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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万勰先生生平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概述：　 钟万勰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工程力学与计算力学专家、全国模范教师，长期从事工

程力学与计算力学理论、算法和软件的自主创新研究，取得了多项我国原创、国际领先科研成果，引领和

带动国际计算力学学科发展，是我国计算力学学科和计算力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推动我国工程

设计进入计算力学时代的先驱之一．钟万勰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担任《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２０２０

年后担任名誉主编．在担任主编期间，践行“行成于思毁于随”格言，向本刊赐稿近 ３０ 篇；以“主编寄语”等

形式发表学术评论，强调我国应用数学和力学科学研究应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同时应用现代计

算技术融合发展，“可达到‘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境界”，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服务．

一　 成长之路出彩
（１） 少年时期

钟万勰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籍贯浙江省德清县．父亲钟兆琳是上海交通

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著名教授，我国著名的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电机制造工业的拓荒者和奠基

人，科学及民族电机工业创始人之一，他对钟万勰的人生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钟万勰自幼就在一个科学

之家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当他还在上海南洋模范小学就读时，父亲就为他订阅了《科学画报》等刊物，

并引导他与哥哥一起制作各种舰船和滑翔机模型．中学时期，钟万勰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就读．

（２） 同济大学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钟万勰在同济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大学期间，他就

展现出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和对科学知识的领悟能力，自学数学、力学等学科的多门课程，并得到同济大学校

长李国豪院士等老师的指点，为以后在力学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学生时代他写出两篇学术论文，其

中《各向异性平面弹性的接触问题》被李国豪推荐给了 １９５６ 年第一次全国力学学会成立大会．时任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钱伟长院士看过文章后说：“钟万勰你来给我当助教，你把力学学懂了．”

（３）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１９５６ 年，钟万勰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师从胡海昌院士，从事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变分原理方

面的研究，拓宽并加深了理论基础和跨学科的研究能力．钱伟长指定他在“工程力学研究班”担任助教．

（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１９５９ 年，钟万勰被钱学森院士指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讲授“理论力学”．这段时期的钟

万勰博览群书，眼界大开，使他具备更加宽广、扎实的理论基础，跨学科的深邃科学洞察力，因而能够居高

临下，在几个学科领域之间得心应手地开展有创见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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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大连理工大学

１９６２ 年，经胡海昌院士推荐，钱令希院士将钟万勰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调到大连工学院（现大

连理工大学）工作．所以钟万勰说他曾得多位名师指点，得益匪浅．“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他跟随钱

令希工作如鱼得水，研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１９６３ 年二人合作的《极限分析的一般变分原理》的论文，在

力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钟万勰认为单纯从科技领域来看，此话还是有

道理的，意在打好基础．多年的自学，为他随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数理基础． “自学扎基础不为赚

钱，切不可急功近利，只图短平快立竿见影，扎基础来不得半点浮躁”．钟万勰说他的经验是，扎基础受益

极大，学到的基础知识大都能用上．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钟万勰自学了大量理论物理经典著作，开始研究潜艇耐压壳的稳定性，发现锥、柱

结合壳可构成失稳的不利结构形式，并经理论分析与试验证实，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研

究成果获 １９８２ 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钟万勰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余，还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未被认识的潜

艇设计的隐患，完成了对核潜艇设计很有价值的题为《腰鼓形壳体的稳定性问题》的论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国际力学界由于计算机的应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国力学界则几乎停滞不

前，令一些有识之士焦虑不已．１９７２ 年，钟万勰带一支小分队到上海探索应用计算机使力学更好地为生产

服务的途径．在万众瞩目的上海电视塔整体起吊的重大工程项目中，他把“群论”原理引入计算结构力学，

在小计算机上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支小分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能应用

的计算机自动化语言编制出一个又一个程序交给设计院使用．不少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工程，如上海电视

塔、辽宁体育馆、上海体育馆、上海卫星地面站大型天线等重大工程的关键性力学分析都借助这些软件计

算成果而得到圆满的解决．短短一年多时间，这支小分队的工作成果不但在上海的众多设计院中得到了

应用，而且这些程序很快地流传到全国．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过多期大型讲座，钟万勰被邀请详细讲解，

