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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青岛理工大学力学学科发端于 1952 年建校之初，1993

年开始依托土木工程学科结构工程硕士点培养力学研究生。

2000年获批工程力学硕士点，2006 年获批固体力学硕士点，

2011 年获批力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06 年工程力学获评山

东省重点学科。力学学科现拥有山东省力学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和土建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土木和力学学科共

建），青岛市岩土力学和近海地下工程研究中心，青岛市非

常规能源研究中心等 4个省、市级教学研究平台，拥有“工

程力学”省级精品课 1门，拥有山东省高校优秀青年创新团

队 2 个。长期以来，青岛理工大学力学学科秉承“夯实基础

研究、服务地方发展”的发展理念，围绕岩石力学、岩土力

学、流体力学、实验力学和多体动力学等学科方向开展工作。

在沿海地铁工程施工、近海特殊土力学性质及应用、南海页

岩气开发、近海地下工程灾害与防治等研究方向，持续产出

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在深部开采、岩石力学性质与地

下工程稳定等方向，为沿海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实质性

贡献。 

2.研究生基本情况 

2021 年，力学学科研究生招生人数计划为 20 人，并顺

利完成招生计划。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校学生 43人。 

本学科 2021 年共有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 6 人，授予学

位 6 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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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业人数为 6人，签约率为 100%。硕士研究生一部分继续

深造，在境内外攻读博士学位，其他人就业去向为党政机关、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科研设计单位等。 

3.学科师资状况 

本学科授权点师资力量雄厚，学缘结构不断优化，已经

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创新意识和科研攻关能力

强、在国内外享有良好声誉的师资队伍。力学学科现有专任

教师 30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7人，硕士生导师 17人，具有

高级职称 13 人，中级职称 15 人；拥有全国模范教师 1 名，

全国优秀教师 1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1 人，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获得者 1人，山东省高等学校首席专家 1人，山东省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人，辽宁省特聘教授 1 人，山东

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

专家 1 人，香江学者 1 人，山东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 1

人，辽宁省教学名师 1名，青岛市高校教学名师 1 人。研究

生导师师生比 2.5:1。 

表 1 专任教师队伍结构 

专业技

术职务 
合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5岁 

46 至 

55 岁 

56至 

60岁 

61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人数 

具有境外

经历人数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级 7 1 1 3 2 0 7 3 7 7 

副高级 6 2 2 2 0 0 6 2 0 5 

其他 17 13 2 2 0 0 13 6 0 5 

总计 30 16 5 7 2 0 26 11 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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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缘结

构 

最高学位获

得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中国科学院大

学 
东南大学 

德国海德堡大

学 

人数及比例 7(23.3%) 5（16.67%） 3（10%） 2（0.67%） 1（0.33%）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5 在校硕士生数 43 

专任教师生师比 1.4:1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2.1:1 

注释：计算生师比时，博士生数与硕士生数按 1.5:1进行折算，如“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总数×1.5+在校硕士生总数）/（博导人数+硕导人数）。 

青岛理工大学力学学科引进了辽宁省百千万层次人才

孙可明教授，孙可明教授组织申报工程力学本科专业，并成

功获批“青岛市非常规能源研究中心”，招收培养多名流体

力学硕博士研究生。引进牛庚、王壮壮、王斐笠三位青年博

士，助推岩土力学和岩石力学学科方向发展。 

4.科研情况 

2021 年，学科在国内外知名杂志发表高水平论文 50 余

篇，其中 SCI、EI 收录 27 篇。获省部级奖励 1 项，国家级

协会奖励 1 项，承担科研项目 30 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4项，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获批科研经费 300余万

元，其中纵向经费 160万元。顺利完成青岛市非常规能源研

究中心的中期检查考核工作和青岛市岩土力学和近海地下

工程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2021年，学科承办全国岩石节理、

断层多尺度破坏青年学者研讨会。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科梯队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力学学科目前的梯队结构基本合理，但还缺少有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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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主要靠自我培养，通过鼓励和支

持学术骨干、教授主持重要科研项目，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发表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锻炼组织协调能力等方式来培

养；2021年引进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博

士 3 人，实验室引进硕士 1名，还需要进一步引进和培养青

年教师队伍。 

2.研究生生源质量差、报考人数少 

目前力学学科科研项目和研究经费充足，但存在招生数

量不足及生源困难的问题。2021年力学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

18 人，无第一志愿考生，均从其他学校调剂。究其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缺乏力学本科专业；(2)对外宣传和

