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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水平与成果贡献



简介

• 创建：上海市现代应用数学重点实验室成立于
2003年，是一家以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为依托
，接受上海市科委和复旦大学双重指导的开放性
研究机构。

• 定位：实验室作为应用基础类实验室，重点研究
具有应用背景、且带有某种共性的应用数学问题
，同时开展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与应用数学有
关的咨询服务工作及现代应用数学新知识的推广

普及工作。



依托学科

• 复旦是全国最早具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

数学学科全部五个二级学科博士点的单位；

• 复旦数学学科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学科

，上海市I类高峰建设学科；

• 复旦数学学科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在前三轮

全国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均名列第二，在第四

轮全国一级学科整体水平学科评估中获评A+学科。



实验室创始人：李大潜

李大潜，中国科学院院士，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

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外籍院

士，葡萄牙科学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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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20年实验室数据汇
总

类别 内容

获奖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独立完成人）；上海市自然
科学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杰出教学奖”1项

人才发展 新增长江学者（含青年）3项；杰青3项；万人计划1项；
优青等青年人才计划2项

研究生培养 博士后5人。博士研究生55人；硕士研究生61人

科研项目 国家、地方、企业科研项目42项：国家/省市级重大/重
点项目16项，国防类项目3项

科研成果 发表论文204篇；专著6本；授权专利2项，软著2项。

学术交流 组织/主持国际/内会议13项；特邀报告/讲座60余次

开放课题 4项



获奖情况

级别 获奖人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李大潜 “杰出教学奖” 中国教师发展基

金会

国家奖
1项

汤善健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独
立完成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

省部级2项

程晋
陆帅
陈文斌

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第一、二、三完成人）

上海市人民政府

程晋
陈文斌
陆帅

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第一、二、五完成人）

上海市人民政府



汤善健教授以随机分析为基本数学工具，解决了随
机控制和非线性滤波理论中的一些核心问题。

2019年12月作为唯一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

     代表性成果1：随机控制与非线性滤波的数学理论



ü 最优控制与规划关键问题
Ø 解决了随机微分系统关于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Bellman动态规划原理

和Kalman线性二次最优控制理论等基础理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关键
问题。

Ø 彻底解决了一般倒向随机Riccati方程解的存在唯一性。这是建立随机系
数的线性二次最优控制理论的基本而且关键的问题。

Ø 该研究解决了法国科学院院士Bismut先后于1976年、1978年两次提出的
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随机分析问题,推动了随机控制理论的发展。

ü 非线性滤波数学理论
Ø 建立了由 Poisson 过程和 Brown 运动一起驱动的Lipschitz 非线性倒

向随机微分方程适应解的存在唯一性问题，以及一般的部分观测最大值
原理。该研究发展了“先变分后分离”的新方法，统一了完全观测和部
分观测的随机最大值原理的证明。

Ø 在具极大秩的假设下，解决了美国工程院院士 Brockett 关于非线性滤
波中的有限维估计代数在状态空间维数 n 大于 4 的分类问题，推动了
非线性滤波理论的发展。

     代表性成果1：随机控制与非线性滤波的数学理论



程晋教授、陆帅教授和陈文斌教授对数学物理反
问题的理论分析与数值算法做出了重要的实质性
贡献,本项成果获 2019 年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

    代表性成果2：数学物理反问题的理论分析与数值算法



ü 系统研究了椭圆方程反问题的唯一性及稳定性，在若干公开
问题和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率先提出并发展了时间
分数阶扩散方程的反问题研究。构造了反问题新型数值算法
并给出了误差分析。

ü 对多边形区域解决了声软障碍反演的公开问题。

 ——国际同行评价：“it has been open for 30 to 40 
year”…“For polygonal obstacles there are positive 
results by Cheng and Yamamoto based on methods of 
reflection.”

ü 关于时间分数阶扩散方程反问题的研究。

——国际同行评价：“pioneering work.” 

    代表性成果2：数学物理反问题的理论分析与数值法



雷震与周忆教授发现了不可压流体方程组的多个非
线性内蕴结构及非线性恒等式，提出了“强零条件
”的概念并在它们解的整体适定性理论方面解决了
多个关键问题。

     代表性成果3：流体力学方程解的适定性理论



ü 提出了“强零条件”的概念，发现了不
可压流体方程组的非线性内蕴结构，证
明了不可压弹性力学方程组平衡态附近
经典解的整体存在性。

ü 建立了粘弹流体方程组的粘性消失理论
并证明了轴对称 Navier-Stokes 方程组
整体适定性问题的临界性。

Ø 相关成果发表在 Comm. Pure Appl. 
Math., Commun. Math. Phys. 等期刊，
雷震教授与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入
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长江特聘教授与
万人领军人才计划。

     代表性成果3：流体力学方程解的适定性理论



       代表性成果4：新冠疫情数学建模、反演和预测

在新冠疫情期间，实验室的计算数学团队
投身于疫情的传播规律研究，建立了传播
数学模型，为疾病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项成果获 2020 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并得到上海市主要领导批示。