听众极为踊跃．虽然没有分文报酬，钟万勰却为这些科研成果得到工程界应用而感到无比欣慰．这以后，他

以更加非凡的勇气和魄力组织开发大型复杂结构的多层子结构三维分析集成系统．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

基本调通了一款名为 ＪＩＧＦＥＸ 的高水平大型软件系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１９７８

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大连工学院受到大会嘉奖的 ４ 项力学成果中，钟万勰在其中 ３ 项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 ７ 月，他就被大连工学院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同年起担任大连工学院工程力学

研究所所长．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钟万勰发表了新的极限分析上、下限定理，并吸取最优控制理论的思想，建立了参

变量变分原理，构造了一套有效的参变量二次规划算法，在土木、机械、交通等许多领域得到应用．１９８０

年，他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兼职教授．１９８５ 年，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钟

万勰被推举为第一届主任委员．１９８６ 年，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的国际计算力学协会在美国成立．钟万勰受

教育部指派，率团出席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该大会的常务理事．十几年来，在连续六次大会上，他都发表

了重要的学术报告，成为中国计算力学界在国际上的代表性人物．即使他的结构计算理论已经被广泛应

用于航空航天、土木建筑等许多领域，钟万勰仍觉得有遗憾：“当年我就没能把握住在高层建筑和内燃机

设计方面的两次机会，还是推广应用做得不够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钟万勰深入地分析了现代控制论的基本方程与求解方法，发现其最优控制线

性二次理论与结构力学中的子结构理论有内在的相同数学方程及变分原理，因此可以建立起一一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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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基于这一发现，就可以将其中一个领域中的优秀方法应用于另一个领域，从而实现已有成果的共享．

为此，他将最优控制理论、哈密顿数学理论引入到弹性力学，开创辛数学方法在工程力学中的应用；将结

构力学中的混合能变分原理和子结构凝聚算法移植到最优控制，形成了黎卡提方程的精细积分法，获得

计算机上的精确解．这是一个精度高、稳定性好的算法，解决了现代控制论中的关键性难点． “离散辛数

学”是钟万勰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是钟万勰对世界计算力学的贡献，更是中国计算力学跻身世界的

“国之重器”．它打破了由力学大师圣维南提出、铁木辛柯总结出来的弹性力学“半逆法”，即圣维南问题

“凑合法”的传统束缚，建立了高效、精准、便捷的计算力学结构分析体系．钟万勰在自述中说：“直至找到

了结构力学与控制理论的模拟关系后，交叉学科的视角告诉我，多年来横亘心头的问题解开了，可用状态

空间法来处理之．解决圣维南问题凑合法求解的途径已经有了．随后我于 １９９５ 年出版了《弹性力学求解新

体系》一书．”《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出版后，钟万勰将书寄给钱学森评阅，钱学森回信评价：“是您使弹

性力学的工程计算体系适应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要求，真是立了大功了！”

钟万勰曾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际计算力学协会常务执行委员，及中国力学学会副理

事长．１９９３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６ 年，前往斯坦福大学力学所讲学．由于他对中国及世界计算力

学界的杰出贡献，被英国威尔士大学、英国卡迪夫大学和香港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称号，并于 １９９８ 年获国

际计算力学协会 Ｆｅｌｌｏｗ 奖．

２００７ 年，钟万勰指导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软件研发团队将研发的结构分析计算程序软件拓展成工

程与科学计算集成软件平台 ＳｉＰＥＳＣ，建成后被应用到经济和国防建设各个领域，特别是中国航天和核电

领域，先后在“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天宫一号”以及很多型号航天器的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

“华龙一号”核反应堆推力轴承计算问题．

２０１１ 年，由河海大学承办的第 １８ 届国际计算与实验科学工程大会（ＩＣＣＥＳ’ ２０１１）在南京召开．这是

该大会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来自国内外工程计算、实验和力学领域的 ４５０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其中

有 ４０％的专家来自境外．在大会闭幕式上，钟万勰因其在计算力学的辛方法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就，荣获

