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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明：在力学世界探寻科学之美
本报记者 沈静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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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明，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协会会员，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
举工程”入选者、首批重庆英才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第六届全国基础力学青
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获得者，中国复
合材料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
振动工程学会航天器有效载荷振动工
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业教育
协会力学专业教学委员会委员，重庆力
学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重庆力学学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应用数学和
力学》编委。长期从事轻质复合材料结
构力学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2项、青年基金1项、教育部博
士点基金等科研项目20余项，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3项。

“85后”陈立明在生活里有两个世
界。

一个是现实的力学世界，他的身份
是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带领研究生的他，在人才培养中
注重学生的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培
养，为学生教授材料力学、工程力学等
课程，引导学生发现力学之美。

在另一世界里，陈立明围绕航空航
天、汽车、装甲等领域结构轻量化国家
重大需求，长期从事轻质复合材料结构
力学问题的研究工作，借助复合材料结
构的可设计性强等特点，他的思维和创
意以力学为原点，向外发散、延展，探寻
力学世界的科学之美。

歪打正着发现更丰富的世界

出生在山东省临朐县的陈立明，形
容自己是个典型的理工男，生活简单、
认真严谨。虽然今年才35岁，但他已
经有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他先后入
选第三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首批重庆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和重庆大学科研后备拔尖人才培养计
划，获得第六届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
讲课比赛一等奖（材料力学组第1名）
和重庆大学十佳优秀青年教师奖等。

陈立明和力学的故事还要从2003
年开始说起。那年，高中毕业的他，来
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学习工程力学。“工
程力学专业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当时
了解各个专业信息远不如现在全面，因
为自己中学阶段数学和物理课程学得
不错，所以当时主要选择了一些工科专
业，但都没有被录取。”陈立明笑着说，
没有想到这一次“意外”竟歪打正着，在
这一行，一干就是近20年，未来还要干
一辈子。哈尔滨工程大学作为“国防七
子”之一，其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工程学院，教授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弹性力学、振动理论等专业主干课程的
任课教师多数都毕业于“哈军工”，老师
们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和学校“大工至
善、大学至真”的校训对自己以后从事
教师这一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7年，陈立明本科毕业，又面临
一次选择，是否放弃本校保研机会，选
择推免清华大学直博。“当时只有清华、
北大等少数大学有直博的名额，是放手
一搏还是稳中求胜？”这一想法让陈立
明倍感压力，深思熟虑后，他与学校签
订协议，主动放弃校内的保研名额，直
博到清华大学。

直博学习期间，师从中科院院士、著
名力学家、现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方岱
宁。导师在学术上对学生极其严格，在
生活上又给予学生全方位的关心和帮
助。在导师的指导下陈立明逐渐确定了
复合材料点阵夹芯圆柱壳静动态力学性
能的研究内容，开始了5年的博士研究工
作，陈立明发现力学研究是一个远比他
想象更丰富的世界。在直博学习期间，
繁忙、熬夜，陈立明早已习以为常。

力学是工科类专业基础

2012年博士毕业之际，已经成家
的陈立明是选择留在北京还是选择只

来过一次的重庆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
现实问题，从哈工程到清华，一路都是
妻子跟随自己，2010年妻子从清华大
学硕士毕业以“选调生”身份到重庆工
作，这次陈立明选择了跟随妻子，来到
重庆成为重庆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

“力学专业是所有工科类专业的基
础。”陈立明介绍，力学专业毕业的学
生，基础扎实、后劲足，以重庆大学力学
专业毕业生为例，有的成为管理科学与

工程、软件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
采矿工程等学科的教授，去企业和科研
院所工作的毕业生就业面也非常广。

近年来力学专业已不是受学生青
睐的热门专业，很多学生都不是第一志
愿报考该专业，但是经过力学专业的培
养，学生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即便毕
业后不再从事力学专业方面工作，选择
到航空航天、机械工程、车辆工程等领
域也很容易上手。

“发展关联学科很多，比如生物医
学工程、人工智能、柔性电子器件等。”
陈立明所从事的科研，就是以力学和材
料学相结合，研究轻质复合材料结构。

如何才能教好力学

在导师方岱宁影响下，陈立明建立
了“学术上高标准、严要求，生活上多关
心、解难题”的教学理念，他深刻认识到
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教师不只是学生
知识的传授者与科研的领路人，更要时
时以身作则，处处为人师表，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将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落到实处，以培养更多超越自己的学
生为目标。

