们获得

了前人未达到的 {
a *

}的最佳增长估计
。

由于对任意连续函数 V 总可以构造满足 ( 5) 式的超二次

单变量函数 G
,

而无须对势函数 v 附加任何其它条件
,

因而依 lS
一

不变子集族定义的临界值列

{a 。

}的增长速度估计 ( 9) 是任意二阶 H a m ilt on 系统所具有的本征性质
。

利用这一估计
,

我们彻

底解决了扰动超二次二阶 H a m ilt on 系统的无穷多个周期解的存在性问题 l[]
。

进一步把这一新

的先验估计方法应用于一阶系统
,

我们对扰动超二次一阶 H a m ilt on 系统周期解的多重性研究

也获得了进展
。

随后
,

又彻底解决了具有有界扰动项的超二次一阶 H a m ilt on 系统的解的多重

性问题
,

还对与扰动超二次 H a m ilt on 系统相应的算子的值域的稠密性问题给出了一个简单证

明 [ ,一 `〕
。

周期解的存在性和多重性问题解决之后的一个重要问题
,

是进一步研 究解的性质
。

M Or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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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H a milt on 系统的周期解的性质具有极大潜力
。

设 f 为一依赖于
砚
个

自变量的实函数
, :

为其一临界 点
,

记 f 在
忿

点处的二阶偏导数组成的矩阵为 M ( x)
,

则函数 f

在
:

点处的正
、

负 M or se 指标和零度分别定义为 M ( x) 的正
、

负特征和零特征的总重数
。

30 年代

美国数学家 M
.

M or s e

首先利用 M or se 指标和零度
,

来研究函数 f 和作为其定义域的底空间或

底流形的性质和关系
,

建立了 M or se 理论
。

设 T > O
,

令 L 为所有由 R 到 R
Z·

的平方可积的 T
一

周

期向量值函数
x

~
:

(t )组成的空间
。

与非线性一阶 H a m ll ton 系统 ( 2 )相对应的泛函 f 在 L 中具

有平方可积的 1 2/ 阶导数的函数上定义为

, (
:

) 一
{

7
’

}冬、 (小
了:

( , ) 一 。 ( : (` ) ) {
己,

J O ( 乙 {
( 10 )

由于 f 的二阶导数 f’’ (
:

)在其任一临界点
Z

处的正特征值和负特征值的总重数都是无穷
,

因而

f 的 M or se 指标总是无穷的
,

这给 M or se 的理论在 H a m il t on 系统研究中的应用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
。

19 8 3 年美国数学家 c
.

C on l ey 和瑞士数学家 E
.

ez hn d er 合作
,

对渐近线性 H a m ilt on 系统做

了深入的研究
。

通过对 nZ x nZ 阶的辛矩阵群中非退 化道路的同伦分类
,

他们定义了空间 R nZ ,

n

) 2
,

上的一般非退化 H a m ilt on 系统的指标理论
,

称为 M a s l vo
一

型指标理论
。

每个具有对称连续

周期系数的线性 H a m ilt on 系统的基本解对应于一条这样的道路
。

与一阶 H a m ilt on 系统相应的

泛函 f 在其一临界点
:
一 x( t) 处的二阶导数恰对应于这样的一个线性方程

缪 ( t ) =
,

I H “
(

x
( t ) ) y ( t ) ( 1 1 )

由此
,

这一指标给出了与一阶 H a m ilt on 系统相应的泛函 f 的 M or se 指标的一个有穷表示
。

他们

的证明的一个关键在于
,

当
,

妻 2 时
,

辛矩阵群中的每个非退化道路的同伦类中必有至少一条

道路对应于一个常系数的线性方程
,

利用这些常系数方程问题得以简化和解决
。

1 9 8 8年
,

我们

与 E
.

