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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原阜新矿业学院 )原来是一

所以地矿类专业为主的全国重点大学
,

其力学学科

底子薄
,

学科实力 弱
。

19 82 年
,

学校开始招 收工程

力学本科专业学生
,

19 84
、
199 8 年

“

工程力学
”

专业分

别获得硕士
、

博士学 位授予权
。

经过近 20 年 的发

展
,

现 已初步成为主要 以矿 山环境灾害力 学为特色

学科
,

拥有力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

其 中
,

工程力学

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

固体力学
、

流体力学和工

程力学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

并招收理论 与应

用力学
、

工程力学两个本科专业
。

从 1 9 87 年至 2 0 04

年
,

我校力学学科共获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17

项
,

分布在力学
、

冶金与矿业
、

水利等三个学科领域
,

其中重大项 目子项 目 1 项
,

重点项 目 1项
,

面上项 目

12 项
,

国际合作项 目 3 项
。

我校力学学科 的起 步
,

得益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在发展和形成过程

中
,

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推动
,

在我校形成了特

色突出的优势学科
。

1 科学基金为选取学科发展提供了方向
,

为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研究基础

矿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先导
。

但矿业在

发展过程中
,

当资源摄取的强 度超过地质环境的容

量时
,

地质环境的 自然平衡就会被打破
,

甚至产生对

城市建设有显著作用 的环境突变
。

一般来说
,

矿井

在生产过程中相应灾害治理 的速度
,

远小于开采损

毁的速度
,

人类工程活动对环境的控制超过 了环境

的 自然恢复能力
。

开采伴随地层结构 的严重弱化
,

外界环境作用复杂
,

灾害频繁发生
。

采矿会诱发地

下
、

地面
、

大气和水环境灾害
,

其影响面远远超过矿

区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 围
。

而这些灾害发生的机理

本质上均是煤 (岩 )体在环境 (外力
、

瓦斯
、

水
、

温度变

化等 )作用下孕育
、

发展
、

发生
、

爆发及中止的力学过

程
,

学术界对此一直没有 明确定论
,

是难 以解决 的重

大课题
,

直接影响了对矿 山环境灾害的治理
。

力学是研究物质机械运动规律和应用的科学
。

自然界中
,

机械运动无处无时不在
,

力学学科为广大

力学工作者提供 了一个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
,

体现

了力学认识世界运动规律理论 的基础性
、

抽象性和

科学性
,

同时也体现 了在各个学科领域应用 的广泛

性
。

因此
,

对于原来是以地矿类专业为主的大学
,

如

何将力学与采矿专业有机结合
,

从力学 的角度研究

采矿诱发环境 灾害
,

是一个崭新 的研究领域
。

19 87

年
,

我国著名岩石力学专家
、

我校力学学科带头人章

梦涛教授在多年研究煤矿 冲击地压发生过程的基础

上
,

首先 申请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

冲击地

压的失稳理论
” ; 19 89 年

,

他在充分研究煤体应力和

瓦斯联合作用
,

并与冲击地压发生过程进行 比较后
,

申请到了
“

煤和瓦斯突出与冲击地压统一理论 的研

究
”

项 目
,

为我校开拓矿山灾害与环境力学这一特

色研究领域进行 了开创性的基础工作
,

形成了我校

力学学科 的雏形
。

19 92 年
,

他又 申请到
“

煤和瓦斯

突出的工程分析和控制
”

项 目
,

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研

究方向
。

从此
,

我校力学学科抓住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连续资助的机遇
,

集聚人力
、

物力
、

财力等研究资

源
,

科学定位学科发展方向
,

初步确定
“

矿 山环境灾

害力学
”

这一特色领域
,

直至现在
,

十多前年 申请的

基金项 目仍然作为重要 的研究课题
,

并仍 为国内外

的研究热点
,

足见当时学科定位的前瞻性
。

从开始的岩石固体结构受外力作用的稳定性问

题
,

到有瓦斯气体祸合作用的岩石结构稳定性 问题

的研究
,

须 对原 来 的研 究领 域进行 扩展
。

到 19 95

年
,

又进一步考虑了岩石固体结构
、

瓦斯气体和水祸

合作用的固
一

流藕合作用问题 (煤成气矿藏开采 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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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成气两相流体渗流理论的研究
,

