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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浙江省软体机器人与智能器件研究重点实验室获批 
 

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 2016 年省级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结果，以航空航天学院力学学科作为牵头单位申

报的浙江省软体机器人与智能器件研究重点实验室获批。这是力学学科获批国家基

金委创新群体以来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也是航空航天学院在浙江省

获批的第一个创新载体。 

 

重点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39 人，其中院士 2 人、杰青 4 人、优青 2 人、青年

千人 4 人。实验室提名曲绍兴教授为主任，钱劲教授、张凌新副教授为副主任；提

名杨卫院士为学术委员会主任，朱位秋院士、张怀武教授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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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主体位于玉泉校区第十二教学大楼，占地 3000 余平方米。现有仪器设备超过

500 台套，价值 4300 余万元，包括大型振动测试与控制系统、高分辨透射电子显

微镜、生物型原子力显微镜、纳米压痕仪、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激光多普勒测

速仪、三维粒子图像测速仪、空泡水洞等。 

重点实验室主要开展以下四方面研究工作：软体机器人设计与控制；柔性电子

器件及系统研究；智能无人机设计与优化；智能柔性结构的力学与控制，以此推动

力学与材料、控制、信息、计算机、医学等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旨在为我省乃至全

国软体机器人与智能器件设计提供关键基础科学理论，为其低成本、大规模制备工

艺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同时，培养造就一支多学科交叉、具有合作经验和创新精神

的研究队伍，为软体机器人与智能器件的跨越式发展开辟新思路。实验室的建设目

标是成为开放型、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基地，成为

产学研结合的典范。 

 (来源：应用力学研究所) 

 

学院制定并审议通过《航空航天学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2015 年 9 月 30 日，学校发布《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浙江大学关于做好浙江大

学“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党委发[2015] 52 号），正式启动全校

的“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根据学校的有关要求，学院成立了以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领导班子成员和

系主任为成员的规划工作组，启动学院的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工作。 

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经历了两个半月的集中编写，11 月 23 日下午至 24

日上午，学院分别召集航空航天系、工程力学系的各系所负责人、学术委员会成员、

双代会代表召开“十三五”规划意见征求会，听取各位老师对“十三五”规划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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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与建议，并据此对规划进行了多次修改，12 月 7 日下午，规划提交学院学术委员

会讨论，根据学术委员会的反馈对规划进行了进一步修改，于 12 月 11 日学院“双

代会”审议后通过。 

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围绕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学术创新体系、人才队伍体

系、治理体系、支撑保障体系等五大体系建设进行编制，并参考 2014 年学院的学

科与人才队伍规划。内容包含学科与队伍建设、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

社会服务、内部管理改革与支撑保障等。学院结合“柔性电子新器件新材料”和“多

功能无人机”两个 16+X 科技联盟，以及一流基础学科计划，凝练出包含智能软材

料和柔性结构的力学与控制、非线性随机动力学、新型飞行器及其基础理论、皮卫

星及其编队技术、微波毫米波高端芯片技术等五个特色和重点学科方向。 

（来源：党政办公室） 

【教育教学】 

Mary C. Boyce 获聘浙江大学名誉教授并到应力所访问 

2015 年 11 月 8-10 号，受浙江大学“海外院士专项”资助，美国工程院院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院院长 Mary C. Boyce 教授应邀来浙江大学获聘

名誉教授、携哥大工程与应用科学院副院长 Peggy Maher 与浙大工学部、信息学

部讨论教育、科研合作，并到

应用力学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 

11 月 9 号上午，Boyce 教

授与浙大常务副校长宋永华教

授进行了会谈，工学部郑耀副

主任、外事处李敏副处长参加

会谈。双方各自介绍单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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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了发展思路和战略，国际化、创新创业是双方共同的关注焦点和目标。

10:00-10:30 在玉泉校区邵科馆 117 会议室，举行了浙江大学聘任 Mary c. Boyce

教授的聘任仪式，郑耀教授主持，宋永华常务副校长介绍了 Boyce 教授的简历和成

就，为她佩戴浙大校徽并授予名誉教授铭牌。Boyce 教授发表了获聘感言，对推动

哥大和浙大合作充满信心。接下来， Boyce 教授作了“Mechanics of Soft 

Composites”的学术报告，报告了她的课题组近年来在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力学方面

的工作，涉及超材料、层状复合材料等的性能调控、稳定性等。 

     10 号上午，Boyce 教授与浙大力学力学科进行了讨论交流。曲绍兴教授介绍

了浙大力学的总体情况和研究方向等。曲绍兴教授、王宏涛教授、陈彬研究员和谢

涛教授就各自的研究工作做了报告，Boyce 教授就各工作提出了她的意见与建议。 

 (来源：应用力学研究所) 