z he n de r
合作

,

完成了对
。
一 1 时的非退化辛道路的同伦分类

。

我们发现此时存在非退化

辛道路的同伦类
,

其中的每条道路都只对应于非常系数的线性方程
,

这是 c on lcy 与 ez h dn er 早

先的工作不能包含这一情形的原因
。

利用 C on ley 同伦指标的楔积和提高维数技巧
,

我们证明

了
,
一 l 时截断 M or se 指标间的关系公式

,

从而定义了相应非退 化 H a m ll t on 系统的 M as lvo
一

型

指标理论
〔5 」。

由于非线性 自治 H a m il t on 系统的任意非常值周期解
:

必是退化的
,

即相应的线性

系统 ( 1 1) 必有至少一个非平凡周期解 活
,

为了把 M as l vo
一

指标理论应用于非线性问题的研究
,

就

必须首先将这一理论扩充到退化的情形
。

19 90 年
,

我们完成了关于辛矩阵群在其奇异集邻近

的拓扑结构的研究川
。

基于这一工作
,

并引进新的旋转扰动方法
,

完成了辛群中包括退化情形

在 内的所有辛道路 的完整的同伦分类
,

进而完整地建立了包括退化情形在 内的一般 H a m ilt on

系统的 M as lvo
一

型指标理论
。

从而对非线性 H a m ilt on 系统 ( 2) 的任意 界周期解
:
一 : (t )利用线性

方程 ( 1 1) 的基本解 以 t) 作为辛群 SP ( 2。
) 中的道路

,

可以唯一确定一对整数 (
:

x( )
,

以 x) )
,

其中

o簇
。 (

x
) 镇 Z n ,

称为周期解
x

的 M a s l o v 一型指标
。

对无穷维空间 乙 依照 L y a p o u n o v 一

s e h m i id t 方法约

化
,

可以得到 E 之一有穷偶数维子空间 z 和由 z 到 L 之一连续可微单射
。 ,

使得 z 上定义的泛

函
。

(
:

) 一 f u( (
之

)) 的每一临界点
/
恰与 f 在 L 中的临界点

x
一

。
(

:
) 一一对应

。

记 z 的维数为 d2
,

设
。
在其临界点

:

处的正
、

负 M or se 指标和零度分别为 。 + ,

叨一

和 m0
,

我们证明了截断 M or se
一

指

标与 M as lvo
一

型指标之间的下述关系公式
:

饥 +
= d 一

;
(

x
) 一

v
(

x
)

,

m
“
一 城 x)

,
扩 -

一 d 十 i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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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系统 (2) 周期解
z

的 M a
l sv o

一

型指标确实给出了与 (2) 相应的泛函 f在
Z

处的o M re s指标的

有限表示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进一步证明了 ( 2) 的周期解满足的 M or s e
不等式

。

利用这一新工

具
,

我们在渐近线性 H a m ilt on 系统的周期解的研究中获得了新进展
,

特别是放宽了此前关于

( 2) 的所有周期解都要非退化的要求
。

我们的工作填补了国际上这一研究在退化情形时的空

白
,

使应用这一理论处理一般的 H a m il t on 系统的周期解问题成为可能
,

并为进一步应用这一

理论处理一阶 H a m ilt on 系统的最小周期解问题奠定了基础川
。

对给定的 T > O
,

设函数
x ~ x( t) 是 H a o ilt on 系统的一个非常值的 T 一

周期解
x ,

由于对任何

自然数 k
,

T / k
一

周期函数也是 T
一

周期函数
,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
, Z
是否以 T 为其最小周期

。

事实

上
,

1 9 7 8 年 .P R ab i on w itz 在他关于超二次自治 H a m ilt on 系统的开创性工作中就提出了
,

当能

量函数非负而且在无穷远点和零点皆为超二次时
,

这种系统具有任意给定最小周期的周期解

的猜测
。

近十余年来
,

国际上的许多数学家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具凸能量函数时的大量研究成

果
,

其中法国数学家 1
.

E ke lan d 和德国数学家 H
.

H of er 在附加能量函数严格凸的条件下
,

彻底

解决了 R ab i on w itz 猜测
。

这里一个函数是严格凸的
,

当且仅当其二阶偏导数组成的矩阵处处是

正定的
。

但是
,

对于非凸系统的情形则几乎无任何结果
。

kE el an d 与 H of er 证明的一个关键工具

是
,

他们建立的凸 H a m i一t o n 系统的相应泛函的 M o r s e
指标迭代不等式

。

1
.