２０１１ 年度 ＩＣＣＥＳ 终身成就奖，大会创立者 Ｓａｔｙａ Ｎ． Ａｔｌｕｒｉ 院士为其颁发了奖章．

２１ 世纪 ２０ 年代，年近九十的钟万勰还站在讲台给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这是他一直坚持的事情．平

均一年 ３２ 学时的本科生“应用力学辛数学方法”“力学导论”，研究生“现代力学进展”“经典力学辛讲”

等课程，钟万勰始终在讲台上讲授．同时，他也忙着著书立说，他的《辛数学及其工程应用》被征订为航空

宇航科学与技术教材出版工程规划“十三五”教材项目，薪火相传．

二　 学术成就辉煌

钟万勰长期从事工程力学研究与应用．是中国计算力学发展的奠基人之一．主要开展了壳体力学，计

算结构力学，结构优化，计算机辅助设计，弹塑性变分原理、参变量变分原理，计算结构力学与最优控制等

方面的研究．

（１） 壳体力学

在潜艇耐压壳的稳定性与强度分析的研究中，钟万勰发现了锥、柱结合壳在某种参数下可以构成失

稳的不利结构形式，并从理论上找出其原因，指出其规避和补强方法及其优化形状．该研究成果与钱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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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获 １９８２ 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２） 计算结构力学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钟万勰在国产小型机 Ｘ⁃２ 上自主开发了框架结构设计计算程序，并迅速在我国有

关单位推广．与研究组一起计算处理了一系列当时较为困难的重大工程项目，其中有：上海电视塔的吊装

过程与空间三维受力分析（１９７２ 年），上海船厂 ７２８ 半潜式海洋平台的整体分析（１９７５ 年），重庆长江大

桥的墩顶应力分析（１９７７ 年），复杂体型高层建筑的静、动力设计计算（１９８２ 年）等．在计算上海电视塔、水

塔、海洋平台等空间结构时，注意到结构物的多重对称性质，将群表示论的方法引入到计算结构力学中，

得到 １９７８ 年全国科技大会奖及 １９８２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在计算机科学软件方面，带领小组研制了 ＪＩＧ⁃

ＦＥＸ ／ ＤＤＪ（结构分析 ／多单元、多工况）为中心的有限元分析程序系统，成为一系列应用程序的基础．设计

研制了数据管理系统 ＪＩＮＥＣＳ，成为 ＪＩＧＦＥＸ 程序和其他多个应用系统的核心．

（３） 结构优化

在结构优化方面，钟万勰与钱令希、程耿东等合作，提出了适合于结构优化的序列二次规划算法，并

在程序系统 ＤＤＤＵ 中加以实现，获 １９９１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４） 计算机辅助设计

钟万勰在与研究组一起研制的土建设计中，自平面钢架钢筋混凝土设计计算到施工图绘制的 ＦＣＡＤ

系统，达到了实用化，对推动中国土建 ＣＡＤ 作出了贡献．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人工智能程序系统的研制

中，钟万勰提出将设计规范荷载组合的内容加以数学形式化，建立了荷载组合抽象代数，并将计算机科学

的编译技术引入，在程序系统中自动解析．

（５） 弹塑性变分原理、参变量变分原理

钟万勰在弹塑性变分原理、参变量变分原理方面，对于极限分析，１９６３ 年与钱令希合作提出了一般

变分原理，又于 １９８３ 年提出了极限分析新的上、下限定理．为了解决非关联流动的弹塑性变形、土力学、

摩擦、接触、润滑等非线性问题，汲取了最优控制理论的方法与概念，提出了参变量变分原理与相应的参

变量二次规划方法，为许多力学课题开辟了有效途径，已用于固结问题，复合材料、高压高速润滑、混凝土

断裂的计算，黏弹塑性以及其他带有折线形状的本构关系问题．

（６） 计算结构力学与最优控制

钟万勰发现周期性结构与离散时间最优控制在数学上有一系列模拟对应关系，两者有相同的变分原

理，相同的方程与边界条件，连续时间最优控制与椭圆型方程半解析法也有同样模拟关系．他将最优控制

理论、哈密顿数学理论引入到弹性力学，提出了结构力学与最优控制的模拟理论，开创辛数学方法在工程

力学中的应用；提出和发展了最优控制与鲁棒控制的辛几何数值方法、动力学系统分析的精细积分算法、

分析结构力学理论等，形成了一个富有发展潜力的全新对偶模拟体系．

三　 桃李满园芬芳

现代应用力学正向多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成为空间结构、纳米力学、声子晶体、机器人等交叉学科

