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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度的增加竖直圆筒容器中的颗粒物质会把自己的重量逐渐转移到容器的侧墙壁上，使容器底部的压力

出现不随筒中颗粒材料高度的增加而增加的饱和现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圆筒中的颗粒柱体并不总是表现为这个

称为粮仓效应的力学状态 )例如当改变侧墙壁的力学环境使其无法承担颗粒的重量时，柱底部的压力显然将随其

高度的增加而线性地增加 )本文分析讨论了 *+,--., 模型假设对这类处于静力平衡下，但违反粮仓效应的颗粒系统

的行为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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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缓慢地往一圆筒里倒入水那样的液体

时，筒底受到的压力 !% 会随液体的高度线性增加 )
但如果倒入的是像沙子那样的颗粒物体，筒底压力

!% 的变化可能会严重偏离上述线性行为，并达到一

不再随颗粒体高度的增加而增加的饱和值 ! -+>（见

图 !（<）的曲线）)这一称作粮仓效应的有趣现象，被

公认为是颗粒物体有别与普通液体的一个重要特

性［!，"］)其原因是颗粒体中出现了一定的剪切应力，

它能使颗粒的重量，通过颗粒体与圆筒侧面墙壁的

静摩擦行为，转移到墙壁，从而减轻了筒底的受力负

担 )由于静止液体中没有剪切应力，液体的重量只能

被筒底承载，墙壁无法分担，普通液体因此不可能有

粮仓效应出现 )
早在一百多年前，土木工程师就知道了颗粒体

的粮仓效应 ) 其定量分析模型最早由德国工程师

*+,--., 给出［’］（文献［$］是该文的英文翻译），并被广

泛认可，至今仍是这类建筑物工程安全分析的标

准［?］)但这里我们希望强调的是，尽管粮仓效应广为

人知，颗粒柱体并不总是处于这个应力状态下 )其理

由是侧墙壁与颗粒体之间的静摩擦状态与粮仓效应

显然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个摩擦状态不只与颗粒体

有关，还会受墙壁的力学环境的影响 ) 如果改变环

境，静止颗粒柱完全有可能处在另一个与粮仓效应

很不一样的应力状态下 )具体地，让我们考虑像文献

［/，(］中实验那样的，由一圆筒和底部活塞构成的

“粮仓”，但不固定圆筒，让它完全由颗粒材料提住不

掉下来（见图 !（@））) 这时，侧墙壁不但不能帮助分

担颗粒的重量，反而还要颗粒承担它的全部重量 )对
这样的静力平衡系统，仓底的力 !% 等于颗粒和墙

壁的重量之和，与颗粒高度 " 呈线性增加的关系

（图 !（<））)这表明该筒仓中的应力分布将与粮仓效

应所描述的截然不同 ) 本文中我们把这种与传统粮

仓应力违反的现象称作反粮仓效应 )
尽管静止的沙堆、谷堆等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

惯，如何分析其中的应力分布至今仍然是一个活跃

的研究前沿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提出和考虑一

些以前文献中不太常见又可实验测量的新系统和新

应力状态，无疑对颗粒理论的建立以及理论的实验

检验都是很有益的 )本文将试用 *+,--., 所总结的粮

仓效应的一些基本性质［’，$］，对上述反粮仓问题作一

简单初步的分析 )这样做的理由是它们都是沿重力

方向的轴对称系统，除颗粒与墙壁的摩擦力的大小、

方向有所不同外，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因此应该有

许多类似的性质 )当然这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假设，

是否成立还要看其预言的结果能否与今后的实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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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粮仓效应（"）与反粮仓效应（#）示意图，以及它们底部的压

力随颗粒高度的变化曲线（$）（取颗粒柱顶的附加力 ! % &）

合 ’值得指出的是，为能提供足够的静摩擦力把圆筒

拉住不掉下，图 !（#）所示的反粮仓系统的颗粒柱高

" 必须大于一临界值 "$ ’ 这是一个很容易实验测量

的大小，本文将详细计算和讨论这个临界高度 "$ 随

筒壁质量 #( 和颗粒顶部加载 ! 的变化关系 ’

