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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探讨动力学、振动与控制在世纪之初的发展方向和学科前沿，加强

海内外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发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和中国力学学会主办，海军工程大学承办的

“动力学，振动与控制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于 2002 年 3 月 25~29 日在海南省

海口市召开，海内外 20 多位从事动力学、振动与控制研究的青年学者出席了会

议。与会代表对于动力学、振动与控制的一些发展趋势、研究方向和前沿问题进

行了热烈的研讨，并且提出了不少好的设想和建议。通过研讨，大家认为要使我

国在动力学、振动与控制的研究水平上进入世界一流，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动力学、振动与控制早期作为从 Newton, 

Layrange 和 Hamilton 等人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学科, 随着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迅

速发展，时至今日， 动力学、振动与控制主要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从工程中提炼

出的技术科学分支。因此, 动力学、振动与控制包含了比较多的基础研究内容，

应该有超前发展,并且需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上不断推陈出新, 与时俱进。青年

学者、特别是正在成长为学术带头人的青年学者，要认准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方向，

明确自己的定位，瞄准国际上动力学、振动与控制的研究前沿去选择和开辟新的

研究领域。 

(2) 对动力学、振动与控制的研究应该有所侧重，一是大多数的动力学、振

动与控制问题应该来源于工程实际问题，应从工程中提炼出动力学问题及其模

型，然后运用并发展各种方法加以研究和解决。二是要注重对于解决动力学、振

动与控制问题的基本方法的研究，从一些迫切需要、但又束手无策的问题着手，

寻找新的突破点。上述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动力学、振动与控制研究学科

“顶天立地”的特色。从事前者的研究队伍比较大，而后者的研究队伍要少而精。 

(3) 要从整个力学学科的基础这一高度来充分认识分析动力学和非线性动

力学的重要地位，从不同的分支学科和不同的角度研究分析动力学和非线性动力

学问题。分析动力学和非线性动力学的突破和进展，往往可以带动其它分支学科

的发展，并且为工程问题的解决提供基本方法和理论。 

(4) 要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动力学、振动与控制学科中各个分支学科在理论和

方法上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的，要用系统和大系统的观点来考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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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力学、振动与控制问题。动力学、振动与控制的研究范畴应该扩展到下述

过程：综合多学科的知识、方法和实验技术来建立系统(受控系统)的动力学方程

→应用并发展新的动力学理论，通过解析、数值和实验相互支持的方法进行分析

→对系统进行被动、主动或半主动控制设计→在计算机支持的虚拟现实等环境下

形成系统设计方案论证和具体设计。 

(5) 从事动力学、振动与控制研究的学者要尽量研究其它工程学科尚不能够

解决的复杂和关键问题，为工程问题的解决提供研究方法和解决方案。既要借鉴

数学和物理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成果，又要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与这些学科有显

著区别。因此，动力学、振动与控制学科所研究的问题要有工程背景和应用前景，

这样才能有学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6) 要扩大学科涵盖面，扩大研究队伍，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动力学、振

动与控制要从传统的研究领域向新的研究领域扩展，从离散系统扩大到连续系

统、流固耦合系统等。学科交叉与综合是产生新方向和新学科的土壤，动力学、

振动与控制要不断的容纳新的研究内容。海内外从事动力学、振动与控制研究的

华人青年学者要相互合作和支持，组成高水平的研究团队。 

与会代表认为，在未来的十年中，动力学、振动与控制的下述研究前沿值得

引起更多的青年学者重视：(1) 高维非线性系统的全局摄动法、全局分岔和混沌

动力学；(2) 高维强非线性系统分岔与混沌动力学的实验研究；(3) 时滞非线性

系统的动力学理论及其应用；(4) 流体-弹性体-刚体耦合系统动力学与控制；(5) 

碰撞与变结构系统动力学；(6) 微机电系统动力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