的重要支撑，这为培养面向现代应用力学的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和攻坚“卡脖子”共性技术难题的高水平

创新人才带来了挑战．随着应用力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势必要求对现有应用力学的教学和教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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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发展．回顾应用力学教学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分析力学是应用力学的基础，却在教学中讲得很少；应

用力学的各分支课程与分析力学的关联很少讲；控制理论虽源于力学，却也很少讲授；这些课程的理论体

系与方法各有一套，学科交叉不够；面对新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单纯增加教学内容将使学生负担过重；

不同的方法论不利于知识的融会贯通，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视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为解决上述问题，钟万勰深入研究应用力学教学规律，开展教学改革研究，提出：

１） 以辛对偶变量体系为应用力学教学的公共理论体系；

２） 以辛代数为基本工具讲述应用力学辛理论体系，降低工科研究生学习难度；

３） 巧妙地设计科普，通俗易懂地讲述应用力学辛体系，吸引广大学子学习热情，普及公众对辛力学

的认识；

４） 将课程思政融于教学，帮助学生提高理论和文化自信，践行课程育人；

５） 不忘立德树人初心，努力提升教师人格情怀，传递给学生受益终生的正能量．

从教六十余年，钟万勰 ８９ 岁高龄仍然坚持每学期为学生上课，先后获得“感动大工”年度人物、“大

连不能忘记人物”候选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大连市“三育人”先进个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７０ 周年纪念章”、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他的教学事迹被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央广网、

《中国青年报》、科学网、新浪网等国内权威媒体先后报道，转发引发数百万次关注，感动了莘莘学子．科学

网网友评价“他是一位典型的教书匠，把自己的所能毫无保留地付诸于每位学生的成才成长”，“是真正

的学者”．新浪网网友评价他授课“幽默诙谐、旁征博引、挥洒自如！”，“真正的教育者”，“为理想为信念教

学”，“让人肃然起敬的院士、 国之栋梁、 我辈之楷模、 大工精神”．光明网网友评价他是“国宝级人物”，

“国之脊梁、 国家之幸、 民族之望．青少年敬佩之榜样！”．央广网网友评价他“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师”．

他主持编写的科普书和教科书在主流电商网站上受到读者高度评价．亚马逊网和当当网读者评价

《力、功、能量与辛数学》为“国内少有的好书”，“致力于破除对辛力学的神秘感，易于理解”，“大师之作

……很值得读”，“通俗易懂地论述了力、功、能量与辛力学的关系”，“读后感觉收获颇丰，……回味良

久”．评价《辛破茧》“倡导创新、民族精神”．评价《应用力学的辛数学方法》“适合入门，配合应用力学对偶

体系和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来看，收获很大”，“期望这本书，以及这本书的读者为祖国贡献更多力量”，

“这是钟院士的传世专著……是从事力学研究的必读著作”．

钟万勰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天职和使命．他将毕生所学和创新成果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一批批学生和年轻科研人员，教导他们树立民族自信，紧扣国家所需，紧跟时代发展，坚持自主创

新，强化学科交叉，拓宽研究领域，勇当科研“闯将”，将目标瞄准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钟万勰共培养

博士、硕士研究生 ６０ 余人，在他所培养的学生当中，部分已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和工

程领域著名专家，如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谢亿民教授，“国家级人才”欧阳华江教授、邓子辰教授等．在亲

自培养学生之余，他也指导了青年教师科研成长，包括程耿东院士在内的许多教师年轻时都曾得到他的

指导和帮助．程耿东向别人介绍时常说：“钟先生是我科研引路人和导师．”钟万勰是受人尊敬爱戴的“大

先生”，获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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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国情怀大爱
钟万勰出生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熟悉《易经》《孙子兵法》等经典名著，他“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的治学理念就出自《易经》复卦六四．对此，他在《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书中给出了解析：“中行独复，以