)"*++,* 模型可归纳为下面的三个假设［-，.］：

!）认为颗粒柱中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应力比

!$$ /!%% % & 可以很好地当作只与颗粒材料有关，与位

置 $，% 无关的常数；0）认为圆筒侧墙壁受到的切向

和法向应力之比!(
$% /!(

$$ %"可以很好地当作与竖向

位置 % 无关的常数；-）竖向应力!%% 不随 $ 变化 ’这时

由假设 !）可知水平应力!$$ 也如此（ $，% 是柱坐标，

见图 !）’由于不好测量颗粒物体内部的应力，而筒

壁受力情况的测量就我们所知也未见报道，)"*++,*
的这些假设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实验验证 ’ 最近的颗

粒弹 性 理 论 计 算 结 果 显 示 这 些 假 设 的 确 相 当 精

确［1］，但对它们的实验支持一般是间接的，来自其对

颗粒底部压力 ’& 随高度 % 变化的预测与实验有较

好地符合 ’显然，利用反粮仓装置使我们有可能从测

量临界数据这一不同的角度，开展有关 )"*++,* 假设

的实验研究 ’值得提到的是，文献［2］的作者仔细测

量了 ’& 与 )"*++,* 预测的偏差，同时强调这个偏差

能用一种双曲型的应力传播方程来解释 ’ )"*++,* 模

型与实际的偏差一直是有关建筑工程长期关心的问

题，至今仍有研究报道［3，!&］’ 由于诸多复杂因素，如

颗粒物密度不均匀，有内禀各向异性等都可能导致

这个偏差，我们认为其原因目前尚不能定论 ’ 另外，

文献［4，2］中的实验所使用的容器直径与单个颗粒

的尺寸比只有 0& 左右，其样品的介观行为可能还不

能完全避免，他们所观察到的与 )"*++,* 预测的偏差

是否与此有关，也是一个需要仔细分析的问题 ’就目

前的情形来看，我们相信发展像反粮仓装置这样的

新实验手段会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澄清 ’

0 5 单圆筒装置的临界高度

考虑图 !（#）所示的系统，并假设有圆柱对称

性，颗粒体内的应力因此只是半径 $ 和深度 % 的函

数 ’在柱坐标下，应力需要满足的一个力平衡方程是

!（ $!$%）

!$ 6!
（ $!%%）

!% %#($， （!）

这里 ( 是重力加速度 ’ 在本文中，我们将假设颗粒

物体处于均匀状态，密度#因此是一个常数 ’将（!）

式对 $ 从 & 到 ) 积分，得

)!(
$% 6 !

0"
7’
7 % %

(#8

0""
， （0）

其中 #8 %#"")
0 是颗粒体的质量，!(

$% 是应力分量

!$% 在侧墙壁 $ % ) 上的值，’ 是

’ %!
)

&

0"$!%% 7 $， （-）

即颗粒柱截面上沿竖直方向的力 ’ 显然，’ 和!(
$% 都

只是 % 的函数 ’ 记!(
$% 和颗粒截面上的平均压强 ’ /

（")0）的比值为$，即

!(
$% /

’
")( )0 %$’ （.）

我们能将（0）式写成

0$’ 6 ) 7’
7 % %

)(#8

" ’ （9）

将方程（9）对 ’ 求解，得

’ % ,: %/% ! 6
(#8

"!
%

&

,%! /%! 7 %[ ]! ， （4"）

其中

%（ %）% 0
)%!

