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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
”

学术

领导小组是怎样加强项目管理的

陈 栋 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与工程科学部 )

最近
,

我学部就学术领导小组怎样加强项 目管理的问题组织了座谈
,

并分别征求了一些专

家的意见
,

大家一致认为
, “

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
”

重大项 目的学术领导小组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
,

强化学术指导
,

严格动态管理
,

发挥整体优势
,

工作卓有成效
,

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

截至

19 9 0 年 10 月止
,

该项 目共取得各类研究成果 22 项
,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4 项 (其中
“

阿依一24

航空发动机振动故障
”

获一等奖 )
,

部委级科技进步奖 10 项
,

省市级科技进步奖 6项 ;获专利 3

项 ; 发表论文 19 2 篇
,

专著 9 册 ;培养博士 30 名
,

硕士 1 13 名 ; 获得经济效益近 l 亿元
。

这个学

术领导小组的做法和经验有以下几点 :

1
.

精心组织
,

优势联合

学术领导小组根据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的立项原则
,

以现代机械科学为背景
,

充分利用计算

力学
、

近代实验力学以及各种新技术
,

从力学机理与现代分析方法
、

试验与测试技术
、

计算机程

序和软件以及工业应用技术等四个方面
,

对机械强度
、

振动和噪声的关键问题进行研究
,

组织

了国内在强度和振动研究方面具有优势的清华大学
、

西安交通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

等四所重点院校来承担项 目
。

经反复磋商和论证
,

项 目课题由最初建议的 20 个筛选为 16 个
,

最后精选 出 fl 个
,

这些课题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

从而为集中优势力量高水平地完成研究任

务打下 良好基础
。

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由于原有基础好
,

获得重大基金项目资助后
,

不仅在发

展学科上取得重要进展
,

而且还先后获得国家支持
,

分别建立 了
“

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
”

和
“

冲

击
、

振动和噪声
”

国家重点实验室
。

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又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重大项 目的进

展
。

对此
,

南京航空学院张阿舟教授也认为 :
“

本项 目在理论上和工程应用上的成就及效益
,

表

明了它的重大意义和生命力
.

项 目总体布局合理
,

效率发挥得好
,

人才济济
,

是一个合作得很

好的集体
,

基金会资助这样的项目是非常恰当的
。 ”

2
.

把握学术方向
,

提高学术水平

领导小组十分重视各课题的学术方向
,

利用重大项 目动态检查及学术会议等各种机会
,

共

同探讨国际
、

国内学术动向
,

对课题的学术方向给予指导
。

如 : 及时加强了
“

机械结构中的模态

分析与建模理论
”

课题组的理论研究工作 ;按照任务书的要求
,

进一步明确
“

机械结构和构件热

弹塑性物理关系研究
”

课题的理论研究目标 ;还指出
, “

热加工残余应力与机械结构疲劳设计理

论
”

课题组的
“

铬镍钢在氯化纳水溶液中的电化学反应和疲劳扩展行为
”

工作内容属于材料科

学范畴
,

偏离了课题任务书的要求
,

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调整等等
。

针对基础研究的特点
,

学术领导小组突出抓学术水平
,

抓研究成果的质量
,

尤其是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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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创新性
。

每次动态检查时
,

都要求各课题组提出一至二份代表本课题主要理论成果的高

水平学术报告
,

评价其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
。

这样做
,

既在学术上互相切磋
、

交流
,

促进理论水

平的提高
,

又有利于课题间的有机结合
,

收到较好的效果
。

该重大项 目自 198 6 年组织实施至今
,

在所取得的一批新的重要成果中
,

有不少是具有一

定深度和难度的
。

如借鉴土力学的成果
,

在振动柱内充砂
,

作为隔离罩和阻尼吸震器
,

解决隔

振技术问题
,

降噪 7一 8 分贝 ;结构弹塑性分析的简化方法— 等效追踪法
,

将复杂的弹塑性问

题简化为若干影响最大的控制点的追踪
,

已应用于发动机燃烧室等工程中 ;又如结构动力分析

的子结构法
,

可大量节省机时
,

研制的工程结构分析程序 E N S A一88
,

已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

直

升飞机
、

50 万千瓦汽轮机组
、

百吨电动 自卸车等工程中
。

有的成果属重要的学科前沿探索
,

如 : 反声研究
,

以声对声
,

可明显降噪
,

已提出反声模型
、

方法和算例 ;又如声激波
、

非线性建模

理论和动态故障诊断的研究等
。

3
.

公正民主
,

严格管理
,

促进项目进展

学术领导小组在项 目动态管理中做到一要认真公正
,

二要敢于严格要求
。

对每个课题组

的工作与成果
,

力求做出客观
、

公正的评议
,

肯定成绩
,

指出不足
,

以推动项 目的进展
。

如对
“

模

态综合用于机械系统动力分析和设计方法的研究
” 、 “

气动力噪声机理及传播特性研究
”

等四个

优秀课题
,

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
“

航空发动机振动故障
”

课题
,

都予以奖励
,

增拨研究

经费
。

而有的课题组负责人长时间出国或其它原因未曾实际负责研究工作
,

则提出批评
,

并及

时更换负责人
,

落实研究工作计划
,

确保完成任务书要求
。

学术领导小组对项 目实施中的重要问题注意民主决策
,

如对项目动态管理决定奖惩
,

计划

安排与调整
,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的确定
,

更换课题负责人等都是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的
。

项

目主持人杜庆华教授以身做则
,

带头完成好自己负责的课题
。

他承担的
“

机械结构不连续区应

力分析
、

造型优化的研究
”

完成质量较高
,

已发表论文 37 篇
,

专著一本
,

获部委级奖二项
,

被评

为优秀课题
。

他同时十分注意听取意见
,

做好细致工作
,

避免一个人说了算
。

由于领导小组公

正民主的作风
,

团结了众多专家
,

使四校共同协作
,

努力全面完成项目预期目标
。

这个领导小组还推选了一位组织工作能力强
、

实干精神好的成员为小组秘书
,

负责与基金

会主管科学部和主管学科保持密切联系
,

沟通情况
,

落实措施 ; 还为领导小组出主意
、

想办法
,

如最近就项 目验收的指导思想
、

研究成果的验收方式
、

组织分工和进度安排等提出可行的计

划
,

做了很多组织工作
,

是领导小组的得力助手
。

根据几年来重大项 目实施的经验与体会
,

专家们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二级课题的管理问

题
。

二级课题是重大项 目的基础
,

加强二级课题的管理是很重要的
,

由于多数二级课题是跨单

位组织
,

纵向 (按承担单位 )和横向 (按课题 )管理如何进行? 怎样协调
,

尚缺乏有效的办法
,

有

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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