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大力开创我国随机振动理论工程应用的自主创新之路

随机性是自然界的一个基本现象．例如地震、风、海浪、高空气流、路面不平度等都是随机

性的．这类环境荷载对于结构物的安全性、生存寿命、人员舒适性等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在 ２０
世纪初期爱因斯坦的年代，人们的计算工具还很落后，随机振动还只能作为一种物理现象进行

定性的探讨．进入 ２０ 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数字计算机的出现和进步，现代化工业对于力学分

析的要求日益提高，“随机振动”作为一门新兴的技术学科也受到学术界和工程界的重视，并
有了迅速而深入的发展．在这一股国际性的发展潮流中，我国也不乏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较高

水平的“弄潮儿”，例如庄表中、王光远、胡聿贤、廖振鹏、闻邦椿、陈英俊、俞载道、李桂青、方
同、朱位秋、欧进萍、翟婉明、林家浩、李杰、徐昭鑫、张森文等．在近半个多世纪中，他们以在理

论上和应用上的大量成果显著推动了随机振动理论方法的发展和应用水平的提高．从工程应

用的角度而言，以近三十年发展起来的“虚拟激励法”系列为例．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我国开发

渤海石油急需建造海洋平台，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将关键技术对我国实施禁运，并从中敲诈．为
了打破西方的封锁，大连理工大学开展了相关力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和软件系统的开发．林家浩

等针对海洋平台所受的随机环境荷载———风、浪、流、冰、震等，提出了虚拟激励法基本型的思

路，使得海洋平台在多种环境随机荷载下的动力分析困难得以迎刃而解，而且计算规模和效率

都超越了西方对我们禁运的软件．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虚拟激励法以后又在公路桥梁抗震，
高层建筑、大跨度悬索桥斜拉桥抗风，汽车和高速列车行驶平稳性，航空航天工程，包括国际上

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多点随机荷载识别问题（随机振动反问题），有了许多重要的发展和应

用，而且形成了高效、精确、简洁、富有我国自己特色的算法系列．虚拟激励法在国际上正日益

受到重视，被一些重要工程手册成章介绍．
我国奋斗在随机振动研究和应用第一线的科学工作者，以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顽强意志

和聪明才智，为我国工程设计水平的提高和国力的日趋强盛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古人云

“行成于思，毁于随”，虚拟激励法打破了跟随国外研究的思路，值得我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以

及研究工作思路借鉴．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我们要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科技

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这是我们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出发点．”

受到习近平主席讲话的启发和鼓励，《应用数学和力学》组织本期“随机振动及其工程应

用”专刊，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在随机振动应用领域自主创新的成果．我们今后仍然要继续

遵照习近平主席的指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

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钟万勰

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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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振动及其工程应用”专刊客座编委简介

　 　 翟婉明，男，１９６３ 年 ８ 月生．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
院士．１９９２ 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并获工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４ 年被授予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１９９５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１９９９ 年受聘
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
席，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振
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ａｉ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主编等．

长期从事轨道交通工程动力学与振动研究，开拓了铁路大系统动力学研究新领域．创建了机
车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体系，建立了车辆⁃轨道统一模型，构造了适合于大系统动力分析的
快速显式数值积分方法，提出了机车车辆与线路动力性能最佳匹配设计原理及方法，主持研究建
立了高速列车⁃轨道⁃桥梁动力相互作用理论及安全评估技术．以上理论与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我国
铁路提速、重载运输及高速铁路工程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二等奖，其中一项成果入选 ２００５ 年度“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个人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以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李杰，男，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生．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同
济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９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
授．现任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兼任国际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协会（ＩＡＳＳＡＲ）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
振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结构计算理论与工程应用专业委员会
主任、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编委等．

长期从事结构非线性分析、生命线工程抗震、随机动力系统分析与控制、结构健康监测等
领域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随机结构分析理论，提出随机结构建模准则与算法，建立了以广义
密度演化方程为核心的随机动力系统分析理论；在大型复杂生命线工程系统的抗震可靠性研
究中做出了系统、深入的独创性研究成果．先后出版《Ｓｔｏｃｈａｔ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等 ６ 本学
术著作．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近 ４００ 篇，其中学术期刊论文 ３００ 余篇．获得
国家级科技奖励 ２ 项、省部级一等奖 ５ 项．２０１３ 年被丹麦王国奥尔堡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２０１４ 年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授予 Ａ． Ｍ． Ｆｒｅｕｄｅｎｔｈａｌ 奖章．

林家浩，男，１９４１ 年生．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１９６４ 年中国科技
大学近代力学系毕业，１９６４—１９６８ 年大连工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导师为著
名力学家钱令希）．历任国家教委数理学部成员，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学委员
会委员和振动专业组组长，中国计算力学学会理事及国内外多种学术刊物编
委．１９９２ 年起获国务院特殊津贴．２０１２ 年在大连理工大学荣誉退休．

１９８０ 年赴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后潜心钻研近 ３０ 年，创建随机
振动虚拟激励法系列，以其高效精确、方便易行而被许多工程领域应用，并在 ３０ 多所国际著名
大学做学术报告．美国 ＣＲＣ 出版社《振动与冲击手册》（２００５ 年）和《桥梁工程手册》（２０１４ 年）
都以全章介绍虚拟激励法．我国交通部《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２００８ 年）将该法列为大跨度
桥梁抗震设计推荐方法之一．在 １９８０ 年前后提出的多层结构非线性抗震分析方法，以及带“频
率禁区”约束的结构优化设计准则法在工程界和学术界有长久的影响，３０ 多年来经常被国内
外同行引用或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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