“讲课富有激情、生动、有趣”“深入
浅出、善于启发我们思考”“讲课很有意
思，我非常喜欢老师的讲课”……学生
们这样评价陈立明的课程，国家级教学
名师、清华大学教授范钦珊等专家对陈
立明的课程也表示高度认可，陈立明在
2016年获得第六届全国基础力学青年
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材料力学组第1
名）。他坚持把高水平教师团队、科研
成果等学科优势转化为专业建设的教

学案例，不断探索构建与实践工程力学
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新体系。

“我所教授的课程比较多，如材料
力学、工程力学、飞行器结构力学、结构
力学与弹性力学基础等。”陈立明说，力
学课程的推导过程须有严密的逻辑关
系，突出学生的思维训练和对基本概念
的掌握，为之后其他课程衔接做准备。

“从中学物理课程中的力学知识，
到大学物理的力学内容再到各门力学
专业课程，前期所学课程中研究对象的
假设可能不再适用，学生的思维需要层
层递进，再一步一步推导求解。”陈立明
向记者打了比方，火箭发射，如果只想
知道火箭运行的轨迹，大学物理中将研
究对象看成质点就能实现；但如果需要
了解火箭的飞行姿态，这时再把火箭看
成质点就无法得到答案，理论力学把研

究对象看成刚体（无数个质点组成的质
点系，在运动中和受力作用后，形状和
大小不变，而且内部各点的相对位置不
变的物体），这样就能认识到其飞行姿
态；但火箭发射过程中，是要发生变形
和破坏的，如果还将火箭看成刚体，就
不能解释其变形和破坏的现象，所以在
学习材料力学和弹性力学的时候，将研
究对象从刚体变为变形体，就可以研究
其变形和破坏的现象。

力学推导需要严密的逻辑关系，陈
立明在研究生培养中，会让逻辑思维能
力强的学生做理论性工作，让动手能力
强的学生偏重做实验工作，让编程能力
强的学生侧重于数值模拟。“因材施教，
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展开培养。”从
2014年开始招收第一个研究生，截至
目前，陈立明团队已毕业博士1人，硕
士5人，团队成员现有15人。

从跟跑转变为领跑

“科研路就是一开始处于跟跑，然
后在一个方向的长期坚持逐渐变为别
人跟着你跑。”2019年，陈立明主持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纤维增强
热塑性点阵复合材料夹芯结构制备及
力学性能表征与失效机制研究”（热塑
性复合材料夹芯结构领域国内第一个
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顺
利结题，这一领域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了
热点。2019年由中科院院士杜善义、
侯晓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贾振元担任共
同主席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第248
期双清论坛“复合材料构件制造关键基
础科学问题”顺利召开。会议对热塑性
复合材料结构制造开展了深入讨论，并
以“高性能热塑性复合材料大型构件制
造基础”为题目列入2020年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指南。

热塑性复合材料夹芯结构的研究在
国际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欧盟的框架
计划下，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空客公
司等都在加快大型热塑性复合材料主承
力结构研究。陈立明针对面芯界面力学
复杂、多孔、非均质、热力耦合等难题，从
2015年开始在国内率先进行了连续纤维
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夹芯结构及多层级
结构的设计与性能评价方法的研究。建
立了热塑性复合材料夹芯结构静力学与
动力学响应分析方法，突破了曲面结构
及多层级结构的制备工艺，发展了夹芯
结构热粘接工艺、胶柱增强工艺、电阻焊
连接工艺和热铆接工艺方法。系统建立
了热塑性复合材料夹芯结构界面连接工
艺评价方法以及工艺参数优化方法。

陈立明发展了一种基于蒙皮纤维
缠绕成型和芯层嵌锁成型工艺的连续
玻璃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多层级
点阵夹芯圆柱壳结构设计制备方法，为
大尺寸热塑性复合材料夹芯结构在航
空航天主承力结构的应用提供重要基
础，相关成果发表在众多复合材料力学
领域权威期刊上。

2019年陈立明顺利获批了第二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针对交
通事故现场二次冲击防护、战场冲击
防护等紧急防护问题做研究。针对有
效降低初始峰值载荷和提高平台期对
新型吸能结构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
战。面临多孔、非均质、波传播复杂等
难题，开始了在可扩展薄壁能量自锁
结构的设计理论、变形机制和破坏失
效机理这一新方向的研究。

◀陈立明
（右）与学生讨
论实验方案。

▼陈 立 明
（左四）与同学
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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