“教与学”系列教学论坛第十期活动顺利举行 

2015 年 11 月 20 日中午，航空航天学院“教与学”系列教学论坛第十次活动

在教五 326 会议室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了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周又和教授

做题为“理论力学中若干常识在精细化推证下的非常识结果演示”的主题发言。活

动由学院常务副院长邵雪明主持，全院 20 余名一线教师参加了本次交流活动。 

周又和教授通过对当

前《理论力学》教材的分

析，指出了在课程体系范

畴划分、某些概念和定理

的解读、数学公式表征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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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他自己的教学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修正，并给出了更加严谨的表述。报告结

束后，周又和教授同理论力学课程组教师就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分享了在理论力学教学方面的技巧和经验。周又和教授的报告内容务实，角度新颖，

对今后我院教师更好地开展理论力学课程教学有一定的帮助。 

 (来源：教学管理科) 

学院召开教育教学专题研讨会暨第十一期教学论坛活动 

为进一步梳理我院人才培养体系，健全协同育人的责任体系、激发教学相长的

内在活力，提升我院人才培养质量，2015 年 11 月 25 日中午，围绕“研究型人才

培养体系建立”这一主题，航院召开了教育教学专题研讨会暨航院第十一期“教与

学”系列教学论坛活动。会议由学院常务副院长邵雪明主持，学院党委书记吴丹青、

副书记戴志潜、各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各研究所主管教学的负责人和一线教师代

表等参加了本次专题研讨。 

邵雪明首先就研究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内容、培养目标、以及研究型人才的定义

和特质等具体方面展开论述，同时针对研究型人才培养的支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与会教师在充分肯定我院“研究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基础上，就人才培养体系

的建立、具体措施等各抒己见，在创新培养模式、优化师资队伍、完善课程体系建

设、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学风建设、教师科研团队与学生培养结合等诸多方面提出

了建议。 

(来源：教学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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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微小卫星研究中心举行皮星二号任务总结大会 
 

2015 年 11 月 20 日，正值浙江大学皮星二号在轨运行两个月之际，微小卫星

研究中心举行皮星二号任务总结大会，对整个任务研制过程进行客观评价和经验总

结，对相关研制人员和外协单位进行表彰。浙江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陈子辰、

副院长史红兵、副院长金钢，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黄学祥主任、苏增立研究

员，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计算机学院、建工学院、信电学院、光电学院、保密

办、财务处、宣传部、保卫部等部门领导出席会议；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副校长

严建华出席了会后庆功晚宴。 

浙江大学皮星二号是微小卫星研究中心研制的新型高功能密度应用型皮纳卫星，

于 2015 年 9 月 20 日搭载长征六号发射升空，两颗卫星于 11 月 2 日通过在轨测试

总结评审，顺利交付用户使用。 

皮星二号是浙江大学微小卫星研究中心自 2010 年 9 月之后第二次成功发射并

在轨运行的微小卫星，凝聚了中心近五年的技术积累，打造了两颗实现复杂在轨功

能的应用型皮纳卫星。本次任务的总结，有助于微小卫星研究中心找准定位和目标，

努力向更高水平不断发展和迈进。 

(来源：微小卫星研究中心) 

 

“幽灵粒子”外尔波色子首次实验观测成功 

作为 1929 年物理学家 Hermann Weyl 预言的一部分，一种没有质量的“幽灵

粒子”——外尔波色子(Weyl Boson)，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浙江大学航空

航天学院和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的 7 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合作研究组完成了首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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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相关学术论文“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of Weyl points”发表于今年 8