%

&
$（ %!）7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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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 是颗粒圆柱顶端 " ! " 处的外加载力，!# !!
（ "#）$如果已知函数"（ "），我们能用（%）式计算出颗

粒柱中的压力随 " 的变化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墙

壁完全被颗粒提起，底端压力 #" ! #（ " ! $）必须等

于墙壁和颗粒体的重力，以及加载 ! 的总和 $ 因此

函数"（ "）或!（ "）必须满足约束条件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 $）$不难验证这时筒壁的静力平衡

条件

.!’!
$

"
#,

(" + " ! ’ %&, （/）

将自动满足 $ 另外如果 $""，条件（-）不可能满足

（注意 &* ($ !!’.
$是常数）$因此反粮仓现象的颗

粒柱高 $ 必须大于某一临界值 $0 $ 其大小可用（-）

式计算 $
值得注意的是，（#）—（/）式是完全严格的，不含

任何近似或假设 $ 这里唯一未知的内容是"随 " 的

函数关系 $如果 12344&3 的三个假设成立，我们有#,
("

!%#
,
(( !%)#"" 和 # !!’.#"" $将它们代入方程（5），得

"!%) 是个常数 $另外由（%6）式可得!! ’ (（."）!
’ (（.%)）也是常数 $因此我们有竖向力

# !
%&*!
$ ) ! ’

%&*!( )$ &’ "(! $ （7）

特别要注意的是对反粮仓效应，侧面边界上的法向

力与切向力之比% 8 " 不是材料系数，而是一个与

筒重量等有关的系统常数 $ 由条件（-），也就是（记

!# ! ! (%&* 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们能确定这个系统参数 $ 这点不难理解，因为%
反映的只是静摩擦力情况，不是最大静摩擦系数 $后
者的确是一个仅由颗粒材料，墙壁等决定的材料系

数，但前者却是一个与系统几何，质量，加载等有关

的量 $
按照静摩擦定律我们有：存在一个最大静摩擦

系数 9%:2; 9，当 9% 9 达到它时系统开始滑动 $ 显然，

如果筒壁足够光滑，它应该是颗粒与墙壁的最大静

摩擦系数 $如果筒壁足够粗糙，滑动将发生在（靠近

墙壁）颗粒体的内部，它应该取颗粒体的内摩擦系

数 $总之 %:2; 应等于这两个系数当中最小的那一

个 $将它代入（#"）式我们得到下面的决定临界高度

$<（&，!）的隐含公式：

&
. %:2; )$<

’ !
.（&#, ) #）%:2; )$<

’ ) .!# %:2; )$<
) # $ （##）

图 . 是用它绘出的临 界 高 度 随 墙 重 变 化 的

曲线 $

图 . 颗粒临界高度 $< 与墙壁质量 &, 和顶端压力 ! 的关系

如果测量不同墙壁质量和柱顶压力时的临界高

度，并（##）式作拟合，能得到 %:2; ) $从拟合结果的

好坏，可以判断 12344&3 假设的适用性（与理论的偏

差还可能来自颗粒柱出现了密度不均匀）$ 特别是，

如果用粗糙筒壁做这个实验，我们能从库仑角&得

知%:2; 的值，进而得到在设计粮仓建筑时需要的

重要参数 ) 的大小 $ 目前人们对这个数据尚有分

歧 $对库仑角大约为 =">的颗粒材料，用库仑屈服条

件只能推知 ) 在 #(= 和 = 之间，不能得到比较确切

的值 $在建筑工程规范里大都规定用 12?@ 的经验公

式 ) ! # ’ 4A3&来计算，即 "BC 左右 $值得提到的是，

文献［/］给出了一个 12?@ 公式的非线弹理论验证 $
但是文献［-］的作者建议取 ) ! "B-5，这明显地违反

12?@ 的经验公式 $ 显然反粮仓效应的实验数据将有

助于解决这些分歧 $

= B 双圆筒装置的临界高度

反粮仓效应还可以用图 = 所示的，由两个共轴

圆筒构成的装置来研究 $ 两筒都由夹在它们之间的

颗粒材料提供的静摩擦力拉住不往下掉 $ 调整筒的

重量，颗粒的高度和上面的加载，我们能得到外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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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下落，或内筒开始下落，或两筒同时开始下落等多

种临界状态 !因此双筒装置能提供更多的数据 !

