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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第二届
“

中法面向 21 世纪先进材料研讨会
”

于

1999 年 9 月 6一 9 日在法国特鲁瓦市成功举行
,

这是

继 199 8 年元月第一届会议 (西安 )后两国科技工作

者的又一次聚会
。

会议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和法国外交部
、

香槟地区政府和法珐通核技术

研究中心联合资助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

合作局吕蓓蕾教授和法国冶金与材料学会主席 G
.

B ec k 教授等人组成了会议顾问委员会
,

法国特鲁瓦

技术大学吕坚教授和中国西安交通大学徐可为教授

任联合会议主席
。

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共 n 人
,

分

别来自国内大学和科学院
、

所
,

涉及 7 个国家或部委

级重点实验室
,

包括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4 人
,

高校
“

长江教授
”

2 人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5 人
,

其中 70 % 的中方代表与法方有正式在研科

研合作项 目
。

会议围绕
“

先进材料的微观组织与宏观性能
”

展

开研讨
,

内容涉及材料的微细化及其力学表征
,

材料

的复合化及其界面效应
,

材料的表面工程化与纳米

接触力学等若干前沿领域
,

某些传统材料问题也在

现代科学的层次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

如不锈钢的

结构与性能及其未来发展
,

一次冲击断裂韧性试验

的力学原理及其最新应用等
。

由于会议规模基本同

于上届
,

中法代表各占一半
,

材料和力学领域的专家

比例大致相同
,

且彼比较为熟识
,

因此
,

会议气氛热

烈
,

论点也相对集中
。

2 学术交流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快速凝固非平衡合金国

家自然实验室主任卢柯研究员和法国特鲁瓦技术大

学机械并行工程系主任吕坚教授从工程应用的角度

提出材料表面纳米化的概念
,

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兴

趣
。

他们的研究表明
,

表面机械强化如超声喷丸可

以在钢件表层产生纳米晶组织结构
,

且其屈服强度

明显高于原块体材料
。

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院长

徐可为教授结合其 19 9 9 年在巴黎高等工业技术学

院作访问教授时的研究结果
,

从残余应力的角度论

述了表面喷丸和滚压对材料疲劳性能的作用
,

指出

表面内应力状态的变化对材料动态力学性能的影响

效果尤其显著
,

他们 3 位 目前共同承担着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两个基地
”

的研究项目
。

中国科学

院力学所所长洪友士研究员则在材料表面激光强化

的理论与实验研究的基础上
,

特别强调了表面几何

完整性对材料疲劳断裂的影响
。

材料的表面问题在第一届会议上已有所涉及
,

国际著名学者
、

法国里昂中央大学的 (知笔 e
教授曾

以
“

纳米磨擦学
”

为题作了专门报告
。

本次会议上中

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所所长薛群基院士介绍了高

分子复合材料的摩擦学应用
,

特别强调 了金属填充

物如铬
、

镍
、

锌等在物体接触过程中的迁移及其摩擦

学效应 ;里昂中央大学的 M aZ u y e r
博士描述了在非

稳态液体的力学场下高分子接触表面所形成的薄膜

及其在分子层次上的力化学行为
,

其所出示的数值

模拟方法及有关结果极具启发性 ;同样是来自里昂

中央大学的 kap s a
博士代表 vi cn en t教授着重介绍了

他们与西安交通大学何家文教授合作研究的项 目
,

即用表面工程的手段改善材料的微动磨损和微动疲

劳性能
。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

材料的表面问题极富

挑战性
,

不仅可以产生新的表面材料和表面技术
,

而

且可以萌发新的思想和方法
。

但这方面表面力学的

发展相对薄弱
,

特别是在有关亚微米尺度和高应变

局部区域的力学理论和模型哑待突破
。

清华大学的

黄克智院士介绍了其在细观尺度上对塑性材料本构

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
,

其所提到的很多现象均与材

料表面有关
,

如表层显微硬度的超常增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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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复合与复合材料力学是报告中涉及最多