从道也” （易经， 复卦六四）以及“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 系辞），“中行”，跟着人家走不应是永远的；

更重要的是“独复”，得走自己的路．“一阴一阳”，西方的提法是“对偶”．对偶体系也是中华哲学所指引的．

这些都彰显了他的深厚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大爱．

担任《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期间，钟万勰常以“主编寄语”等形式发表学术评论，强调我国应用数学

和力学科学研究应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同时应用现代计算技术融合发展，“可达到贯通古今、融

合中西的境界”，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服务．在著作《力⁃功⁃能⁃辛⁃离散：祖冲之方法论》中，他指出在求解机

构动力学中的微分⁃代数方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ＤＡＥ）这个问题时，西方学者拘泥于微分方程

的推导与数值离散求解，存在很多困难，效果不佳．事实上，微分方程分析求解难以达到，只能数值求解．基

于我国古代数学成就，他提炼出了祖冲之方法论，该方法完全不同于国外求解思路，使问题得到了很好解

决．因此，他大声疾呼“中国古代数学家也是有辉煌成就的”，进而基于祖冲之的成就，给出了祖冲之方法

论．祖冲之当年没有无穷小的提法，在用割圆法计算圆周率时，采用两点之间连一根直线（即欧几里得几

何的短程线）的方法，钟万勰将其命名为祖冲之方法论，而将该方法应用于 ＤＡＥ 求解时，可修改为“动力

学状态空间时间区段的短程线”．因此，在求解 ＤＡＥ 时，钟万勰完全不采用许多国外著作的方法论，因为

他们走偏路了．而且，钟万勰发现，基于祖冲之方法论得到的数值解比国外著名算法的解好多了，并还有

许多其他方面的应用．钟万勰认为：祖冲之方法论融合近代数学，可达到“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境界，有

优越性．中国人就应占有这一席之地，天经地义．

早在 １９７０ 年代，钟万勰就远见卓识，极力主张我国要自主开发大型工程计算软件，解决当时卡脖子

的问题，并付诸行动．在他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大连理工大学建立了自主开发的 ＣＡＥ 程序系统 ＳｉＰＥＳＣ ．在

分析方面，他强调该软件应具备非线性求解的功能，至于普通的功能，则不妨用过去的很多积累和已有的

算法．他强调：“高水平的程序模块自己研制，必须有恰当的先进理论与算法支撑，‘特种部队’只能自己培

训，因为‘人家’在禁运．参变量变分原理与参变量二次规划算法：结构形状优化、拓扑优化，随机振动的虚

拟激励法，保辛⁃守恒积分，保辛摄动，精细积分法，多层子结构接触算法，多层子结构的振动及优化，最优

控制 ＰＩＭ⁃ＣＳＤ，多层次求解，祖冲之方法论，……一系列的内容，是自己研制的，也只能自己研制．自己做

出来的成果，当然心中有底．就是这些理论与方法，西方程序全部行吗！ 其实这些只是讲了各个方面的算

法研究．多种算法必须集成在一起方能发挥作用．为此就要用自主 ＣＡＥ 程序系统来集成，这就可以用

ＳｉＰＥＳＣ ．保辛算法全部集成在 ＳｉＰＥＳＣ 上，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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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荣誉奖励
（１） 个人荣誉

时间 　 　 　 荣誉名称

１９８１ 年 大连市劳动模范

１９９３ 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

１９９８ 年 国际计算力学协会 Ｆｅｌｌｏｗ 奖

２００１ 年 全国模范教师

２０１１ 年 ＩＣＣＥＳ 终身成就奖

２０１６ 年 “感动大工”年度人物

２０２０ 年 中国数字仿真终身成就奖

　 　 （２） 科研奖励

时间 　 　 　 奖励名称 　 　 　 　 　 奖励项目

１９８２ 年 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耐压壳稳定性理论

１９８２ 年 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 群论在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１９９０ 年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结构优化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１９９１ 年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结构优化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１９９６ 年 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 《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