数学人积极投身疫情建模研究

17

2020年1月27日（大年初三）开始

2020年1月29日，第一个模型以及第一个
数值结果出来

2020年1月30日，完成第一篇英文文章

（2月8日接受，后成为高被引论文）

2020月2月1日，第一篇中文文章完成（2
月4日被中国科学 数学接受）



       代表性成果4：新冠疫情数学建模、反演和预测

Time Delay Dynamic System

3月13日81004

2月1日14380

成功预测了第一波疫情！（全国）



模型在2022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代表性成果5：智能决策算法应用



代表性成果5：智能决策算法应用



科研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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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科研任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类别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仿真验证中的模
型降阶及稀疏表示

苏仰峰 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

数据同化的数学理论与方法 陆帅 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

非独立同分布数据的最优统计推断 高卫国 基金委重大项目

受控过程的随机动态规划 汤善健 基金委重点项目

国防领域科研项目

负责人 研究领域

曲鹏 偏微分方程应用研究（优秀人才项目）

陆帅 基于大数据反问题正则化理论与算法研究（基础重大研
究项目子课题）

卢文联 类脑神经网络方法研究（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子课题）



二、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人才发展情况
人员情况 新增

中科院院士 李大潜

长江学者(含青年) 周忆、吴宗敏、严军、雷震、吴
昊（青年），王志强（青年）

新增3项

国家杰青 吴宗敏、周忆、严军、雷震，林
伟，陆帅

新增3项

国家优青 雷震、林伟、陆帅、张仑、曲鹏 新增1项

万人领军计划 严军、雷震 新增1项

新世纪优秀人才 林伟、雷震、卢文联

上海市领军人才 周忆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
人

严军，陆帅 新增1项

东方学者 张仑

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 吴昊

0 10 20

40岁以下

40-55岁

其他

年龄分布
（截止2020年）

新增合计9人次



实验室主任

程  晋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 理事长 上海市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 监事 中国数学会 （2012—2020 中国数学会副理

事长）
• Fellow, Institute of Physics (UK)
• Me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Inverse 

Problem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Germany)
• Member of Steering committee, Europe 

Association of Inverse Problems (Turkey and 
France)

• Member of Advisory board, 日本九州大学工业
数学研究所

• 《Inverse Problems》等5本国际学术杂志 编委



实验室主任

• 荣誉
• 2002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 2003 上海市曙光计划

• 2007 宝钢优秀教师

• 2014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 学术服务：
• 国家基金委数理学部会评专家（2008—2012）；Panel 
member of NSF(USA) (2011);以及德国、澳大利亚基金
评审专家等

• 国家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高性能计算的基础算法和可
计算建模”专家组成员（2012—2020）



学术委员会主任

• 江松  中科院院士

–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
研究所 研究员

–  国家基金委数理学部 主任

– 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 何梁何利奖

– 苏步青应用数学奖



汤善健 杰青、长江特聘 随机控制理论

苏仰峰 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 科学计算

肖体俊 “百人计划”、中国青年科技奖 应用偏微分方程

林伟 杰青、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

计算系统生物学

雷震 杰青、长江特聘、
万人领军、牡丹奖

应用偏微分方程

陆帅 杰青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数学物理反问题
及其数值解法

卢文联 玛丽居里学者
科技部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

重大项目项目负责人

神经网络

         学术带头人



林伟 杰青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

计算系统生物学

陆帅 杰青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数学物理反问题及其数值
解法

雷震 杰青、长江特聘、万人领军，牡丹奖 应用偏微分方程

张仑 东方学者、曙光学者、优青 随机矩阵理论

曲鹏 优青、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项目 应用偏微分方程

石磊 上海市基础研究领域重点项目负责人 学习理论函数逼近论

王志强 青年长江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控制论

吴昊 青年长江 非线性发展方程

卢文联 玛丽居里学者
科技部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

能”重大项目项目负责人

神经网络

优秀青年人才



博士后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5 55 61

优秀毕业研究生代表

姓名 指导教师 毕业年份 学位 荣誉/现状

赵磊 林伟 2017 博士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孙正杰 吴宗敏 2018 博士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王玥 李大潜 2019 博士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周旋 吴宗敏 2020 博士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研究生培养情况



杰出教学奖

2020年11月20日，第二届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创新创业
英才奖颁奖典礼中，李大潜院士荣获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颁发
的“杰出教学奖”



三、运营管理与开放交流



  学术委员会

实验室学术委员成员由国内高校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17名，其
中包括中科院院士8名，江松院士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2019年学术委员会会议合影

2021年学术委员会会议现场



  实验室规范与管理



  交流合作：开放课题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单位 起止
时间

张量伪谱及应用问题
研究

FDCAM1803 李朝迁/云南大学 2018-01至
2018-12

耦合型波动方程的能
控性 

FDCAM1802 崔龑/中山大学 2018-01至
2020-12

含有时滞的复杂网络
有限时间同步研究

FDCAM2001 刘锡伟/同济大学 2020-08至
2021-07

多尺度目标电磁散射
新型高性能算法研究

FDCAM1801 吴语茂/复旦大学 2018-01至
2021-12



      交流合作：学术会议与特邀报告

9

3

1
举办会议情况

国际性 地区、双边 全国性

57

9

特邀报告/讲座

特邀报告 特邀讲座

•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LIASFMA)于
2014年6月2日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李大潜
院士担任中方主任

