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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要闻】 

2022 年秘书长联席（视频）会议在京召开 

 

为全面落实《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和九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精神，扎实履行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

作者桥梁和纽带的职责，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推动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022 年 3 月 20 日上午，中国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会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在京召开 2022年秘书长联席会议。

学会 45 个分支机构和 20 个地方学会的秘书长们参加了本次会议，此

外学会科普教育基地，国际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学会专委会，拟申请

成立的分支机构及学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列席会议，参会代表共计 148

人。会议由常务副秘书长、党政办主任杨军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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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杨晓杰教授传达了九届三次常务理事会

上党委书记、理事长何满潮院士关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的相关内容，分别从“两会”总体概况、政

府工作报告、政协工作报告、学习重要体会和学会 2022 年工作部署

五个方面再次领学两会精神，部署 2022 年学会重点工作。学术发展

部、组织宣传部、国际合作部和科技科普部负责人结合实际情况，依

次汇报了部门工作任务和计划并部署各部门 2022 年重点工作。 

杨晓杰教授作会议小结，提了三点建议：第一，本次会议具有全

局性和战略性意义，希望大家提高认识，及时传达学习落实会议精神。

第二，精准落实，做好各项工作。一是做好 CHINA ROCK 学术年会

征文工作和分会场申报工作；二是深入贯彻学术年会改革方案，鼓励

各分支机构在 CHIAN ROCK 学术年会的申办分会场；三是积极申报

“科创中国”科技服务团，服务科技创新和国家发展大局；四是推进

学会党建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打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大工

程”科技创新联合体；五是做好学会科技奖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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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第三，高度重视表彰，通过考核调动大家的积

极性，选树典型，表彰先进，以评促建，加强组织建设。 

2022 年，学会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迎接学

习宣传党的二十大为主线，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

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在

服务科技创新方面展现新作为！ 

 

 

【科技服务】 

“复杂条件工程岩体质量智能评价与主动加固关键

技术”科技成果评价会在京成功召开 

 

4 月 8 日，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在北京（线上+线下结合模

式）组织召开了“复杂条件工程岩体质量智能评价与主动加固关键技

术”科技成果评价会。项目成果由绍兴文理学院、同济大学、长安大

学、浙江岩创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建华东勘察设计院、中国中铁十

九局集团等单位共同完成。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何满潮院士，中国

工程院蔡美峰院士分别担任评价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大连理工大学

唐春安教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李晓研究员、西安理

工大学李宁教授、中兵勘察设计研究院化建新教授级高工、水利部水

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司富安正高级工程师、东北大学朱万成教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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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质大学（北京）徐能雄教授等担任专家组成员。成果评价会由学

会顾问秘书长方祖烈教授主持。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陈均土教授致欢

迎词，绍兴文理学院伍法权教授代表项目组做成果汇报。 

 

 

 

该项目通过理论分析、数值模拟、仪器研发、工业性试验及现场

应用等手段，对复杂条件工程岩体质量智能评价与主动加固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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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  

1. 研发了“背包实验室”岩石力学测试装备系统，提出了相应

的非接触式岩体结构智能识别技术，解决了复杂地质信息现场实时采

集及快速精细解译难题，实现了岩体力学参数的现场快速获取。 

2. 提出了基于“统计岩体力学”理论的岩体工程参数计算与岩

体质量分级方法，构建了相应的“云计算平台”。 

3. 揭示了工程岩体开挖非对称变形失稳机理，提出了“加固需

求度”的概念及其相应的“预锚速锚”、“定向双控”岩体主动加固关

键技术体系。 

经评价委员会质询讨论，投票表决，该项目科技成果总体上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CHINA ROCK2022】 

工程实例专委会、水下隧道工程技术分会、隧道掘进

机工程应用分会联合承办分会场第一次工作筹备会

召开 

 

3 月 29 日下午 2:30，在广州地铁万胜广场 C 塔 5 楼会议室，由工

程实例专委会主任委员竺维彬主持召开了“CHINA ROCK 2022 第十

九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分会场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会议

采用“线下+线上”的形式。水下隧道工程技术分会秘书长陈健、苏

秀婷，隧道掘进机工程应用分会秘书长吕建中、吴兆宇，工程实例专

委会秘书长米晋生、罗淑仪、王俊彬、刘佳宇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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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就CHINA ROCK 2022第十九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

会分会场筹备工作展开讨论，并形成分会场协作工作方案。会议决定

由工程实例专委会、水下隧道工程技术分会、隧道掘进机工程应用分

会联合承办分会场，工程实例专委会为牵头单位。大会将以“赓续创

新，助力发展-复合地层前沿难题创新技术与应用”为主题，聚焦建

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制造等行业焦点热点问题的创新

技术、科研成果、工程实例。 

竺总期望：各承办单位齐心协力，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组织好，广

大行业人士积极响应参与大会交流、论文投稿、会议参展，共同促进

行业发展。 

 

 

地质与岩土工程智能监测分会组织召开 

第 16 分会场筹备会第一次会议 

 

4 月 5 日上午，“CHINA ROCK 2022 第十九次中国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术年会第 16 分会场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以“线上”形式顺利

召开。地质与岩土工程智能监测分会理事长施斌教授主持本次会议，

江苏省岩土力学与工程学会王源、章定文、杨露、丁雪，地质与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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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智能监测分会朱鸿鹄、裴华富、程刚、徐东升、泮晓华、马鹏辉

