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岩学字〔2024〕239 号 

 

关于召开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第11届科技创新进展论坛 

—— 青年托举创新成果交流会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省级学会、团体会员单位， 

各位理事、广大会员： 

为推动我国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科学技术的振兴和发展，充

分展示岩石力学科技工作者对相关领域研究做出的贡献，贯彻落

实“开放科学”理念，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共享，定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组织召开“第 11 届科技创新进展论坛——青年托举创新

成果交流会”。请各单位积极组织本行业领域科技工作者参会。

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4 年 12 月 20日(星期五)  09:00-18:00 

二、地点 

会议地点：科技会堂，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学院路校区 

会场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丁 11 号 

报到地点：全季酒店（北京学院路矿业大学店） 

酒店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丁 11 号 113 号楼 1 层 



三、报告安排 

序号 申报人 单位 报告题目 

1 蔡  鑫 中南大学 
采空区群链式失稳灾变机制与分

区分级防控技术 

2 代连朋 辽宁大学 
深部冲击地压矿井震冲链式灾变

机理与多源数据融合预警技术 

3 董  鹏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实验揭示地震破裂传播机理 

4 高成路 山东大学 
地下工程岩体渗流灾变近场动力

学模拟方法与仿真软件 

5 高  歌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岩体破裂机制的岩崩动响应研

究 

6 郭子正 河北工业大学 
水力驱动型滑坡危险性评估及时

空预警方法研究 

7 侯少康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基于数据驱动的 TBM掘进风险预

测及参数优化研究 

8 胡  杰 浙江大学 
固废填埋场多相多孔隙渗流模型

及高效调控技术 

9 赖丰文 福州大学 
软弱地层近接地下结构相互作用

机理与变形控制方法 

10 李雨杰 浙江大学 
岛礁机场跑道地基微生物原位自

修复技术与快速评价 

11 刘简宁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N00工法采动覆岩补偿平衡机制研究 

12 刘一苇 武汉大学 
微观岩石力学试验及矿物-岩石多

尺度模型研究 

13 罗方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库区边坡变形与破坏耦合机理与

分析方法研究 



序号 申报人 单位 报告题目 

14 马  庆 清华大学 
多煤层开采遗留煤柱-岩层联动 

失稳致灾机理及其风险评价 

15 任富强 辽宁科技大学 岩爆灾变机理与数字预警防控 

16 汝智星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

研究院 

深层碳酸盐岩低序级断裂空间发

育特征及其油气意义研究 

17 芮艺超 重庆大学 
矿山动力灾害信息精细化解译及 

区域灾变预警研究 

18 孙朝燚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

学研究所 

隐伏顺层边坡岩体与锚固体系协

同控稳机理研究 

19 孙梦雅 河海大学 
钻孔全断面水分场光纤精细感知 

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 

20 孙元田 中国矿业大学 
深部软岩巷道泥化失稳与梯级强

化控制 

21 孙振宇 北京交通大学 
隧道支护体系协同设计方法与安

全控制 

22 田  云 绍兴文理学院 
层状软岩隧道大变形灾害机理及 

主动让压支护技术 

23 王  辉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深部开采全过程岩爆灾害风险数

智化管控技术与系统 

24 王  磊 太原理工大学 
超临界水原位开采深部煤层热解

—破裂改性技术基础研究 

25 王鲁琦 重庆大学 
多源异构数据驱动下库岸滑坡涌

浪时空风险评价研究 

26 吴君涛 浙江大学 
既有结构下服役桩基检测新理论

与新方法 

27 吴明洋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

学研究所 

深层复杂地质特征页岩缝网形成 

机制与调控方法研究 



序号 申报人 单位 报告题目 

28 武文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大型土石堆积体多尺度水力灾变 

模型及高效数值算法 

29 谢维强 清华大学 
深部隧道 TBM掘进岩机相互作用 

规律研究 

30 熊  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高温作用裂隙岩体多场多相耦合 

机制与模拟 

31 徐晓鼎 中国矿业大学 
超大空间采场临空巷道围岩非对

称失稳机理及释能控制研究 

32 许文涛 南京大学 
多尺度裂隙系统及其渗流特性的 

识别预测研究 

33 许紫刚 华东交通大学 
装配式地铁地下车站结构抗震性

能及韧性提升研究 

34 闫  晓 同济大学 
干热岩储层 CO2压裂缝网形成机

制及诱发地震特征研究 

35 杨  春 中南大学 
微波诱导矿废散体介质差异化响

应机制 

36 张凤远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CO2压裂储层裂缝闭合动态表征与

反演方法研究 

37 张  磊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基于分布式信息的库岸边坡变形 

机理及防治研究 

38 张玮鹏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 

巨型水库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与信

息化防治技术研究及应用 

39 朱  锐 南京工业大学 
复杂地质地形下桩筏基础工作性

能主动调控技术及应用 

40 朱  姝 河海大学 
深埋隧洞岩体三维裂纹扩展演化

机理与智能识别方法研究 

 



四、注意事项 

1.参会代表须为岩石力学与工程领域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

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行科技工作者。 

2.参会代表要求全程参会，并积极提问，加强互动交流。 

3.参会代表需现场扫码投票，未到场或未全程参会无法参与

投票。 

4.会议将依据参会代表的投票评分结果，最终遴选出相应的

推荐名单。 

5.本次会议不安排住宿，请参会代表自行预订住宿。 

➢ 推荐酒店：全季酒店（北京学院路矿业大学店） 

➢ 酒店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丁 11 号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113号楼 1 层 

➢ 住宿费用：双床/大床 ：550 元/间 

➢ 预定电话：朱经理 18203366038 

6. 下图为会议室及酒店平面图 

 



五、会议注册 

注册费：1000 元/人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注册，线上支付注册费用。 

 

六、联系人 

胡老师，010-62660545（报告） 

崔老师，010-62660045（会场） 

王老师，010-62660985（注册） 

沈老师，010-62660939（财务）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学术会议-国际交流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