• 本实验室和中法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共同组
织《中意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联合会议》与
每周学术讨论班

支持中法联合实验室学术活动

参与组织上海市工业与应用数
学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



      交流合作：国内外专家来访

获得国家外国专家局，高等学校学科创新
引智基地延续项目以及2.0项目资助（
2013-2017、2018-2022），通过引智基地
和高峰计划，评估期间支持119人次学术交
流访问。

部分长期合作国际知名专家

姓名 简介 访问活动

饶伯鹏 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与李大潜院士长期合作偏微分方程控制 每年访问

Grigory 
Seregin 

牛津大学教授，流体力学专家、Navier-Stokes方程研究领域
的领导者之一，ICM报告人，与雷震长期合作研究NS方程适定

性

每年定期访问，9次系列
报告

徐寿怀 科罗拉多大学斯普林斯分校教授，与卢文联教授长期合作研究
网络空间安全动力系统模型

每年访问，合作20+篇论
文，组织3次国际会议

Sergey 
Kabanikhin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计算数
学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与程晋长期合作地球物理反问题

每年访问，联合组织2-3
次会议



      交流合作：参与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设

• 实验室成员雷震、苏仰锋、
陈文斌、高卫国、林伟、程
晋和陆帅参加了由国家上海
市应用数学中心的建设，并
得到了上海市科委的专项项
目支持。

• 实验室成员积极参与国防科
工局设立的联合应用数学创
新中心建设，其中实验室成
员雷震担任该中心副理事长
，陆帅担任该中心副主任。



社会服务：产业支持

与中国航空集团总公司
14研究所、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华院数据技术
、卫宁健康公司、上海
汽车集团、上海电力公
司、上海气象台、太平
洋人寿和六安智梭无人
车等多个单位举行研讨
会，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为他们提供研发与咨
询服务，深度参与了这
些单位的科技开发。

    



   社会服务：与华为的数学领域合
作

• 雷震教授与马志明院士作为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数学领域顾
问，负责华为与国内数学研究
领域的合作布局，组织主持了
多次华为-数学的合作研讨会。

• “华为-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基础与算法长期研究合作”项
目，总金额900万元，已经支持
4个子课题的研究。



       科学普及：

组织上海市科技节开放日
• 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针对大众所

关心的与数学有关的话题作科普
性的报告。

• 介绍复旦应用数学的辉煌成果。

上海市“立德树人”基地建设
• 上海市立德树人基础数学教育教

学研究基地于2016年在复旦大学
成立。

• 在李大潜院士的带领下，实验室
成员积极参与上海市数学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提交课程改革建议
书。



       实验室网站建设



       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支持内容 数量

经费投入 200万元

实验室面积 200平米

实验室成员 固定科研人员 29

流动科研人员 10

专职支持人员 1



四、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2014—2017评估意见与改进
意见

• 进一步梳理科研成果，提升国际影响力
ü 加强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实验室的国际影响力

ü 加强对于科研成果落地与转化的支持，加强和驻沪高科技企业的
沟通，建立常规化交流和合作机制

• 加强实验室凝聚力，提高协同研究能力
ü 依据科研成果的应用场景和领域，整合优化研究队伍设置

ü 根据本市重点行业发展中的科学问题与研发需求，提升团队协同
研究

• 加强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
ü 完善实验室管理制度，加强实验室人员、活动和成果的文档管理

与实验室网站运营，加强公众媒体互动

ü 强化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作用，定期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

ü 加强开放课题的管理



五、五年计划和未来目标



工作计划

• 保持国内应用数学基础研究的领先地位。重点支持与
积极参与国家上海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和朱光亚研究院
的建设

• 在大气科学、石油勘探、智能物流、智能电网、大数
据健康、金融保险领域和国防领域，继续开拓应用技
术研究和产学研结合的科技成果落地

• 加强应用数学研究人才培养、引进与研究队伍建设。

• 加强学术交流与开放课题的支持与管理

• 加强实验室人员、活动和成果的文档管理与实验室网
站运营，并与公众媒体互动



量化指标

内容名称 新增数量 备注

国家级科研任务 30项 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1-2项

省部级科研任务 20项 省部级重点/重大项目2-3项

论文 100篇 争取1项国家级奖项，3项省部
级奖项知识产权 10项

团队人数 6人 新增国家级青年人才和
重要青年项目3-5项。引进人才 2人

依托单位支持经费 300万元

场地面积 100平米

大型科研器材 1件 构建大规模计算集群1套，算
力1TFlops以上



建设目标

    在未来五年中，我们坚持实验室的目标
与定位，在上海市构建全球科创中心的大好
形势下，以问题为导向，继续面向国家和上
海市的重大需求，瞄准应用数学领域的重大
课题，做出更多的贡献。

省部共建国家级应用数学平台！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