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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岩土与工程学术大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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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岩土与工程学术大会会议纪要 
 
第四届全国岩土与工程学术大会于2013年11月4日-5日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是

由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工程勘察分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
岩土工程分会、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杭州图
强工程材料有限公司、浙江省岩土力学与工程学会、《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承办，布鲁克（成都）工程有限公司、《岩土力
学》编辑部协办的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及企业
单位从事岩土与工程的科技工作者450多位专家和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11月4日上午，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本届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钱七虎院
士，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大会顾问委员会主席孙钧院士、浙江省科协
领导隗斌贤副主席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致辞。大会学术委员会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龚
晓南院士主持开幕式。 

钱七虎院士的致辞讲了三点：一、首先代表四个主办单位向大会的承办单位、协办
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二、中国的岩土工程规模之大，复杂程度、难
度都居世界前列，因此我们的岩土工程技术和岩土力学应当走在世界前列，所以我们岩
土工程界的科技工作者大有可为；三、响应中央八项规定，呼吁学术会议就是纯粹的学
术会议，不送礼品，从我们这个会议开始，带头倡导良好的学术风气。 

孙钧院士在致辞中表示：一、如何把我们的科技成果推广到生产第一线，生根开
花。提倡产学研结合，做到实实在在，密切的有效的结合；二、以企业牵头搞科技攻
关，解决实际问题。 

坚持这二点，是我们的科研成果不停留在书本上，不停留在发表论文上，不停留在
申请专利上，而是要反复在工程实践中应用和检验。 

隗斌贤副主席在致辞中指出，科学源于讨论，创新扎根于交流。学术交流不仅具有
信息与支持，交换、扩散和放大、教育，最重要的是推动不同思想的碰撞，并在碰撞中
产生智慧的火花，激发创新思维。创造平等与民主的交流环境非常重要，让学术交流回
归学术本真。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方祖烈教授代表大会秘书处做大会筹备情况
介绍。本次会议于2012年7月开始筹备，自发出第一号征文通知以来，得到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从事岩土工程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和响应，先后收到论文361篇。整个会议征文工
作是由浙江大学尚岳全教授牵头负责，《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常务副主编佘诗
刚研究员协办的。经过专家组审查遴选，录用了166篇，其中50篇刊登在《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正刊和增刊上；另外《岩土工程》学报录用17篇；大会论文集录用99篇，由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发行。投稿论文中，来自高校和研究院所208篇，来自企事业单位
153篇。论文涉及岩土的基本性质与本构关系及实验研究、岩土工程涉及优化、典型工程



案例分析和加固处置技术、岩土工程防护新理念和新方法及新技术、复杂地质条件下施
工安全和工程稳定控制、重大地质灾害机理分析和预警及防治、岩土与工程风险评价及
管理等广泛领域，既有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工程经验分析总结，更有新技术新方法探
索，基本反映了我国岩土与工程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次会议是继2009年成都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岩土与工程学术会议之后的又一次学术
盛会。目的是给从事岩土工程科技工作者提供一个相聚的机会，将近年来岩土工程创新
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充分交流我国岩土与工程领域取得的成绩；全面推
动岩土与工程领域的科技进步。 

    大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钱七虎院士、龚晓南院士，中国科学院孙钧院士分别作了“岩
体非协调变形的研究与应用”、“岩土工程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和“港珠澳大桥岛隧
工程深厚软基处理的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的特邀报告，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何满潮教
授、同济大学朱合华教授、香港大学岳中琦副教授、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王卫
东教授级高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姚仰平教授、成都理工大学许强教授、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伍法权研究员、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侯
靖教授级高工等专家应邀作了大会特邀报告。 

11月5日，大会会议设岩土体工程特性与勘查、测试技术；地基与基础工程；边坡工
程；地下工程；岩土工程新技术、新方法；岩土工程风险与安全等6个专题会场，大会主
题报告12个，专题会场学术报告60个。涉及岩土与工程正确分析理念、非协调变形、本
构模型、破坏机理、强度准则、远程监测、灾害控制等广泛领域。 

5日下午，6个专题会议结束后，大会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大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尚岳全教授就本次会议作了总结发言。 

会议成果丰硕。本次会议对近年来岩土与工程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研
讨，充分交流了我国岩土与工程领域取得的成绩。在会议交流中，代表们围绕一些问题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放映了岩土与工程研究中大家普遍感兴趣、普
遍关注的一些问题。例如：岩土结构复杂性、环境因素多变形、变形非协调性，岩土特
性的细观与宏观结合研究及原位测试技术研究，岩土变形监测技术与岩土变形控制技
术，边坡灾害的识别、安全监测、破坏机制分析及控灾技术，岩土工程灾害探测与加固
技术，等等。这些问题，有些是带宏观全局性，有些则属于技术层面，但都是岩土与工
程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交流讨论，增进了理解、明晰了方向，开阔了眼界、拓
宽了思路，无疑将会极大地推进岩土与工程研究事业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
设。 

本次学术会议的特点：一是，学术报告内容涵盖了许多前沿研究领域，技术创新；
例如钱七虎院士作的“岩体非协调变形的研究与应用”、何满潮教授作的“具有负泊松
效应支护材料试验研究及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报告。二是，作报告的人数多，报告内
容广泛，交流充分，每个报告后都给了提问和相互讨论时间。辩论和质疑是我们这次大
会的亮点。 

本次学术大会得到了岩土与工程界各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以及中国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工程勘察分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
会、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各承办与协办单位领导高度重视、
积极动员、热情参与。 

特别感谢本次会议的承办单位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浙
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以及大会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为会议筹备、论文征集与出版等
所做的大量工程，特别感谢周全才、程平、李青、黄曼、孙红月、陈杨敏、厚芸、高静
丹等老师及浙江大学同学们为具体承办本次大会的组织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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