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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学 进 展 、乞

,

力学所 年基金项 目研究工作进展

吕明身

中科院力学所科技处
,

北京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是基础性研究项 目获得支

持的重要渠道之一 力学所历来重视科技人员在国

家基金中的立项情况
,

并且认真关注项 目的执行动

态和最终的完成情况 年力学所的基金项 目

研究工作进展是卓有成效的
,

现做一简要回顾

“脆性介质损伤累积统计和破坏预测的非线性

演化理论 ” 项 目

基于祸合斑图映射模型
,

采用相空间随机切片

等方法
,

考察 了非均匀系统损伤破坏的非平衡
、

非

线性演化的共性特征 系统破坏表现为从稳态的损

伤积累向突发性的灾变破坏转变
,

灾变阂值宏观上

有不确定性
,

存在一 个稳定与灾变模式的过渡区

发现宏观破坏强度在一定范围内近似为 分

布
,

但模数随样本尺度而变化且与应力分布规则有

关 上述转变发生时
,

系统内应力场涨落水平显著

增强
,

同时损伤场涨落的空间尺度也显著增大
,

这

可视为宏观破坏的一种征兆 根据导出的损伤场演

化方程
,

可给出损伤局部化判据
,

由损伤动力学函

数表达 采用损伤场方程的数值解
,

链网模型模拟

研究
,

表明损伤局部化是宏观破坏的前兆
,

局部化

判据可预言损伤局部化的出现 这为系统破坏预

测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 利用链网模型和发展的

一种新的离散元模型
,

有力地验证了加卸载响应比

理论
,

利用弹簧
一

滑块模型研究了

的时空变化规律
,

进一步证实了大地震前高

区的汇聚现象 用 理论预测地震有新的进

展

存在一间隙区
,

在此区域中
,

外加温度差高到液桥

维持不住
,

热毛细对流也是定常和轴对称的 瘦桥

分支和胖桥分支有不同的起振过程 在多层流体及

翻 对流研究方面
,

发现了二层流

体在超临界状态下流型发展的非线性特征
,

发现了

完整的 对流涡数及形状随临界 数

倍数的三个不同发展区域和 明显 的壁面效应 研

究了空气和硅油二封闭流体中气层对体系 乙

对流临界稳定性及对流结构的影响
,

得

到了空气层厚度变化对液层稳定性影响不大 的结

论 完成了二层流体热毛细对流及 对

流动力学差异的比较
,

发现覆盖液层的稳定性作用

和对被覆盖层液层 内部流动的抑制作用前者 比后

者更加显著 在液滴迁移研究方面
,

得到了迁移速

度与液滴尺寸基本呈线性关系
、

不同尺寸液滴无量

纲加速过程基本一致的结论 在微
、

低重力气 液

两相流研究方面
,

在空间站上完成了流型实验
,

结

果表明 与地基实验中所确认的主要流型相近 空

间实验发现了液相低流速下存在一个新的环状流

型区域

“微重力流体物理基础研究” 项 目

在表面张力驱动对流及稳定性方面
,

指出了

模拟液桥模型的临界 数较通常液桥模

型要低
,

这意味着通常液桥模型较低的估计了热毛

细振荡对流发生的可能性 液桥的临界温度差随体

积比的变化曲线被分为两支
,

在体积 比 左右

“含有液体的多孔介质在强动载荷作用下的力

学行为
—

饱和砂土在冲击载荷作用下的破坏

和流动 ” 项 目

在两种砂柱 圆柱形和扁盒形 的落体冲击实

验中进一步肯定了冲击后期发生了非均匀的变形

和流动现象 在砂柱底部加压的定常渗流驱动实

验中
,

也观察到砂柱中的液化及与之相关的非均匀

变形和流动现象 采用两相连续介质模型
,

饱和砂

土液化后 的一维定常运动在小扰动作用下是不稳

定的 然而
,

在砂土颗粒粒径级配比较均匀的实验

中
,

受冲击的饱和砂土并不产生水平断裂 通过实

验研究
,

得到了饱和砂土在往复载荷下一维应变的

应力应变关系 提出了一个饱和砂土在垂向往复载



荷下 的动力学模型

“高能束流表面加工与处理的超常热物理问题 ”