E k e la n d 在他 19 9 0 年

由 s rP in g er 出版的专著中
,

提到凸系统的相应泛函的 M or se 指标随迭代的单增性和最小周期解

问题时
,

特别指 出
: “
在非凸情形中现在还没有任何这样的结果

” 。

我们自 1 9 91 年开始致力于一般 (未必凸 ) H a m ll t on 系统的最小周期解的研究
。

在研究中我

们注意到二阶自治 H a m ilt on 系统 ( l) 具有自然的关于时间的可逆性
,

即若
x 一 x( t) 是 ( l) 的 界周

期解
,

则 y ~ x( 一 t) 也是 ( l) 的 T
一

周期解
,

这提示了超二次二阶 H a m ilt on 系统 ( l) 应有偶函数解
。

因而我们在具有平方可积的导函数的 T
一

周期偶函数空间 E 上
,

对由 ( 3) 式定义的泛函 f 应用

鞍点定理
,

证明了在 P
.

R ab i on w it z
关于定义在 R

·

上的势函数 V 的条件下 f 在 E 中必有至少一

个非常值函数的临界点
x ,

再利用系统 ( 1) 的时间可逆性
,

证明了此函数
:

是超二次二阶 H a m ll
-

ot n 系统 ( l) 的一个非常值 T
一

周期偶函数解
,

而且定义在偶函数空间 E 上的泛函 f 在 x
点处的

负 M o r s e
指标 葱,

(
x

)满足

葱:
( x ) 簇

n
十 1 ( 1 2 )

非线性系统 ( 1) 在
x
点处的线性化系统有形式

乡( ` ) + V
,̀

(
x

( t ) ) 夕( t ) 一 0 ( 1 3 )

设 界周期解
Z
的最小周期为 T k/

,

其中 K 为某自然数
,

则
艺 的导函数 坛必为线性系统 ( 1 3 )的非

平凡 ? /无
一

周期奇函数解
。

坛的这一奇性使得它在时刻 o
,

T / ( Zk )
,

和 T / k 必取零值
,

因而允许我

们对它在这些时刻进行切割
,

并适当重新组合粘贴来得到属于 外周期偶函数空间 E 的 k一 l

个线性无关的函数
。

我们构造的每个这样的函数 y
,

都不是线性系统 ( 1 3) 的解
,

但都满足

( f’’ x( ) y
,

妇
:
一 0

,

其中 (
· , ·

)
:

为空间 E 的内积
。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
。

我们证明了可以利用小

扰动将这 k一 1个线性无关的函数张成的线性子空间沿泛函 f 的负梯度流方向推入 尹 ( : )的负

特征向量空间
。

这样
,

我们证 明了下述关于 f 在 劣 处的 M or se 指标的迭代不等式
i :

(
x

) ) k 一 l ( 1 4 )

类似地
,

我们证明了一般二阶 H a m ll t on 系统的周期解的 M or se 指标理论 的迭代不等式而无须

对二次连续可微的势函数 v 附加任何条件
。

这一方法使我们首次揭示了
,

一般二阶 H a
im l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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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哈密顿系统的周期解

系统的周期解的 o r Me s指标同样随迭代依其特定方式增长的本征特性
。

把估计式( 12 ) 和( 1 ) 4

结合起来
,

我们就得到 k镇
;

+ 2
。

这给出二阶 H a m ilt on 系统的最小周期解问题恰在 aP b i on w itz

猜测的原来的条件下的第一个成果
:

定义在空间 R
·

上的具有非负超二次势函数的二 阶 H a m ll
-

ot n 系统对任一给定 少> 0 必具有至少一个非常值的 T
一

周期偶 函数解
,

而且此解 的最小周期不

小于 ? / (
。

+ 2 )
,

从而对上述 R ab i on w itz 猜测给出了一个部分的解答
。

如果进一步附加势函数 不
-

是偶 函数的条件
,

我们进一步证明了这类超二次二阶 H a m ilt on 系统对任一给定 ? > 0
,

必具有

至少一个非常值的以 T 或 T 3/ 为最小周期的偶函数解
:
一 x( t)

