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岑 人 经

岑人经（1937 年－），广西合浦人。1937 年 4 月，出生于合浦县西场镇，后来一家人

跟随父亲到北海谋生。1955 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9 年毕业留校在土木系结

构力学教研室当助教，同年被选送到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生班、1964 年撰写了工作后第

一篇有影响的论文《细长回转体在水面下的任意平面运动》。

1980 年后，把目标锁定在生物力学——以力学为基础，因此成为了广东从事这个领域

研究的学者，也被公认为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力学学科研究的奠基人。所研究的“血管入口

流动问题”填补了生物力学领域的一个空白。1993 年，“血管入口流动问题研究”成果获

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7 年开始，与我国著名的心外科专家，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罗征祥一起合作，为我

国第一代心脏瓣膜进行数据模拟分析和鉴定，使我国的心脏瓣膜制作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

平。

1992 年 12 月起，连续三届被聘为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学术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的顾问，

并应邀到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以及新加坡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

1996 年所领导的生物力学研究室升格为生物力学研究所，并设立了硕士点。从此生物

力学成为华南理工大学的重点学科单位。

1995 年至今共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7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6 项。其中 1994 年研制成

功的“HT-92 型心脏检测仪”和 2002 年研制出“多道生理参数小波分析仪”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1992 年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996 年成为博士导师，2007 年晋升为二级

教授。从事生物力学研究 20 年来，曾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和国内外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共

160 多篇，出版专著两部。



由于在生物力学方面的突出成就，担任广东省力学学会理事长，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理事长，第三届全国生物力学会议组织委员会主任和全国心血管流体动力学数学模型

研讨会主席。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期间，曾先后担任工程力学系系主任，生物力学研究所

所长。



超 越 自 我

1980 年 6 月，在北京图书馆众多的阅览者中，有一位中年人引起了管理人员的注意，

因为这位阅览者每天都像上班似地准时来到这里，做的唯一件事就是翻阅杂志，而且一翻

就是两个月，这位奇怪的阅览者引起了图书馆管理员的注意，为此北京图书馆还特意发公

函给华南理工学院询问，有没有这样一位老师。这位勤奋的科学家就是当时华南理工大学

力学系的老师岑人经。

1937 年 4 月，岑人经出生在合浦县西场镇，后来一家人跟随父亲到北海谋生。从小就

在北海最早的街道——沙脊街长大，关于北海的记忆，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 1949 年

12 月 4 日这一天，“大概是 7、8点钟的时候，解放军就冲过来了，我们在窗口看，就是一

个解放军冲过来，那些国民党兵就逃，当时觉得很奇怪，后来知道是解放了，特别激动。”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岑人经对新社会怀有特殊的感情。和北海长大的孩子一样，

小时候的岑人经喜欢在沙滩上嬉戏玩耍，喜欢游泳踢足球。他的中学时光是在北海中学度

过的，初中二年级他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初二下学期前我的学习成绩一般，特别是数

学还感到困难，有时还得靠别人帮助下才能完成作业，”岑人经回忆道：“但是入团后情况

就不同了，我觉得是个团员就必须有所体现，这成为我学习的动力，同时也开始对数学感

兴趣，成绩也快速提高，跟着英语、政治、历史也同步提高。”

高中起岑人经的学习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高二就已经把高中数学自学了一遍。1955

年岑人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优美的校园，宁静教室，浓厚的学

习气氛，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兴奋。当时学校有个规定，凡是前两年所有功课都是满分五分

的，就有资格留学苏联。于是他下决心每一科都做到满分。前两个学期他的功课门门都是

满分，但是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留学的路因此中断了。

1959 年 2 月岑人经毕业留校在土木系结构力学教研室当助教。8月份，教育部给学校

一个名额，推荐去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由于其大学成绩优异，岑人经被选送到清华大学工

程力学研究生班，这个班是由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目的是培养工程

力学高尖人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和钱伟长都亲自为学生们上课。“这些老师的

讲课对我的科研历程影响很大，比如钱伟长教授曾经给我们上空气弹性力学这门课，他自

己编的讲义，用英文讲课，空气也有弹性？是的，他在军事上、航空器上运用很广，让我

们领略到力学的魅力。”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海军力量比较薄弱，1962 年岑人经毕业刚刚回到华南理工

大学就接到了一个军工方面的科研项目：研究物体从水下到水上或者从水上到水下时所受

到的力学问题，是导弹水下发射和飞机投弹袭击潜艇时经常遇到的技术难题。经过两年的

刻苦攻关，1964 年岑人经撰写了工作后第一篇有影响的论文《细长回转体在水面下的任意



平面运动》，并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发表，被誉为“重大成果”，不仅推广了著名水动力学家

何友声院士的成果，而且还对我国的水下导弹的发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然而，也正是由于业务突出，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岑人经被看作是“走白专道

路的典型”而成为“牛鬼蛇神”，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了十年。1980 年重新回到科研岗位的

岑人经开始思考下一个研究方向。他想在理论研究方面寻求新的突破，于是利用一次出差

的机会，岑人经在北京一呆就是两个月，专门去图书馆翻杂志，找课题。没想到却引起了

北京图书馆的一场误会。“我查索的资料不是一两份，有好几百份，有中文的、英文的还

有俄文的，看到合适的、有参考价值的就复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以为我是在搞什么特