项 目

在激光和 电子束表面处理方面
,

激光熔池存

在热传导型 向深熔型转变的特性
,

给 出了临界功

率密度和作用时间 铁基多元合金结晶相选择实验

表明
,

随凝固速度提高
,

领先相会从渗碳体转变为

奥氏体 控制非平衡奥氏体相在后续热处理中的转

变过程
,

可以得到弥散细小的碳化物
,

从而进一步

提高强韧化效果 以上结果 己在产业界得到应用

对钢材进行 电子束表面局部热处理和熔凝处理
,

初步分析了改性效果 在高能束深熔焊接方面
,

分

析了激光焊熔池形貌特征及工艺参数的影响
,

建立

了量热装置并得到热效率和熔化效率数据 用光谱

技术
,

获得了光致等离子体激发温度
、

电子密度数

据 分析了电子束深穿透熔池的传质规律 建立了

相关装置
,

获得了动态电弧的光谱辐射数据 揭示

了等离子弧光谱线辐射强度随小孔形成与闭合变

化的规律 对变物性非定常热传导找到了一新的解

析解法
,

简化了深穿焊物理模型 在等离子表面加

工方面
,

对电弧等离子发生器
、

电弧和等离子射流

特性进行了研究
,

给出了亚声速
一

超声速流动与传

热
、

射流的平衡与非平衡流动
、

外磁场对射流的影

响的一些结果 证明了双温度等离子 方程是

错误的
,

并找出其错误所在 研制了新型电弧等离

子发生器并产生出了稳定性好的常压层流等离子

体射流 建立了可控热物理参数的电弧等离子材

料表面加工与处理实验装置

测资料的较好验证 将 自己发展的

亚格子模式
,

应用于非均匀下

垫面大气边界层流动的大涡模拟研究
,

获得了植被

覆盖和裸土交缘地区的局地微气象参数 分析了风

沙两相流的运动特性以及跃移层中沙粒相的速度

分布
,

为研究风蚀打下基础

“ 用于裂解制造 乙烯的气动加热方法研究 ” 项

目

该项 目的核心 问题是在温度与速度适中的条

件下
,

高效实现原料气与燃料气的一定均匀程度的

混合
,

实现短暂的可控的激波加热以使乙烯产率达

到期望值 项 目在实施过程中
,

发现反向射流混合

加热较同向混合加热更具优势且技术要求更加简

易 现己完成反向冷态模拟实验
,

正在安装调试燃

气发生器核心实验装置等

“ 空 间生物生长器的新原理新方法研究 ” 项 目

从鱼类鳃呼吸气血交换 的生物力学原理 出

发
,

提出了逆流透析式空间细胞培养器设计方案
,

优点是 培养室内氧和营养的供应比较均匀 培养

室内流动剪应力水平较低
,

对微重力环境及细胞代

谢无显著影响 在同样条件下
,

流动阻力为中空纤

维培养器 的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之间
,

因而功耗

低 考虑到空间细胞培养系统中不允许有气 液

自由界面
,

发展了微重力气 液交换器
、

透析器

等
,

形成了一个闭环系统 完成了原理分析
、

系统

研制
、

数值模拟
,

进行了地基培养实验

“ 干旱环境治理的动力学过程研究” 项 目

在野外观测与考察方面
,

开展了林地开垦环境

演变影响下土壤侵蚀过程的动态监测 考察了甘肃

地区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治理情况
,

就侵蚀环境治

理与防灾减灾等问题提出见解 在沙坡头沙漠研究

实验站选择不同的植物固沙区进行了气候观测

在实验室实验研究方面
,

建立了简化水槽实验模

型
,

对坡面薄层水流的运动特性进行了研究
,

重点

观测了流速分布 对坡面土壤侵蚀过程及暴雨产流

过程进行了切步试验 在理论研究方面
,

分析了坡

度对坡面流水深
、

速度以及坡面流侵蚀力和土壤稳

定性的影响
,

解释了诸环境因素对土壤侵蚀影响的

机理
,

表明土壤侵蚀的坡度界限不是常数
,

而是与

坡面粗糙度
、

径流长
、

土壤粒径
、

降雨强度
、

土壤入

渗率差值等相关
,

得到了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 建

立了坡面产流模式和数值计算模型
,

得到野外及实

验资料的验证
,

对黄土高原坡面产流进行了初步数

值模拟 建立了坡面土壤侵蚀的数值预报模型
,

对

西北地区典型坡面土壤侵蚀进行了模拟
,

得到了实

“超短脉冲载荷作用下断裂过程区的动态演化 ”

项 目

对 材料进行了超短脉冲实验研究
,

发现断 口表面所出现的
“

准抛物线记号
”

存在临界

速度
,

其值可通过超声波断 口 图确定
,

而且与试件

的尺寸有关 通过量纲分析
,

建立了该临界速度与

试件尺度之间的标度关系 建立了高速破坏时断裂

表面形态与主裂纹速度间的直接联系 讨论了裂纹

在起始和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
“

暗区
”

