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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 

“牢记生命至上，聚力笏山救援”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党委书记、理事长 

何满潮院士带队应急抢险 

 

2021 年 1 月 10 日，山东烟台栖霞笏山金矿发生爆炸，22 人被困

井下。从救援之初开始，整个救援行动面临三大难题：矿井深、岩石

硬、清障难，救援难度是世界级的，导致了前期救援进展非常缓慢。 

为加快救援速度、提高救援效率、抢救矿工生命，1 月 19 日晚，

国家应急管理部紧急通知中国科学院何满潮院士，期望何院士现场指

导救援工作。接到通知后，何满潮院士立即组织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会相关专家成立了现场救援专家组。专家组由何满潮院士担任组

长，成员包括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土地基工程分会理事长朱春

明研究员，软岩工程与深部灾害控制分会副理事长王琦教授、杨军教

授，北京理工大学刘吉平教授，以及中国矿业科学协同创新联盟理事

高玉兵、王亚军等。专家组成员从各自出差地点，兵分三路连夜赶到

矿难现场参与抢险救援。 

井下救援是与“死神”赛跑，打通回风井的救援通道是本次救援

关键，同时也是核心难题。1 月 20 日凌晨 6 点，理事长何满潮院士在

刚刚拿到核酸检测结果后，立即带队赴笏山金矿救援现场开展了实地

考察，组织人员进行了大量现场调研，广泛听取了救援人员陈述并系

统查阅了各方面资料。针对现场救援面临的回风井堆积物重量及厚度

难确定、人员清障难度大、障碍物提升困难等关键问题，利用专业知

识给出了科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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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何满潮院士与救援组组长陈玉民现场调研 

 

通过对现场调研结果和各方面资料进行分析，专家组提出了井筒

堵塞是局部悬挂堵塞模式的科学判断。排除了从井底 700 米到 350 米

水平的系统堵塞的可能性，并确定了相应的井筒堵塞区域及其事故分

区特点。明确了堆积物的成分结构与松散可压缩特性。在此基础上，

计算得出堵塞高度约 100 米，堆积物体积约 1300 立方米，重约 70 吨

的科学结论，解决了救援工作开展以来一直无法确定堆积物状态的难

题，为清障救援方案的优选提供了基础依据。同时，对比分析了磁力

吸引、激光切割、等离子切割、高压水切割、氧焊切割、聚能爆破切

割、定向瞬时裂缝、套管挤扩等 10 种堵塞物清障方案，并提出了利

用堆积物松散和可压缩性的特点进行挤扩清障（不需要清理提升堵塞

物）的优选方案，为有效解决清障难度大、速度慢、提升难等问题提

供了科学思路与技术指导，为提前救出工人兄弟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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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何满潮院士在现场指挥部查阅相关资料 

 

 

 
理事长何满潮院士现场拟定回风井清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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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研究确定回风井事故分区模式及其破坏程度 

 

1 月 20 日晚，岩石力学学会应急救援团队与山东省常务副省长王

书坚、应急管理部安全基础司司长裴文田、现场救援组组长陈玉民等

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详细讨论了现场救援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思

路，充分完善了救援实施方案，精确绘制了成套救援方案图纸。在后

续救援过程中，现场发现了利用堆积物松散可压缩特性形成通道的可

能性，救援队伍抓住机会快速打通救援通道，使得救援工作效率显著

提高。 

1 月 24 日，回风井救援通道顺利打通，11 名幸存矿工成功升井，

被困 14 天后重见天日。“最想让家人知道，我们还活着”，这是一名

被困矿工升井后说过的话，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轻轻地前后摇摆，表

达了对救援人员的感恩。这次救援争分夺秒打通了生命通道，挽救了

11 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堪称矿难救援史上的生命奇迹。为此，山东

省委、省政府向理事长何满潮院士发来感谢信，感谢专家组利用岩石

力学专业知识，科学分析研判困难和风险，严谨论证优化井筒清障救



- 6 - 

 

援方案，精心指导现场救援工作，为成功营救被困矿工做出了积极贡

献。山东省笏山金矿爆炸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授予何院士团队“牢记

生命至上，聚力笏山救援”锦旗，感谢专家组在救援工作中做出的付

出和贡献。 

 
理事长何满潮院士与山东省常务副省长王书坚等领导交流回风井清障方案 

 