交流力度不够；(3)力学作为一门工科基本学科，在全国其

他兄弟院校中普遍存在生源匮乏的现象。 

3.学科方向及学术特色需要进一步凝练 

力学学科建设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在各学科方向负责

人的带领下，目前已形成了较有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由

于力学本身是一门可以和多学科交叉的学科，以及在学科建

设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进的人才存在研究领域过于分散的

问题，这些因素使得学科的学术特点还需要进一步凝练、研

究方向还需要进一步稳定。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加强优秀人才引进，完善导师遴选考核 

以学校 5A 层次人才引进为目标，重点引进具有力学重

点学科、力学一级博士授予权高校的博士。以学术水平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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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培养为导向，加强导师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导师遴选与

考核制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实施细则。根据学

科发展力学学科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四个研究方向：工程力

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统动力学与控制。 

研究方向一：工程力学 

本方向围绕深部地下资源开采和地下空间利用中的岩

体力学问题，在交通隧道、水电隧洞、地下储库、矿山工程

等领域开展基础理论和技术应用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地下洞室群围岩稳定性分析，（2）岩体的热-流-固耦

合力学特性，（3）深部硬岩脆性破坏与灾害防控，（4）岩

石动力学，（5）工程岩体的损伤演化及预测。 

该方向已有师资 8 人，学术带头人王在泉教授将于 2 年

后退休，该方向需引进学术带头人 1 人和学术骨干 2 人。 

研究方向二：固体力学 

本方向围绕固体材料（特别是岩土材料）的应力、应变

与破坏，注重学科交叉，开展土木、机械、海洋、能源、环

境、交通等领域力学问题的研究。开展的主要研究工作有：

（1）岩土塑性力学与本构模型，（2）海洋岩土力学与工程，

（3）非饱和土与特殊土力学，（4）计算固体力学，（5）

工程材料强度分析，（6）复合材料界面力学。 

该该方向已有师资 9 人，除学术带头人孔亮教授外缺少

中间力量，另外，学术骨干王利民教授将于明年退休。因此，

该方向需引进学术骨干 2-3人。 

研究方向三：流体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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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向研究多孔介质内多场耦合渗流的理论、实验及数

值模拟方法。在致密油气、煤层气、页岩油气、天然气水合

物、地热等非常规能源开发领域，以及岩土工程、地表非饱

和土流体入渗、滑坡地质灾害、坝基类水工建筑工程等领域

中开展基础理论与技术应用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

非常规能源开发中的多场耦合渗流力学；（2）能源岩土储

层改造提高采收率技术；（3）多孔介质多尺度多相渗流数

值模拟方法；（4）岩土工程中的渗流力学。 

该方向已有师资 5 人，学术带头人孙可明教授因病医治

无效去世，缺少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中间力量。因此，该

方向需分别引进学术带头人 1人，学术骨干和青年博士各 2-3

人。 

研究方向四：动力学与控制 

本方向围绕复杂系统的动力学建模、计算及优化控制，

关注多物理场、多尺度及极端条件下复杂系统的动态特性，

开展动力学与控制方向的基础理论、工程应用及实验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 动力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拓展； (2) 

非光滑多体系统动力学；(3) 轮式机器人动力学与控制；(4) 

颗粒材料细观变形分析；(5) 光测实验力学；(6) 结构极端

条件下的力学特性研究。 

该方向已有师资 5 人，除学术带头人姚文莉与陈凡秀教

授外，缺少学术骨干中间力量和青年教师。因此，该方向需

分别引进学术骨干和青年博士 2-3 人。 

力学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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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实验中心专职实验岗仅 2人，承担 11个实验室（其

中 4 个实验室为教学实验室，7 个实验室为科研实验室）管

理、建设、宣传等工作，为做好山东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青岛市岩土力学与近海地下工程重点实验室和青岛市地下