２００１ 年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２００９ 年 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基于模拟关系的计算力学新理论

和新方法

２０１０ 年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基于模拟关系的计算力学辛理论

体系和数值方法

２０１０ 年 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饱和与非饱和多孔介质应变局部

化分析的基本理论与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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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主要社会职务

时间 　 　 　 　 　 　 职务名称

１９８０ 年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兼职教授

１９８５ 年 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

１９８６ 年 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

１９８６ 年 国际计算力学协会常务理事

１９８７ 年 同济大学桥梁系兼职教授

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８ 年 中国力学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

１９９８ 年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

２００６ 年 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２０ 年 《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

七　 出版学术著作

出版时间 　 　 　 　 　 　 著作名称 　 　 　 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计算杆系结构力学》 水利电力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计算结构力学微机程序设计》 水利电力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结构化程序设计和 ＤＩＴＳＦ 语言》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计算结构力学： 杆系结构》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数值计算方法》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计算结构力学与最优控制》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参变量变分原理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应用力学对偶体系》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应用力学的辛数学方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状态空间控制理论与计算》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力、功、能量与辛数学》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航空航天中力学与控制的挑战和机遇》 百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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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出版时间 　 　 　 　 　 　 著作名称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辛数学·精细积分·随机振动及应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Ｓｙｍｐｌｅｃｔｉｃ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２００９ 年 《有限元理论与方法⁃第三分册》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辛破茧： 辛拓展新层次》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经典力学辛讲》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力⁃功⁃能⁃辛⁃离散：祖冲之方法论》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辛数学及其工程应用》 科学出版社

八　 发表学术论文（仅列《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　 钟万勰， 李锡夔． 多重子结构装配的若干问题［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８２， ３（５）： ５７７⁃５８４．

［２］　 钟万勰， 何穷， 薛惠钰， 杨波． 有限元法在船体总振动中的应用［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８３， ４

（１）： ４１⁃５１．

［３］　 钟万勰， 杨再石． 连续时间 ＬＱ 控制主要本征对的算法［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９１， １２（１）： ４５⁃

５０．

［４］　 曾攀， 钟万勰． Ｐｅｒｚｙｎａ 粘塑性模型的参变量变分原理［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９１， １２（５）： ４０９⁃

４１４．

［５］　 张洪武， 钟万勰， 钱令希． 结构⁃饱和土壤相互作用的固结有限元分析［ 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９２， １３（１０）： ８９１⁃８９９．

［６］　 钟万勰， 欧阳华江． 复合材料力学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体系和辛几何方法（Ⅰ）———一般原理［Ｊ］ ． 应用数

学和力学， １９９２， １３（１１）： ９７１⁃９７５．

［７］　 钟万勰， 欧阳华江． 复合材料力学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体系和辛几何方法（Ⅱ）———平面问题［Ｊ］ ． 应用数

学和力学， １９９２， １３（１２）： １０３１⁃１０３５．

［８］　 欧阳华江， 钟万勰． 复合材料力学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体系和辛几何方法（Ⅲ）———弯曲问题和板的振动

［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９３， １４（１）： １９⁃２３．

［９］　 邓子辰， 钟万勰． 受约束控制系统中变分原理的应用［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９４， １５（６）： ４８９⁃

４９４．

［１０］　 钟万勰． 弹性平面扇形域问题及哈密顿体系［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９４， １５（１２）： １０５７⁃１０６６．

［１１］　 钟万勰， 朱建平． 对差分法时程积分的反思［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９５， １６（８）： ６６３⁃６６８．

［１２］　 钟万勰， 徐新生， 张洪武．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体系与弹性力学 Ｓａｉｎｔ⁃Ｖｅｎａｎｔ 问题［ 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９６， １７（９）： ７８１⁃７８９．

［１３］　 张鸿庆， 阿拉坦仓， 钟万勰．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体系与辛正交系的完备性［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９７， １８

（３）： ２１７⁃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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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邓子辰， 钟万勰． 线性等式约束系统广义 Ｒｉｃｃａｔｉ 代数方程的求解［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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