图 " 处于两个圆筒之间，且违反粮仓效应的应力状态下的颗粒

系统

双筒装置也可以用前面的方法来分析 !首先我

们定义截面压力 ! 为

! #!
"

"$

%!#!$$ & #， （’%）

然后将（’）式对 # 从 "$到 " 积分，得

"!(
#$ ) "$!($

#$ * ’
%!

&!
& $ #

%&+

%!’
， （’"）

这里 &+ #!’"（"% ) "$ %）是颗粒质量，!($
#$ 是应力分

量!#$ 在内墙壁 # # "$ 上的值 ! 与上一节的单筒情形

类似，我们记#$ 和#分别为 )!($
#$ 和!(

#$ 与平均压强

! ,!（"% ) "$ %）的比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里的负号是颗粒体的外法线方向在内外筒壁处相

反的缘故 !将（’-）式代入（’"）式并求解方程，可得 !
仍由（0.）式给出，只是

$)’ # %
$!

$

1

"#（ $’）* "$#$（ $’）

"% ) "$ % & $’ ! （’2）

利用系统的所有重量都压在了底部这个事实，我们

可得到一个#和#$ 必须满足的，与（3）类似的约束

条件

4) ’,$1 ( *
%&+

’!
’

1

4$,$&( )$
#（&+ * &( * &($ ）% * ( ! （’0）

双圆筒情形的另一个约束可从外筒静力平衡条件得

到 !一旦外筒力平衡条件成立，内筒的静力平衡条件

将自动满足 !把 ! 的表达式（0.）代入到（’-/）式，可

得到!(
#$ 的表达式，再把它代入到（5）式中，可得到

!
’

1
#4

) $
$ (" *!

$

1

4
$’
$’

& $’( )’ & $ !

# ) "% ) "$ %

%" &"( ! （’3）

在密度均匀的前提下，这些公式都是严格的 !
下面引入 6.78847 的三个假设（注意由于外法线

方向的原因，内筒壁处的第 % 个 6.78847 假设应为

!($
#$ ,!($

## # )%$）! 与前面单筒情形类似我们有# #

%)，#$ #%$)，和

$ # "% ) "$ %

%)（"% * "$%$）
（’5）

都是常数 !这里%和%$分别是外和内筒壁的切向应

力与法向应力比，并且在反粮仓状态时，都是负的 !
相应地$也是负的 !竖向力 !（ $）的表达式仍由（9）

式给出 !两个约束条件（’0），（’3）式为

4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1）

利用（’5）式我们还能将（%1）式写成

%$ # "% ) "$ %

%"$$)（&"($ * &"( ）
&"($ ! （%’）

如果用（’9）式消去（%1），（%’）式中的$，能得到%和

%$随墙壁质量和颗粒高度的变化情况 ! 特别地，当

:% :或 :%$ :达到它们的最大允许值 :%;.< : 或 :%$;.< :
时，内筒或外筒开始下滑 !一有趣的情况是内外筒同

时开始下滑，即切向和法向的应力比（%1），（%’）式同

时达到它们的最大 !这时有

:%$;.< :
:%;.< : #

"&"($

"$&"(
， （%%）

它表明通过实现同时开始下滑的实验状态，我们就

能测出两筒壁处最大静摩擦系数的相对值 !
例如，考虑内筒和外筒材料相同，半径相差一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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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即 !!"#$ ! % !!&"#$ !和 ! % ’!& (这时我们有当

’ !!"#$ ! "#
! %

) *$!+
,（$!+& - $!+ ）

#
"

（’*）

时，外筒开始下滑（这时的 # % #.）( 如果没有加载

%，并且高度 # 给定，出现这一临界状态的圆筒质量

将落在图 , 的曲线 &’ 段上 (类似地，当

’ !!"#$ ! "#
! %

) *$!+&

’（$!+& - $!+ ）
#
"