务活动”。后来岑人经经常和别人讲起这个趣事。

经过深入思考，岑人经把目标锁定在生物力学——以力学为基础，结合生物学及医学

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他也因此成为了广东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也被公认为华南

理工大学生物力学学科研究的奠基人。

当时岑人经把主攻的方向定在“血管入口流动问题”上，当时这是生物力学领域的一

个空白，自 1964 年以来就没有过研究成果报道，难度也可想而知。恰在此时，著名科学

家钱伟长应邀来学校讲学，听说岑人经要涉足这个课题，便鼓励他大胆探索。他说就是要

搞人家不敢搞的东西，这才有意义。我们做研究的都是从不知道到知道，只要搞下去就肯

定有结果。有了导师的鼓励，岑人经更加坚定了信心。

血管硬化是现代常见的一种疾病，科学研究发现人体的血管总长达 20 公里，但是容

易发生各种问题的部位却只有 75 厘米，动脉血管入口就是容易产生硬化等疾病的部位。

生物力学中的血管流动问题就是采用力学手段来计算这个部位生理和病理的功能变化状

态，寻找产生变化的原因，从而提出防治方法，因此这个课题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前苏联分别有科学家提出了各自求解的方法，但是都不能很

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岑人经想：外国人能够做到的我们能做得到，外国人不能做到的我们

也能做得到。从此，他找到了自己新的科研方向。

搞理论研究往往是枯燥和寂寞的，尤其是要去超越别人的成果的时候，更要付出更多

的辛劳。当时还没有先进的计算设备，岑人经完全是靠手写脑算，一次推导下来往往就要

用上几百张纸，甚至出差在火车上都不忘推导计算。“搞生物力学工程，交叉学科，比较

辛苦，需要有专业精神又要有吃苦精神，有基础的知识又要有专业知识，对知识的要求比

较宽，比传统的老学科付出的辛苦要大些”，岑人经回忆说。

历经十二年的艰苦推算，岑人经终于找到世界上第三种求解入口流动问题的方法，并

利用这种方法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但对流体力学、生物力学、生物医学

工程学等学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而且对化工、食品等工程，对人工心脏设计、新型心血

管病诊断仪器的研制和临床治疗方法等都有重大应用价值。1993 年岑人经“血管入口流动



问题研究”成果获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让他更加高兴的是自己的科研成果应用到医学临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与广州军

区武汉总医院的贺继刚主任医师合作中，极大降低了肺癌手术中“高位截瘫并发症”的难

题，成为血动力研究应用于临床实际的成功范例。

1987 年开始，岑人经教授与我国著名的心外科专家，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罗征祥一起

合作，为我国第一代心脏瓣膜进行数据模拟分析和鉴定，使我国的心脏瓣膜制作达到了世

界一流的水平。

1992 年 12 月起，岑人经教授连续三届被聘为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学术会议国际顾问委

员会的顾问，并应邀到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以及新加坡等国家进行学术

交流和讲学。

1996 年岑人经领导的生物力学研究室升格为生物力学研究所，并设立了硕士点。从此

生物力学成为华南理工大学的重点学科单位。

1995 年至今岑人经教授共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7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6 项。其中 1994

年研制成功的“HT-92 型心脏检测仪”和 2002 年研制出“多道生理参数小波分析仪”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2 年岑人经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996 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7 年晋

升为二级教授。从事生物力学研究 20 年来，岑人经教授曾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和国内外会

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共 160 多篇，出版专著两部。

由于在生物力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岑人经还担任了广东省力学学会理事长，广东省生

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第三届全国生物力学会议组织委员会主任和全国心血管流体动力

学数学模型研讨会主席。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期间，岑人经教授曾先后担任工程力学系系

主任，生物力学研究所所长。

“挑战自己，超越自我”这是岑人经科研生涯的真实写照，他总是勇于在未曾涉足的

领域大胆尝试。1976 年岑人经曾带领广州一批工人吃住在工厂，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

终于研制出中南地区第一台自动补偿线切割机，获得广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进入 21 世纪，岑人经又把目光聚焦到一个新的领域：电镀。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

展，电镀已经成为广东省一个重要的经济产业，但是由于传统电镀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

特点，也使得广东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年近 70 的岑人经带领的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力

学研究所成为了广东省首家经政府认可的《广东省清洁生产技术依托单位》，具有清洁生

产审核咨询服务资质和技术的机构。岑人经也被广东电镀协会聘为荣誉理事长和专家委员

会主任，经常奔波在各个企业指导清洁生产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电镀废水零排放

的福龙五金电业（番禺）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电镀

企业的典范。



属牛的岑人经性格中有股牛劲，他常说：我这个人好搞新的东西，喜欢搞前人没搞过

的，所以我进到一个领域里，都能搞出别人没有的，但是要搞的时候就要有两个条件，一

个是要有信心，一个是要有毅力。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这位在科研战线上辛勤耕耘半个多世纪的老人仍然活跃

在广东省清洁生产工作的第一线，积极参与国家及省的各种项目评审以及对于企业清洁生

产的审核工作，续写着人生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