等参加会议。 

 

会议伊始，地质与岩土工程智能监测分会秘书长朱鸿鹄教授回顾

总结了分会去年承办的第十一届亚洲岩石力学大会（ARMS 11）第 14

分会场相关组织工作，并简要介绍了 CHINA ROCK 2022 第 16 分会

场“第三届地质与岩土工程智能监测学术研讨会”的筹备计划。分会

副秘书程刚副教授介绍了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发布的 CHINA 

ROCK 2022 第 2 号通知的有关内容。随后，全体与会人员就第 16 分

会场筹备工作展开讨论，并初步形成了分会场的协作工作方案。会议

决定本次分会场由地质与岩土工程智能监测分会和江苏省岩土力学

与工程学会联合主办。分会场将以“智慧岩土与韧性城市”为主题，

积极组织相关领域的国内外代表开展学术交流、讨论，助力地质与岩

土工程智能监测的国际合作和科技创新。 

最后，江苏省岩土力学与工程学会秘书长王源教授做表态发言，

将按照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的整体部署，与地质与岩土工程智能

监测分会通力配合，高质量完成分会场的各项组织工作。分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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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斌教授做总结发言，希望各单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严格做好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之下，组织好广大科研工作者和行业人士参与大会交

流、论文投稿，并积极落实相关技术培训班及工业展览的组织，齐心

协力共同办好“CHINA ROCK 2022 第 16 分会场”，以优异的成绩向

党的二十大献礼。 

 

 

【分支机构】 

首届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和创新技术征集评选活

动专家评审会顺利召开 

 

4 月 9 日，由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矿山采动损害与生态修复

专委会（以下简称“矿山修复专委会”）举办的首届矿山生态修复典

型案例和创新技术征集评选活动专家评审会在依托单位北京地下空

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顺利召开。会议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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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和中铁第五

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 5 位评审专家线下出席会议。会议由矿山

修复专委会秘书长油新华主持，常务副秘书长付佳明、副秘书长张清

林参加了会议。 

会议逐一听取了“采煤沉陷积水区人居环境改造与生态一体化重

构关键技术”等 15 项矿山生态修复创新技术、“东部草原区大型煤电

基地生态修复与综合整治技术及示范”等 20 项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

例的线上汇报。与会专家对各项创新技术和典型案例进行了质询、讨

论以及精彩的点评，并为部分创新技术提出了后续的改进建议。 

汇报结束后，与会专家对各项创新技术和典型案例进行了闭门讨

论和打分投票，评选出了“十大优秀技术”和“十大优秀案例”，具

体结果将在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并将于矿山

修复专委会成立大会上进行发布，后续将逐步进行推广和宣传。 

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和创新技术征集评选活动得到了中国岩

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的悉心指导和广大会员的大力支持，活动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开始，截止到 2022 年 3 月底，共收到近 200 份作品。经

矿山修复专委会秘书处初评和专家复评，共有 15 项矿山生态修复创

新技术、20 项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进入网络投票和会议评审阶段。

在网络投票展示阶段，共有 19 万人访问投票公众号，投出了 9.2 万张

票，极大的活跃了矿山生态修复领域的行业热度，提高了矿山生态修

复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的从业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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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召开 2022 年理事会暨 

学术研讨会 

 

3 月 19 日，重庆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第六届二次理事会暨学术研

讨会采用线上会议形式召开，80 余位学会理事出席了大会。大会由

重庆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副秘书长梁宁慧主持。 

学会理事长刘新荣教授传达了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何满朝

理事长在全国学会理事会上作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学习

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的报告内容及会议精神，并汇报了学会党支部在

2021 年开展的党建学习活动情况。学会号召重庆岩石力学与工程全广

大理事及会员认真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并积极贯彻落实。 

学会秘书长钟祖良汇报了 2021 年学会在组织建设及提升、学术

交流工作、科技人才与成果举荐、科技服务与科学普及、学会办刊等

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了成绩，以及 2022 年学会的工作安排，

并对 2022 年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申报工作进行了具

体布置。 

在交流讨论环节，理事们对学会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

宝贵意见。 

大会邀请了学会副理事长——重庆交通大学梁波教授作了“基于

行车视觉特性试验的隧道照明安全舒适评价模型构建”的学术报告。

报告结合隧道的光环境特点，考虑人-车-隧道有机动态光环境条件下

驾驶员的生理反应和指标。介绍了隧道光环境参数实测、动态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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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驾驶员的视觉特性实车试验以及驾驶员反应时间室内仿真试验研

究，构建了分区段的隧道照明行车安全、舒适性评价模型，为完善隧

道照明评价理论提供参考和依据。 

大会还邀请了学会理事——长江科学院郭喜峰高工作了“泸定

大渡河特大桥锚碇试验及稳定性研究”。报告结合泸定大渡河特大桥

工程，介绍了隧道锚测试方法、测试项目和测试成果分析等，为泸定

大渡河特大桥锚碇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设计依据。 

本次学术报告内容丰富，引起与会者们的极大兴趣，展开了热烈

讨论，取得较好的学术交流效果。 

 

 

 

 

 

呈报：中国科协、学会理事会党委、监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会、国际

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学会中国国家小组主席、副主席 

发送：支撑单位、分支机构、地方学会、团体会员单位、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