19 95 )及有化学

作用参与的力学问题 (煤地下气化化学流体动力学

通道模型的研究
,

19 9 8 )
,

体现 了力学学科在基础理

论和应用基础理论方面研究的优势
。

在随后的研究

工作 中
,

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

从采矿诱发地下环境灾

害
,

又扩展到地面环境 (复杂环境作用下大面积采动

地层演化规律研究
,

2 0 03 ;与环境协调 的煤炭资源开

采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

20 0 4 )
、

大气环境 (与环境协调

的煤炭资源开采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

20 0 4) 和水环境

灾害 (煤研石对土壤
一
水 系统污染 的环境动力学行

为研究
,

2 0 03 ;与环境协调 的煤炭资源开采关键科学

问题研究
,

20 0 4) 问题 ;研究 手段从以 基础理论研究

为主
,

扩展到实验与理论相结合 (大型煤 (岩 )样复杂

受力破坏过程的红外信息研究
,

19 99 ;煤层气赋存和

运移的核磁共振成像实验研究
,

2 0 03 )
,

直至工程应

用
。

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
,

内涵进一步深化
。

化理论
、

岩石力学系统运动稳定性理论等 ;在科学 出

版社
、

地质 出版社等 出版了著作《煤岩 流体力学 》
、

《岩石力学系统运动稳定性理论及其应用》
、

《煤和瓦

斯突出固流祸合失稳理论 》
、

《资源枯竭城市灾害形

成机理与控制战略研讨》等
,

完成论文数百篇
。

2 科学基金为稳定
、

壮大研究 队伍和人才的

培养提供了研究课题和经费

科学基金的获得
,

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
,

被批

准的项 目在一定 的范围内得 到专家 的认可
,

在增加

了申请者完成项 目信心的同时
,

也 为研究提供 了必

要的经费
。

更主要 的是
,

科学基金项 目为有 志研究

采矿诱发环境灾害的年轻人提供 了基地和舞台
,

稳

定
、

发展和壮大了学术 队伍
。

同时
,

我们将基金项 目

的研究内容进一步分解
,

从采矿诱发环境 灾害的孕

育
、

潜伏
、

爆发
、

持续
、

衰减及中止等演化过程和控制

因素
,

确定灾害发生 的条件和判据
,

结合数学描述
,

实验揭示
、

验证灾害 发生现象
,

阐明灾 害发生机理
,

总结灾害发生的规律
,

进而进行工程控制
。

在科学基金项 目研究过程 中锻炼
、

培养 了队伍
,

形成了以老
、

中
、

青相结合
、

以中青 年带头 人为主的

稳定的研究群体
。

起初
,

我校以基金项 目为课题
,

与

东北大学
、

清华 大学等名 校联合培养博 士研究 生
。

基金项 目的研究迫使研究者必须掌握扎实的基础理

论和创新思维
,

不
.

断地发现新的科学问题
,

想方设法

去解决新问题
。

研究队伍中
,

先后有近 40 位研究生

进行了该领域研究
,

其 中 1 人获得 国家杰 出青年科

学基金和 长江学者 奖励 基金 资助
,

13 人 晋升 为教

授
,

8 人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

近二十年来
,

从煤 (岩 )体稳定性 的角度建立 的

冲击地压的失稳理论
、

煤和瓦斯突出与冲击地压统

一失稳理论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可
。

在此基础上
,

以后又建立 了固流藕合理论
、

岩石变形破坏 的局部

3 科学基金为工 程应 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科学基金项 目是源于工程
,

高于工程
,

又应用于

工程
。

我校在受资助 的矿 山环境灾害的研究方 面
,

提 出了矿山环境灾害发生和防治新理论
、

新思路
,

揭

示 了防治措施
、

手段 的原理
,

并以建立 的新理论为基

础
,

指导冲击地压
、

瓦斯突 出
、

地面沉陷
、

滑坡
、

水污

染等环境灾害防治 ; 曾在抚顺
、

阜新
、

唐 山
、

北京 京

西
、

大同
、

山东华丰等矿区进行冲击地压预测
、

预报
、

防治工作
,

如提出
“

卸压洞
”