的问题
,

特鲁瓦技术大学的 C h a l
洲x ,h e

教授提出了多

尺度 ( M lu ist c al e )分析的力学方法
,

着眼于复杂内系

统的材料静态力学计算
: 巴黎高等工业技术学院的

Bap ist et 教授则从宏细观方法的结合上提出 了预测

金属基复合材料动态行为如疲劳的力学方法 ; 巴黎

工学院 D an g v an 教授是欧洲知名的力学专家
,

他从

塑性和粘滞性等方面论述了力学方法应用于材料研

究的现状及值得注意的若
一

于问题
。

大连理工大学的

顾元宪教授提出了用数值模拟计算进行材料及其微

观组织优化设计的命题
,

不仅紧扣会议主题
,

而且在

力学和材料的结合上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

哈

尔滨大学副校长周玉教授介绍的陶瓷增强钨基复合

材料的研究结果
、

特别是晶界钨原子扩展强化及其

制约基体晶粒长大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

异质

材料如金属与陶瓷的粘合作为材料复合化的特殊问

题成为会议关注的一个方面
,

这与其在高技术相关

领域巨大的应用背景不无关系
。

法国科学研究中心

NI GP 实验室主任 su 卿教授着眼于核聚变反应器中

某些特殊钎焊器件的在线修复和替换
,

研究了铝一

锗合金焊料的显微组织 的力学性能 ; 巴黎矿冶金学

院 iB
e

~
教授介绍 了用预合金粉末粘合和修复某

些高温合金的工作
,

内容涉及熔融态扩散钎焊技术

及相关材料问题
。

清华大学杨卫教授介绍了其在集

成电路内连铝导线方面的研究成果
,

强调 了电迁移

现象与材料细观组织和力学抗力的关系
,

并说明进

一步工作注重铜材及铝铜合金的电学和力学效应
。

这次会议是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少代表
、

特别是

一些知名学者
,

将注意力放在传统材料和经典方法

中发掘新现象和新问题
,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的

研究思路和观念有所转变
。

尽管当今社会新材料和

新方法层出不穷
,

但传统的方法仍值得研究和借鉴
。

法国冶金与材料学会前主席贡 比涅技术大学的 eB
-

arn 罗
r
教授回顾 了不锈钢的发展历史

,

指出组织和

性能关系的研究使不锈钢家族日益壮大
,

性能不断

优化
,

认为循此思路仍有大量研究工作可作
,

某种意

义 仁可以说
,

不锈钢仍旧是一种正在发展的先进材

料
,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李依依院士着重论述了

形状记忆合金的相变机制及其微结构特征
,

并极有

启发性地展示了这种材料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应

用前景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院长周廉院士介绍了

中国在钦及钦合金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成就
,

指出中

国不仅是亚洲而且是世界上 主要的钦工业生产国
,

钦科学和技术在未来的几年间将会有飞速发展
。

法

国冶金与材料学会现任主席
、

南锡矿冶学院的 B ec k

教授近年一直担任中法政府间科技合作计划的法方

首席代表
,

他更多地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角度论述

了材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

指出材料研究应领先于

其他学科领域而又能兼顾之
,

应该注意到
,

没有其他

领域的协调发展
,

材料研究的重要性很难得到充分

显现
。

3 结束语

经过第一届
、

第二届会议的接触
,

双方代表有了

更深人的了解
,

已经建立和形成了一批相对稳固的

科研合作关系
,

会议收到了预期效果
。

为 了进一步

扩大合作领域
,

并且期望在某些方面形成相对集中

的团队以便于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

代表们建议
,

下届研讨会应适当扩大规模
,

研讨主题相对集中
,

仍

以巩固和建立科研合作为主要 目的 ;应注重从 1 + 1

的合作扩展至多单位甚至多国合作
,

比如采取类似

于欧盟第五框架计划的方式等
。

会议初步决定第三

届中法材料研讨会于 2加 l 年春季在沈阳中国科学

院金属研究所召开
。

T H E S E C O N D F R AN C E
.

C H刃NA S Y M P[ O S I UM O N AD V A N C E D

T O协铸丑D S 2 1S T C E N T U R Y

X u K
ewe

i
关

1
二。 B e il e i十

6沼明
硬

了aM
翻” 。 耘

,
月

丫及u 己了或功 t

` 之方“ 诬。 ity
,

`

长 d 矛̀ 71 。又9 ; 于
Bu 、

“
of 加~

t`
刃翻汉 6 哪理 )

m己 ,
,

NS FC
,

召己挤咭 l〕刃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