（’,）

时内筒开始下滑 ( 与其对应的圆筒质量将落在图 ,
的曲线 (’ 段上 (在两曲线的交点 ’，内外筒同时开

始下滑 (

图 , 当墙壁质量处于阴影部分时 ，两个圆筒在静止稳定状态 (
在曲线 &’ 上外筒开始向下滑动，曲线 (’ 上内筒开始向下滑

动 (在它们的交点 ’ 上两筒同时开始向下滑动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还可研究施加外力将外筒向

上提的实验情形 (设提拉力与外筒重量的差，也就是

净提拉力为 )+ (显然在提拉力比筒重小时，它只起

一减小外筒重量的效果 ( 因此这里只需讨论净提拉

力为正，也就是提拉力大于外筒重力的情况 ( 这时

!/ 0 和!& 1 0 (记 )!+ % )+2*$3 我们有

4
) #
" )( )5 %! ) "( )# % 5 - $!+& ) )!+ ，（’6）

并且当

’ !"#$ "#
! %

) *)!+
,（$!+& ) )!+ ）

#
"

（’7）

时，外筒开始上滑，这时 # % #. (如果没有加载 %，并

且高度 # 给定，出现这一临界状态的净提拉力和内

筒质量将落在图 6 的曲线 & 2 ’ 2 段上 (类似地，

’ !"#$ "#
! %

) *$!+&
’（$!+& ) )!+ ）

#
"

（’8）

时内筒开始下滑 (与其对应的净提拉力和内筒质量

将落在图 6 的曲线 ( 2 ’ 2 段上 ( 在 ’ 2 点将同时出现

外筒向上滑和内筒向下滑的现象 (类似地，还可分析

对内筒施加向上提力，或对内外筒同时施加向上提

力的情形 (
注意图 6 的坐标刻度比图 , 小一个量级，表明

提拉外筒使它上滑要比加载外筒使它下滑容易得

多 (其原因是因为提拉外筒时，竖向应力#++ 和水平

应力#,, 都比下压外筒时小，外筒壁的最大静摩擦力

"#"#$
,+ % !!"#$#+

,, !也相应地减小了 (另外使系统达到

临界所需要的提拉力或圆筒重量应该与颗粒重量相

当（图 6），或远大于颗粒重量（图 ,）(

图 6 与图 , 类似，只是外筒受到的是大小为 )+ 的净上提力 (

当 )+ 和内筒质量处于阴影部分时，两个圆筒在静止稳定状态 (

在曲线 & 2 ’2上外筒开始向上滑动，在曲线 (2 ’2上内筒开始向下

滑动 (在它们的交点 ’2上内和外筒同时开始向下和上滑动

双筒装置的力学现象显然比单筒装置丰富不

少 (通过改变装置的几何，质量和加载，我们能得到

更多的临界数据 (它们能对 9#:;;4: 假设的适用性给

出更加苛刻的研判 (因此这是一更好的研究颗粒力

学行为，测量 " 和摩擦角的装置 (

, < 讨 论

从实验角度看反粮仓系统比较容易研究的内容

应该是临界时筒壁力、顶部加载力、颗粒柱高之间的

关系 (这些量的实验测量都很容易，而且数据量大，

这是反粮仓类装置优越的地方 (相比之下，正常粮仓

实验大都只测量颗粒柱底的竖向压力与柱高的关

系，数据量要少许多 (另外颗粒物体的边界力的测量

难度相对要大些，受颗粒体微结构涨落的影响也大，

如何获得确切和可重复的测量结果是正常粮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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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因此，正、反常装置之间有