非常规能源开发工程研究中心三个平台建设，为做好工程力

学本科专业实验课程教学，力学实验中心需分别引进青年科

研博士和实验室管理人员各 2-3人。 

2.加强国内外交流，提升招生培养质量 

加强对外合作和交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设置客座教

授，邀请著名力学专家、高级工程师来校做报告，邀请历届

毕业生回访交流以及赴兄弟院校作研究生招生交流等方式

不断提升学科知名度，从而吸收更多生源；吸引其他专业如

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的本科生考取力学研究生；出台更有吸

引力的政策，做好考研动员。 

（1）做好工程力学本科专业培养。2022 年，工程力学

本科专业首批学生进校，工程力学本科生的培养，既能对我

校土木、机械等特色优势学科发展提供支撑，特色优势学科

又能为力学知识应用提供平台，是适应新时代国家经济发展

战略和服务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应用创

新能力强的复合型力学专业人才需要，对我校力学一级博士

点建设、提升优势学科的发展水平、建设综合性大学具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力学学科要充分发挥“学业导师”优势，在

学生入校时即建立良好的规划目标，依托力学学科在能源岩

土力学研究、动力学及控制研究的力学学科优势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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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向我校土木工程和机械工程优势特色学科领域。培养适应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具有扎实的工程力

学基础理论和实验技能以及计算分析能力，能够在能源、土

木、机械、航空等有关工程领域中从事与力学问题相关的工

程设计与分析、技术开发及技术管理、教学与科学研究等工

作的应用创新复合型高素质专门人才。 

（2）开展多种形式的研究生招生宣传。招生宣传是研

究生招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为切实提升生源质量，吸引更多

优秀考生报考我校，力学学科将通过组织校园开放日、外校

定点宣讲、线上招生咨询等形式，积极开展研究生招生宣传

工作。 

（3）完善研究生培养体系。力学学科研究生均为学术

型研究生，构建协调发展的研究生“3I• 4C”分类培养体系。

突出科教结合，强化知识更新力、学术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

的培养，建立硕博贯通的课程体系，加强课程教学内容的前

沿性和交叉性，促进知识学习与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突出

产学结合，强化知识迁移力、实践创新力和职业胜任力的培

养，构建面向实践、突出应用的专业学位课程体系，推进教

学模式改革，提升实践教学质量。 

3.凝练学科方向，加强学术特色 

青岛理工大学力学学科的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

觉的实践过程，教师教育特色和学校发展底蕴决定了学科发

展以力学基础学科和工业工程学科见长的学科架构，这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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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优势，也是学科的特色。在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凝练

学科特点、继承并发展现有研究方向，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和青岛蓝色海洋发展战略为契机，大力发展交叉学科研

究，逐步形成以矿山岩石力学与地下工程，岩土力学与海洋

岩土工程，复杂系统的动力学与控制、多场耦合渗流力学等

相互交叉、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学科方向，并注意新方向

的培育。 

侧重多学科交叉拓展研究。与土木、机械、建筑等青岛

理工大学优势学科建立交叉拓展和优势互补体制，逐渐形成

结构合理、学科交叉的研究团队，以及青岛地下空间开发、

页岩气开发、深部矿山开采、非常规能源开发与利用、新型

建筑结构设计等多学科协同的研究方向。 

侧重近海工程开发与利用研究。针对青岛独特的花岗岩

地质条件与近海地质环境，开展特殊地质条件与复杂应力状

态下岩土力学特性与本构模拟、围岩合理分级及其参数确

定、基于安全系数的地下隧道衬砌优化设计、浅埋暗挖上软

下硬岩层中大跨度隧道的开挖方法、隧道结构和围岩及地下

水相互作用机理分析与模拟大型地下水封油库围岩稳定性

与渗流、海洋能源土力学性质与本构模拟、水合物成矿区地

质灾害类型与机制、海底滑坡的物理模拟及成因机制分析、

海底斜坡稳定性分析与评估等方面的研究。 

侧重产学研结合。紧密结合政府企事业需求，勇于承担

完成国家级、省部级、企业重大科研项目，在混凝土结构设

计与优化、在役混凝土结构的防护修复与加固技术，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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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耐久海工混凝土，研发先进混凝土材料及其在地下工程中

的应用。开展地下工程结构物的可靠度及耐久性的分析理论

与设计方法、施工扰动下地层损伤演化规律及变形特点、地

层-结构物动态相互作用关系及灾变机理、隧道结构劣化机

理、地下工程全寿命机制与风险控制理论、地下空间灾害的

发生机理及控制等方面的研究。将学科理论基础与工业应用

相结合，助推地方和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