不忘初心勇作为，关键时刻显担当。此次救援行动充分展示了中

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研工作者聚焦高科技精准帮扶、科学救援、

抢救生命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向理事长何满潮院士团队赠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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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委、省政府致理事长何满潮院士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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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座谈会召开 
 

2021 年 2 月 8 日上午，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党委组织召开

“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吕昭平，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党委书记、理事长何满潮

院士、党委副书记李术才院士，副理事长赵勇、李文伟，监事王明洋

教授，ISRM 中国国家小组副主席朱合华教授，党委副书记、秘书长

杨晓杰教授出席会议，共计 45 人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党委书记、

理事长何满潮院士主持。 

 

党委副书记李术才院士首先传达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经

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对 2021 年经济工作部署系统进行了解读。李

院士重点解读了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方面，要充分发挥重大科技

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

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还应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

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他强调，学会应在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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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三个方面重点学习，探索创新服务新模

式。 

国家重大工程企业代表畅谈了学习体会，对川藏铁路工程、水利

工程和能源工程提出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紧迫的技术需求：川藏铁

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勇做了题为《对接川藏铁路科技需求，助力国

家重大工程建设》的发言，介绍了川藏铁路概况与工程进展，提出了

建设面临的“十大”难题和挑战；三峡集团科技信息部主任李文伟做

了《水电工程中岩石力学问题》的发言，提出三峡工程及未来西南地

区雅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面临的一系列工程技术难题，梳理了主要岩

石力学技术需求；华电煤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瑞作了题为《智

能化矿井建设重大工程需求》的发言，提出了矿井建设面临的主要问

题和矿井建设新科技引领需求。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畅谈了学习体会，并针对国家重大工程企业

代表提出的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依次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岩土力

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薛强研究员简要介绍了岩土力学六大

测试系统，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洪开荣教授介绍了盾

构及掘进技术十五大试验系统，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

建中教授重点介绍了世界最繁忙和最高效的振动台，深部岩土力学与

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晓昭教授（徐州）介绍了深部复杂地

层大直径立井建设关键技术等系列技术，执行主任王琦教授（北京）

简要介绍了自主研发 22 套深部岩体力学实验平台，水资源与水电工

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典庆教授介绍了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

大型水利水电建设中关键技术、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金衍教授介绍了油气钻井、高效压裂及智能体的理论与装备等，地

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许强教授重

点介绍了地质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系统，爆炸冲击防灾减灾国家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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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主任王明洋教授介绍了世界速度最高的摩擦试验机、深埋洞室地

冲击效应模拟装置等，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马胜利

研究员主要介绍了构造变形物理场实验系统、高温高压岩石流变试验

系统等，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成教授主要介绍了超

聚能新概念弹药技术、超高速发射试验系统等，煤炭资源高效开采与

洁净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高富强研究员主要介绍了煤矿巷道

冲击预应力支护关键技术等系列技术，矿山灾害预防控制省部共建国

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蒋宇静院士简要介绍了采动力学与岩层

控制技术、智能开采与安全监控技术等，瓦斯地质与瓦斯治理省部共

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魏建平教授主要介绍了瓦斯灾害防

治理论与技术等。14 位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交流和介绍充分展示

了岩石力学与工程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特有的技术和装备。 

理事长何满潮院士表示，在中国科协的指导下，将在中国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会平台上建立“国家重大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

创新联合体。该科技创新联合体的理念是：战略统筹、优势互补、避

免重复、减少无序、强化服务，形成战略科技支撑。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吕昭平最后做重要讲话。他认为，

召开此次座谈会是学会党建引领作用的体现，是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会党建走在全国学会前列的体现。他充分肯定了学会党委的政治引

领和以党建带团建、发挥学会的群团作用，探索服务国家创新和科技

自立自强、服务国家科技治理新模式。吕昭平书记希望，中国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会要聚焦靶心，更好的服务广大的岩石力学与工程科技工

作者，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学会“十四五”规划的科技任务，围

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科技发展方向，将智力优势和专业特色充分转化为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着力强化学术引领，推动科研力量优化

配置和资源共享，解决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问题。他希望中国岩石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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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会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在体制、机制上不断摸索创新，同时

紧密联系相关高校、科研院所、领军企业，进一步团结引领广大科技

工作者，推动岩石力学与工程领域的科技创新与企业对接，打通理论

与实践最后一公里，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座谈会贯彻落实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发挥了学会以党建带