法防治冲击地压等
。

在

平顶山
、

淮南等矿区防治瓦斯突出 ; 在阜新等矿区防

治地面沉陷
、

滑坡和水污染治理等
,

取得 了相应的效

果
。

4 科学基金促进 了科研条件的改善
,

为教学

提供了案例

科研条件是进行高水平
、

高 质量 和高效率科研

的基础
。

基金资助项 目与实验室建设
、

网络建设
、

图

书资料积 累
、

软件 的使用 和开发 等方面相互促进
。

我校在实验室建设 中
,

依据学科 发展趋势和基金要

求
,

购买了大量先进专用设备 (如红外热像仪
、

水射

流实验台等 )
,

还设计
、

改进
、

开发了刚性实验机与岩

石失稳实验
、

煤体瓦斯与水 的饱和度实验
、

岩石蠕变

失稳测试仪
、

瓦斯赋存和运移核磁共振测试仪等
,

开

发了实验设备 的新用途
,

发现了大量的新现象
,

验证

了理论假说
,

并积累 了大量的本 领域的图书资料 和

软件
。

我们同时在教学过程中
,

以基金项 目为案例
,

定

期为本科生开展专题和科学方法论讲座
。

在掌握力

学知识的前提下
,

提高学 生的兴趣
,

增加 学生 的见

识
,

拓宽学生的视野
。

并选 取适 当的题 目作为学生

的毕业论文
,

如软件开发
、

数值模拟
、

评估评价
、

预测

预报
、

实验测试等
。

完成基金项 目和教学任务及科

研条件建设协调进行
,

相互促进
,

形成了良性循环
。

5 科学基金为相关学科共同发展提供 了支

撑

矿 山环境灾害研究 的对象是煤
、

岩及其 中含有

的水
、

气 等天然介质
,

煤
、

岩结构复杂 ; 同时涉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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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温度变化
、

降雨
、

开挖
、

回填等外界作用的恶劣环

境
。

环境灾害的发 生是煤
、

岩结构在外界环境作用

下孕育
、

潜伏
、

爆发
、

持续
、

衰减
、

中止等复杂 的非线

性演化过程
,

如何描述
、

判断
、

求解
、

实验验证
、

预测
、

预报
、

评价
、

治理和控制等
,

单靠一两个学科不可能

完成
。

但这也为多学科交叉
、

融合及渗透提供了一

个 良好的合作机会
,

也为理论
、

实验及现场测试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提供 了课题
。

因此我校力学学科 的发

展
,

虽以矿山环境灾害力学研究为主线
,

但也不可能

离开与采矿学
、

地质学
、

数学
、

计算机科学等学科 的

广泛合作
。

近年来 非线性 系统科学的理论和应用
,

为解决矿 山环境灾害问题提供 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

从更广泛的角度统筹考虑灾害的演化过程和控制因

素
,

阐明灾害发生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 果
。

在合作

过程 中
,

我校各学科充分 发挥各 自的优势
,

互 惠互

利
,

共同发展
,

形成了地矿类学科群
。

我校建立的冲

击地压失稳理论
、

煤和瓦斯突出与冲击地压统一失

稳理论
、

固流祸合理论
、

岩石 变形 破坏 的局部化 理

论
、

岩石力学系统运动稳定性理论等
,

不仅丰富了传

统的岩石力学和矿山压力理论
,

也 为发展相关学科

提供 了新的研究课题和学术支撑
。

6 科学基金为国内外学术交流提供了媒介

“

人 口
、

资源
、

环境
”

是 21 世纪全球发展所面临

的三大问题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注重学科发展前沿

与国家科学研究战略相结合
。

对于矿山环境灾害的

基础理论研究
,

理应瞄准 国际发展前沿
,

在国家急需

和战略发展需要 的领域取得一批高 水平 的科研成

果
。

通过 国内
、

外的专家互访
、

学术会议
、

期刊和网

络等传媒进行国际和 国内学术交流
,

使我校的专家

与国内
、

国际上知名 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之间进行

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
,

并申请到三项科学基金 国际

合作与交流项 目
,

就煤成气矿藏开采 中水
一

煤成气两

相流体渗流理论
、

大型煤 (岩 )样复杂受力破坏过程

的红外信息测试
、

研石对土壤
一

水系统污染的环境动

力学行为分别与俄罗斯的莫斯科矿业大学
、

日本的

秋田大学及南非 的比陀利亚大学 专家进行交 流合

作 ;有 6 人次参加 了在 日本
、

俄罗斯
、

韩国等召开的

国际会议 ;与国内的清华 大学
、

东北大学
、

北京科技

大学
、

中国矿业大学
、

山东科技大学
、

太原理工大学
、

西安科技大学
、

青岛理工大学
、

成都理工大学
、

中国

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

煤炭科学研究总 院及

分院等单位的专家进行 了交流合作 ;有 8 位教授曾

经或正在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

辽宁省力学学会
、

煤

炭学会等学术组织中担 当学术职务
。

在积极参加 国

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
,

我们还主办
、

承办了全

国青年采矿科学大会
、

岩石动力学会议及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战略研讨会
,

扩大了我校和我校力学学科

的影响
。

回顾科学基金资助与我校力学学科发展历程
,

特别是在原来力学学科人才匾乏
、

研究方向不明确
、

科研条件极差的状况下
,

科学基金 的资助对学科建

设的起步
、

发展壮大起到了扶植和推动的重要作用
,

使学科特色逐渐突出
,

优势 日见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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