,

而且它还是关于 t一 T 4/ 的奇

函数〔“一 时
。

在非线性 H a m ilt on 系统研究的其它方面
,

如超线性 D uf if gn 方程的无界解
、

复摆的周期振

荡
、

具给定能量的闭闸轨道的存在性
、

环面上的 w ie sn et in 猜测等伺题
,

及最近在紧支 H a m ilt on

同胚群的测地线问题的研究中
,

我们也获得了新的结果
。

最近
,

我们又建立了 M as lvo
一

型指标理

论的迭代公式
,

进而对一阶 H a m ilt on 系统的最小周期问题获得 了新的进展
。

这一迭代公式为

一般辛流形中的几何上不同的 H a m ilt on 周期轨道 的多重性的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

预计近

期这一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
。

近十余年来
,

利用变分方法对非线性 H a m ilt on 系统的研究十分活跃
,

已经取得 了重大进

展
。

这一研究涉及诸多学科
,

难度较大
,

影响也较大
,

研究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
,

建立新的方法
,

发展许多新的理论
,

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
。

特别是近几年来
,

利用非线性 H a m il t on 系统的分析

方法和研究成果
,

已在辛几何的研究中获得了重要进展
,

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广泛重视
。

尤其

是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 已表明
,

这一领域的研究与数学中的重大问题三维球面的 oP in ca r亡

猜测有直接的联系
。

因而
,

这一研究领域中的进展将会对数学
、

物理学
、

力学等学科的相应理论

基础和研究方法产生很大的影响
。

虽然数学家们 目前对本文开始时提 出的多个天体的周期轨道间题还未能给出完整的解

答
,

但在寻求这一解答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数学理论
,

无疑已经使我们对周围的世界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
,

找到了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正确途径
。

这在某种意义上说
,

是比单纯解决一个具

体问题更具重大意义的
。

可以预言
,

沿着这一途径
,

多体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必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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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区举行
“

当代科技新进展报告会
”

由本刊编辑部主办
,

中南工业大学负责组织的长沙地 区
“

当代科技新进展报告会
”
于 19 9 4

年 n 月 14 一 16 日在中南工业大学举行
。

长沙地区的 15 位专家在大会上做了报告
。

长沙市科

委的有关领导
,

中南工业大学领导等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

来自长沙地区的 12 所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 160 余位科研人员出席了会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局长吴述尧在会上做

了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领域战略研究的报告
,

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

这次会议 内容丰富
,

涉及学科领域非常广泛
。

专家们结合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
、

本人科学研究活动的最新进展和取得 的成果情况做了十分精彩的报告
,

他们也都强调学科交

叉是当前和今后各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

专家们的报告充分反映了长沙地区较强的基

础研究水平和研究实力
。

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对这次会议给予了极高评价
,

对会议的形式给予

了充分肯定
。

认为虽然大家在一个城市
,

但以前很少能有机会坐在一起进行交流
。

另外
,

能在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

了解到长沙地区乃至国际上有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
,

这对大家开阔视

野
,

扩宽思路
,

促进今后的学术合作与学科交叉具有重要意义
。

另外
,

在会议期间
,

还召开了小型座谈会
,

就基金资助工作
,

国际合作与交流等问题广泛交

换了意见
,

互通了情况
。

召开介绍新学科
、

新领域学术报告会对我刊编辑部工作来说
,

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

对我们

了解学科发展趋势
,

开阔视野
,

提高编辑和组稿质量
,

更好地体现本刊宣传和指导基础研究和

科学基金工作的宗 旨具有重要意义
。

本来计划 40 一 50 人的会
,

届时会有 1 60 多人参加
,

说明广

大科技工作者对科学基金工作的大力支持
,

和对这次报告会主题的浓厚兴趣
。

会议的组织者

— 中南工业大学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

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

(本刊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