团建的群团作用，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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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亚洲岩石力学大会 

第四次筹备会暨秘书长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第十一届亚洲岩石力学大会第四次（视频）筹备会暨秘书长

工作会议于2月24日下午召开。学会副事长康红普院士、ISRM副

主席杨强教授、学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杨晓杰教授出席会议。

会议由大会秘书长黄理兴研究员主持。大会组织委员会、工作委

员会成员、各分会场负责人、分支机构秘书长共79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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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M副主席杨强教授简要介绍了 2001年第二届亚洲岩石力学大

会、2011 年第 12 届国际岩石力学大会两次国际会议在中国召开的情

况，并对第十一届亚洲岩石力学大会成功召开寄予憧憬，希望本次大

会成为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领域新的里程碑。 

 

学术发展部部长王焯博士汇报了第十一届亚洲岩石力学大

会当前筹备工作进展。她从工作方案、筹备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

作计划三方面进行了汇报，强调现阶段工作重点为积极组织大会

征文投稿，特别是国际稿件。 

随后，各分会场负责人逐一对筹备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大会秘书长黄理兴研究员对部分汇

报进行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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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长康红普院士做重要讲话，对大会提出若干建议和希

望，要求各分会场提高国际专家参会比例，强调分会场需突显主

题及特色，努力加强海外论文征集工作，以达成亚洲岩石力学大

会的国际化目标。 

    

最后，学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杨晓杰教授再次强调了会议

国际化、规模化、一体化的具体要求，要求各分会场传达并落实

今天各项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大会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会后

务必要精准施策、狠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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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筹备会推进了大会组织工作进展，落实了23个分会场下

一步工作方案，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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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防控持紧，我会标准化技术工作热度不减 

 

近日，在我国新冠肺炎防疫防控工作持续吃紧的同时，中国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建设，组织专

家开展团体标准编制与评审工作。 

我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25 日成立，围绕“高标准、

严要求、出精品”的发展思路，按照“把好立项关、管控过程关、紧

盯报批关”的总体要求，精心组织评审工作，近三个月以来，对由中

国铁建、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所、同济大学等 30 余家主、参编

单位提请的 9 项团体标准的送审稿、报批稿进行了评审，为克服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了各项评审工作。 

学会理事长、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庭院士，标准化技术委员主任委

员、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薛强所长，原学会副理事长、标技委

副主任委员郭熙灵教高，副主任委员宋胜武教高，原副理事长、同济

大学朱合华教授，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李晓教授、

西安邮电大学书记杨更社教授、日本九州大学蒋宇静院士等 20 多位

专家学者担任评审专家，为各项标准悉心指导、严格把关，更为我会

标准化技术工作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我会标准化工作自 2017 年开展以来，现已有 62 项团体标准批准

立项，6 部标准正式出版发布，同时，学会也不断加强标准的宣贯工

作。由湖南宏宇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主编的《岩溶注浆工程技术规范》

受到工程界高度认可，今年初才出版发行已有 10 余家企业向学会咨

询要购买该标准事宜，既标志着我会标准化工作的良好成效，更体现

出我会标准化工作对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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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 

学会入选为“第六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项目”立项单位 

 

2021 年 2 月 8 日，学会收悉“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六届中

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立项结果的通知”（科协办函学字

〔2021〕22 号），经前期全国共 97 个学会申报答辩、科协组织专家评

审后，确定了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等 57 个单位为第六届

（2020-2022 年度）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青托

工程）立项单位。本届学会获得入选中国科协青托项目共 10 个名额，

为 2 名资助名额和 8 名自筹经费名额。 

本次入选是学会自 2015 年中国科协建立本项目以来，连续成功

入选了六届“青托工程”。在“青托工程”的支持下，青年人才在科

研成果、学术交往、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取得了社会的广

泛认可和单位的支持。 

学会将继续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指导思想，在项目运行过程中，进一

步完善培养机制，拓宽培养渠道，搭建青年人才创新创造的平台，支

持青年人才潜心研究，强化青年人才国际交流合作，推动青年人才坚

定创新自信，团结引领青年人才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服务科技强国

建设中实现自身价值。同时将总结青年人才托举工作的好做法、好经

验，凝练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科技共同体选拔培养人才的先进机制

和模式，加大对青托工程的宣传力度，将青托工程打造成团结引领青

年人才听党话、跟党走的品牌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