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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科学界的发展，很高兴地看到我国科技人才辈出，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
捷报频传，在科学史的研究上也不断有骄人成果出现，然而，细细追索，对于与科学发展紧密相连的
科学团体——科技学会的发生发展却很少认真关注，也没有看到系统介绍各学会历史和现状的著作面
世。
科技学会是一个群贤毕至的科学大家庭，无疑，科技学会组织在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国际国内
交流平台、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建言献策等方面作了大量贡献，确实值得细细研究、大书一笔的。
　　该套《中国学会史丛书》就是以中国科协属下的各科技学会为研究对象，勾勒学会发展历史、刻
画杰出科学同仁、探索科技学会在中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套丛书，实可谓匠心独具，意味深长，对各
学会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出版界来说，也是中国科技学会发展史系列研究著作的开山之作，填补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页空白
。
　　中国科协主管的近两百个全国学会中，有许多历史悠久、建树颇丰的学术团体，有些建会史甚至
可以追溯到19世纪，如本丛书中收纳的中同药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等等。
跨人新世纪以来，这些学会组织在工作规模、专业队伍、成果积累和学科本身建设等各个方面，无不
光大前业，焕然一新。
丛书中也有一些是建国后成立的新兴科技学会，如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电子学会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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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学会史丛书》之一。
    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记述中国力学学会建立与发展历程的专著。
书中不但重点对学会的初创情况、发展过程、组织建设、学术交流、分支机构等进行了专门介绍，还
特别收录了记述学会重大活动情况的大事记、名人与学会发展的丰富资料和一些极有史料价值的历史
照片，旨在反映学会在不同时期的活动概况及其在中国力学界中发挥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中国力学学会是中国科协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同著名的学术团体之一，仅以此书的编著出版，纪念中
国科协成立50周年和中国力学学会成立50多周年。
本书可供力学界和科技界有关部门及工作者、各学会相关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参阅，也可作为组织和
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研究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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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由于等离子体技术快速发展，应用领域越来越多，迫切需要进行调研了解。
后来，调研了解了等离子体几个重点发展方向，如：等离子体冶金、化工、机械加工、电力工业、电
子工业等。
调研的对象包括产业部门及科研机构，以及高校和科学院的研究所。
这些调研给科研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既看到等离子体技术的优越性，也看到了不利方面。
所以，除了环流器的等离子体平衡、稳定性和聚变反应堆研究外，形成的工业应用课题有：液态金属
磁流体力学在冶金中的应用，如电磁搅拌、电磁泵等；高频等离子体制备二氧化钛即钛白粉；三相工
频等离子体富集难熔金属钼、钽等矿产品；离子镀在低气压条件下形成氮化钛，利用直流电场把氮化
钛离子镀到阴极的金属制品的表面上，仿金颜色的氮化钛可做装饰用，并且耐磨损、耐腐蚀。
　　三、物理力学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钱学森首先提出要建立物理力学这门新学科，并为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开了这门课。
1956年他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了一个物理力学研究小组，钱学森亲任组长做了一些理
论准备工作，后来逐步扩大。
到1964年底，成立了包括高温气体、高压气体、高压同体、高温辐射和临界现象等方向的物理力学研
究室，主要学术骨干有崔季平、钱希真、陈致英、卢贤钧等。
钱学森培养的方式是通过每周一次的室内定期学术讨论会，要求大家轮流作学术报告，最后由他作评
论和指导，当时许多研究课题即来源于这样的讨论会。
到1965年，物理力学研究小组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50人的研究室，初步建成一支有攻坚能力的研究队
伍，并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高温激波管实验室。
　　1956年和1962年两次自然科学规划中都明确了这门学科，并列为重点。
当时国内搞物理力学的还有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东北物理研究所、哈尔滨
军事工程学院及有关国防科研单位。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办了物理力学专业，先后培养了三届毕业生。
当时这几个单位从事力学工作和从事物理学工作的人员密切协作，从各自的基础出发来进行物理力学
若干问题的研究，在两三年内，在高温气体、高压气体、高压固体及高温辐射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
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明确了以原子、分子物理为基础来研究物理力学是很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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