以及不共面

裂纹和主裂纹速度之间的关系

“细观随机连续介质力学的涨落及其宏观力学

效应研究” 项 目

针对 年建立的细观对偶团簇模型作了进

一步发展
,

建立了适用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二维

细观对偶团簇模型
,

表明 与三维体模量一样
,

平面

体模量也无尺度效应 对于平面应变模型 长纤维
,

剪切模量的尺度效应与三维模型平面相当 对于平

面应力模型 穿透短纤维 可不考虑非均匀介质的

尺度效应对模量的影响 提出了一种细观非局部本

构理论
,

其中模量为应变梯度的函数
,

可由细观对



偶团簇模型得到
,

它相当于一种非线性本构关系
,

与唯象非局部本构理论相比
,

不需引入高阶应力项

和相应的高阶模量
,

这样可在经典连续介质力学的

理论框架 内计及尺度效应
,

同时保持传统的计算方

法不变
,

从而避免了理论上的繁琐且又使理论具有

物理基础 对实际复合材料中的任意团聚情况
,

引

入了一种表征细观成份涨落的统计方法
,

并应用等

效基体的方法
,

获得了一种广义的细观对偶团簇模

型 与经典的细观力学模型相比
,

它不仅考虑了增

强相的总的体积含量
,

而且计及了其在细观空间中

的涨落
,

从而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在高体积含量时

经典细观力学模型预报的剪切模量较实验值低
,

因

为此时团聚效应显著

破坏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年研究工作若干进展

方岱 宁 杨 卫 黄克智
清华大 学工 程力学系 北京

在 年度
,

破坏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承担科研项 目 项
,

到位科研经费

万元
,

出版教材与学术专著 部
,

在国际学术期刊

上发表论文 篇
,

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 篇
,

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篇
,

在国内会议上发表

论文 篇
,

其中被 收录的论文有 篇 获得

清华大学梅贻琦学术论文二等奖一项
,

获得莫比斯

国际光盘评奖中国赛区
“

中国杯
”

奖三项 实验室

在 年度获得教育部批准的访问学者 人 其

中国外学者 人 年在教育部没有投入实验

室开放课题基金的情况下
,

实验室克服困难 自筹开

放课题经费
,

批准实施的 年度开放研究项 目

项 年 成员 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人次
,

出国从事合作研究和短期讲学 人次
,

接待国际学者讲学与从事科研合作工作 人次

下面仅列举七方面的研究进展 限于篇幅
,

这

里没有收入 在纳米云纹法
、

航天结构分析
、

宏细观平均的 方法等方面的进展

压 铁 电陶瓷的本构变形
、

电致断裂与电

疲劳失效

的 系数被视为反映电畴反转过程中的内变

量 所获得的取向分布函数的演化方程以及增量型

的力电祸合本构关系能描述在力电加载条件下铁

电陶瓷宏观本构特性的改变 理论预测和实验结果

符合较好

着眼于每个电畴的反转形式
,

提出了基于铁

电陶瓷电畴类型变化的本构理论 取得以下创新成

果 根据钙钦矿类型铁电材料的特点
,

对应

于每个电畴的固定局部坐标系中引入六种电畴类

型
,

从而可以简单地通过电畴类型的变化反映电畴

的 和 反转情况 分析 电畴 和

反转过程中能量耗散的不同
,

提出了形式统一的电

畴
“

和 反转的能量准则 导出了自发

极化强度
,

自发应变等微观量与剩余极化强度和残

余应变等宏观量的确定关系 为通过观测的宏观量

直接计算出不易观测的微观量提供了一种方法 给

出了与加载历史有关的全量形式的力电祸合本构

关系 对铁电陶瓷本构行为的计算结果表明该理论

与实验结果符合较好

铁电陶瓷本构关系理论

着眼于电畴的整体分布
,

提出了一种基于铁电

材料内部 电畴分布 的宏细观相结合的本构理论

利用无限大压电介质中含一椭球夹杂的解和将细

观力学中的
一

平均场理论推广到压电

介质中
,

给出了有限大压电介质中考虑夹杂的相互

作用时夹杂内部的力电祸合场 采用细观力学的方

法得出了本构构元的 自由能
,

取向分布函数

电致疲劳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碑一们

观测 了循环 电场低于矫顽电场加载时
,

电致

疲劳裂纹扩展的规律 首次阐明了电致疲劳裂纹扩

展的机理 不同于 和 的实验报道 矫顽

电场以下
,

裂纹不发生扩展
,

通过长焦距显微镜实

时观测了循环电场的幅值低于矫顽电场时
,

铁电陶

瓷中疲劳裂纹扩展的规律 在实验基础上
,

理论分

析 了铁电畴在交变电场作用下循环翻转而产生循

环应力
,

以及 由循环应力驱动裂纹以起裂
、

扩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