月的 Science 杂志上。 

Weyl 预言的“幽灵粒子”可以定义为特殊材料中带有特殊性质的电子或光子，

分别称为外尔费米子和外尔波色子，其特点是质量为零，且在晶体中像磁单级子一

样运动。该粒子在能带图中表现为一个奇异点，也称为“外尔点”(Weyl Point)，

可看作是二维石墨烯中狄拉克锥(Dirac Cone)的三维拓展，外尔点附近在三个维度

均满足线性色散关系，其等效质量为零。其中外尔费米子的电子学特性可用“三维

石墨烯”来比拟，而外尔波色子的光子学特性可引领大功率单模激光器等新型光学

器件的发展。 

此前几十年间，物理学家普遍认为亚原子粒子——中微子属于 Weyl 预言的无

质量粒子。然而在 1998 年，科学研究查明中微子其实拥有微小的质量，因此重新

开始了实验探索，在近几年尤其活跃，研究组遍布全世界，然而由于具有较高的实

验难度，在此前一直未能成功实现实验观测。 

在本次的外尔粒子实验探索竞争中，共有三个合作研究组几乎同时发表了他们

的独立研究，除了麻省理工和浙江大学合作研究组对光子晶体中外尔波色子的首次

实验研究，还有普林斯顿大学为主的合作研究组以及中科院为主的合作研究组的对

外尔半金属（一类传统定义的晶体材料，与光子晶体比较可称为电子晶体）中外尔

费米子的首次实验研究，在国际引发热议，被 Science、Nature、Nature Physics

等多家权威期刊和媒体报道。其中普林斯顿大学为主的合作研究成果与麻省理工和

浙江大学的合作研究成果发表于同期的 Science 杂志上。 

（来源：航天电子工程研究所） 

 

 



航空航天学院简报·2015 年第 5 期 

8 
 

【交流合作】 

我院赴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调研 

为了进一步落实学校“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教育理

念，学习相关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经验，提升我院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院教育教学

大讨论实施方案的要求，11 月 13 日至 14 日，学院调研组一行 6 人在常务副院长

邵雪明、副院长黄志龙的带领下，赴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开展调研，力学

系副系主任王惠明、微小卫星中心副主任马慧莲和学院教学管理科科长杨建群、学

工办副主任秦婧雅等参加了本次调研交流活动。 

13 日上午，调研组首先来到活动的第一站——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进行调研，

西工大航空学院院长杨智春、党委书记张义庭、副院长李斌、党委副书记林楠、国

际交流合作部部长白俊强

等老师参加了本次交流活

动。西工大航空学院相关老

师就学院整体情况、人才培

养的特色与成效、特色学生

工作等做了详细介绍。双方

老师就飞行器设计专业改

革、如何处理好教学与科研项目的关系、创新能力培养的平台与体系建设、聘岗政

策中如何激励教学、师生关系、优质生源争取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后，调研组

参观了西工大教育部航空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下午，调研组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进行调研，西交大航天航空学院党委书记侯德门、

副院长李跃明、吴莹、徐明龙、党委副书记李成杰等参加了交流活动，并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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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交大航天学院师资队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由于两所学校的

航空航天学院有非常相似的办学经历，大家就提高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措施、鼓

励基础力学教学、培养方案修订、国际交流、毕业生就业指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

交流。会后，调研组参观了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次西安之行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交流学习机会，西交大、西工大在航空航天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做法，将为我院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

工作提供很好的借鉴。 

(来源：教学管理科) 

西南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力学学术沙龙成功举办 

2015 年 12 月 4 至 5 日，“西南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力学学科学术沙龙（第 2

期）”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成功举办，来自两校的教师和学生共 20 余人参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由浙江大学陈伟球教授和西南交通大学康国政教授共同召集，并代表

各自单位介绍了学科最新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东西部力学学科合作发展的思考和建

议。来自两校的 11 名青年教师做了专题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涵盖纳米力学、材料疲

劳、结构力学、细胞力学、界面流体力学、计算流体力学等方面，报告人准备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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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之间、报告人和参会代表之间进行了充分的互动和交流，讨论过程精彩热烈，

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次活动得到了浙江大学工程力学系、软物质科学研究中心的大

力支持。 

  

 (来源：应用力学研究所) 

“软体机器人及软材料理论与技术”研讨会暨 

第一届“软体机器人与柔性结构创新赛”成功举办 

2015 年 12 月 26 日、27 日，由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应用力学研究所、软

体机器人与智能器件研究实验室等单位举办的“软体机器人及软材料理论与技术”

研讨会暨第一届“软体机器人与柔性结构创新赛”圆满举行。 

26 日下午，来自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国内高校从事软体机器人相关研究的师生齐聚一堂，就软体机器人及软材料理论与

技术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会议内容涵盖了水凝胶低温力学、介电弹性体力电行为、

仿生机器人、新一代触觉传感器等。李铁风副教授对会议做了总结，并对软体机器

人及软材料理论与技术的未来做出了美好的展望。 

27 日下午，浙江大学

首届软体机器人与柔性结

构创新赛于紫金港蒙民伟

楼举行。来自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

20 个学生团体参加了爬

行组和应用创新组的比赛，其中爬行组的“NOOMY“机器人勇夺桂冠。应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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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赛中，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树设计的介电弹性体驱动软机械手获得评委的一致

好评，夺得了比赛的一等奖。选手们在比赛中展示了对软体机器人研究的畅想，为

其广阔的应用前景而兴奋。 

（来源：应用力学研究所） 

【党团建设】 

航空航天学院第三届“双代会”第三次会议顺利召开 

12 月 11 日，航空航天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在玉泉校区教五 333 会议室隆重召开。学院党政班子全体成员、第三届