很强的互补性 "反粮仓实验应该能进一步扩大和改

善我们对竖直颗粒柱力学行为的认识 " 它的一个困

难可能是临界状态的判断和逼近它的方法 " 当然与

大多颗粒实验一样，这里也有如何保证样品的密度

均匀、制备过程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程度等问题 "这些

都是有待今后实验研究的内容 "
静止颗粒体的许多物性对样品中的应力情况非

常敏感 "由于应力状态与正常粮仓有很大的差别，反

粮仓中一些物理性质也会表现出相应的区别，如声

波的传播行为、导电、导热、光学性质等 "轻轻拍打一

不是很紧密的竖直颗粒圆柱，它会出现短暂的流动

性，并在重力的作用下向下蠕动，密度因此略微增

加 "拍打实验曾显示，正常粮仓状态的颗粒物质的密

度随拍打次数大致按对数规律增加，这是颗粒物质

的另一个重要和独特的性质［##，#］" 由于受拍打激发

产生的流动性能和向下蠕动的情况应该与颗粒物体

中的应力状态有关（用土力学的习惯讲，就是与拍打

前颗粒柱的固结和固结力的情况有关），如果我们用

反粮仓装置作拍打实验，可能会看到不太一样的密

度增加过程 "另外，埋入反粮仓颗粒柱中的圆棒提升

实验也有可能与文献［#$，#%］报道的正常粮仓结果

不同 "重物在颗粒物体中的沉降和穿透［#&，#’］也是一

个与颗粒材料的固结情况、即应力分布有关的现象 "
通过改变颗粒材料与侧墙壁的静摩擦力，我们能得

到不同应力状态的颗粒系统，从而研究应力对沉降

和穿透的可能影响 "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实验工作 "
从理论或概念角度看首先值得检验和分析的是

本文介绍的 ()*++,* 预测结果与测量的临界关系的

符合情况，也就是（间接）考察 ()*++,* 假设对反粮仓

系统的适用性，特别是它的水平与竖向应力比 ! 的

值是否与正常粮仓一致，是否也能较好地遵守 ()-.
经验公式 "这些问题都可用颗粒弹性理论（它的一个

简单综述见文献［#!］）分析计算 "因此反粮仓系统可

从新的角度检验该理论，以及其他颗粒模型的合理

性 "这会有助于解决颗粒物理领域中的一些分歧 "
坚直颗粒柱中应力状态的稳定情况也是一重要

和有意思的问题 "正常粮仓系统中颗粒与筒壁之间

静摩擦力和法向压力的大小、以及它们的稳定程度

一直是有关建筑工程关心的问题 " 工程师早就知道

颗粒对筒壁的法向压力会出现异常增大的，严重偏

离 ()*++,* 和 ()-. 预言的现象，特别是在仓库从底部

卸料时很容易发生［/，#0］" 该现象肯定与颗粒与筒壁

间静摩擦力的状态不太稳定有关 "相比之下，在反粮

仓系统中这个摩擦状态完全被圆筒的重量所确定，

没有任何发生改变的余地 "从这点看来，反粮仓的静

力状态似乎要比正常粮仓的更稳定一些 "另外正、反

粮仓应力状态之间的过渡过程也是一有趣的问题：

如果我们小心地将一反粮仓装置的圆筒与地面或底

坐用胶或螺丝连接起来，把它变成正常粮仓的话，其

中颗粒的应力状态会不会，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和

速度，发生变化？

图 ! 反粮仓应力状态下的储物塔只要求筒壁能抵抗法向压力

就够了 "筒壁不需承载竖向力，可用轻型材料制造

除上述基础理论方面的意义外，研究反粮仓现

象还可能有一些应用方面的意义 "的确，粮食、化工、

冶金、煤炭、采矿和建材等许多工业部门在存放颗粒

物质时普遍使用处于正常粮仓状态下的圆筒形仓

库 "对比较高大的筒仓，由于颗粒重量向侧壁的转

移，以及卸料时水平方向可能出现异常的超压现象，

筒仓的墙壁必须有强大的抵抗竖向压力和水平压力

的能力，以免发生崩溃倒塌等重大安全事故 "如果我

们采用如图 ! 所示的，处于反粮仓应力状态下的筒

仓设计，由于储物的重量全都压在仓底，筒壁的竖向

抗压问题就不存在了 " 这时筒壁只需抵抗沿半径方

向的、随深度线性增加的法向压力 "这种结构的筒仓

在卸物时可能不会出现异常的压力增大现象，从而

更加安全 "当然这是一个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论证

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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