“双代会”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 50 余人参加会议。 

下午 14:30，首先由学院党委副书记戴志潜主持召开本次大会的预备会议。在

预备会议上，戴志潜副书记通报了出席本次大会的人数情况、主席团成员名单，审

议通过大会议题和议程。 

随后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学院第三届“双代会”第三次会议正式开始。正式会

议由大会执行主席戴志潜主持。 

邵雪明副院长代表学院党政班子向大会作了学院 2015 年工作总结及后续工作

要点报告。他从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生工作、党建工作、

发展联络等多方面总结了学院过去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并报告了学院经费收支情

况。会议审议通过了《航空航天学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工会主席戴志潜作 2015 年工会委员会工作报告。随后由工会经审组王灿星副

教授作工会经费审查报告。 

学院副院长黄志龙教授和金仲和教授分别围绕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等工作作

了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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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航空航天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在校歌声中圆满结束。 

（来源：党政办公室） 

航空航天学院学生党支部主题党日特色活动集锦 

自 2015 年 10 月底以来，航空航天学院学生党支部在学生党总支的指导下，在

党团支部、班级内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不仅有传统的支部学习与交流，还

组织了素质拓展、院外交流、参观走访等特色活动，增强了支部和班级内部的融合，

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和引领作用。 

 

 (来源：学生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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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航空航天学院党员干部培训会成功举办 

为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提高政治理论学习水平，切实加

强基层党建工作，党委组织部金海燕部长和党委组织部孙棋老师应航空航天学院邀

请，于 12 月 28 日下午在教五-333 分别作题为“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及道路自信”

和“发挥旗帜引领作用，切实加强党支部建设”的报告。学院党委委员、纪委委员、

学生党总支委员、各党支部委员，学院党委各部门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学习报告会。 

 

金部长从“十三五”规划建议稿起草过程、建议稿的主要考虑和基本框架、需

要重点说明的几个问题对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全面解读。金部长提到，“十

三五”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两个一百

年”中第一个一百年的决胜阶段，制定和实施好“十三五”规划事关“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十三五”时期要适应、把握和引领新常态，用新的发展理

念引领发展，要补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短板，真正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准确把握“十三五”期间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

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金部长说，学习掌握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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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理论知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有助于大家在时代的大潮中

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明确人生规划，走在时代发展前列。 

 

接下来，孙棋老师从浙江大学基层党建概况、如何开展党支部工作、如何落实

好党支部工作制度、如何创建“五好”党支部、如何创建优秀“五好”党支部等几

个方面分享了加强党支部建设的方法与措施，并和大家分享了优秀共产党员龚全珍

的感人事迹。 

通过此次党员干部培训会，大家对十八届五中全会有了更深刻的领会，对党支

部建设有了更全面细致的了解，更坚定了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信念，在实

践中大家应做到四个“一定”：一定要对党忠诚、知恩感恩报恩；一定要有责任、

担当意识；一定要讲纪律、守规矩；一定要不断学习、上进。 

（来源：党政办公室） 

第六届中国航天学科奖学金颁奖典礼暨第七届空天文化节闭幕式圆满结束 

2016 年 1 月 7 日下午 14:00，第六届中国航天基金会长城润滑油航天学科奖

学金颁奖典礼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邵科馆 211 室举行，中国航天基金会高级文化顾

问孙保卫将军、中国航天基金会宣传部部长申行运大校，院党委书记吴丹青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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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委副书记戴志潜老师、学生代表等 50 余人出席颁奖仪式。院党委副书记戴志潜

老师主持颁奖典礼。 

会议开始由院党委书记吴丹青老师致欢迎词，向中国航天基金会代表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由衷地感谢中国航天基金会对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人才培养的大力

支持。随后，孙保卫将军致辞，简要介绍了中国航天学科奖学金项目设立的初衷和

该奖学金近年来的资助

情况，孙将军讲到我们国

家已经从航天大国迈向

了航天强国，国家的航天

科技实力正在稳步上升，

并勉励同学们在青春正

好的年华里刻苦勤奋，将

来为祖国的航天建设贡献一份力量。随后，会议开始进行第六届中国航天学科奖学

金颁奖仪式，院党委副书记戴志潜老师宣读获奖名单，获奖学生代表和到场嘉宾一

同合影留念。 

大会以航空航天学院第七届空天学术文化节闭幕式收尾，航空航天学院研博会

主席陈哲对本届空天学术文化节做了详细的汇报。 

(来源：学生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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