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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弹性理论能否适用于静态颗粒物质是颗粒物理的一个基本问题 ,报道了非线性颗粒弹性方程对环柱几何

（或称 -./0110 几何）状样品中应力分布的计算结果 ,由于这些结果大都可在今后用实验直接测量，因而可将它们用

于进一步判断这些弹性方程对颗粒材料的适用性以及澄清这个基本问题 ,另外，这些结果还可用于分析计算工程

中的侧压力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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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由大量颗粒堆积而成的物体，称为颗粒物质，这

是一种常见的物态形式，如沙土、谷物、白糖、各种粉

末材料等 ,它们表现出许多不同于普通液体或弹性

固体的行为，对此人们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理论

和看法，比如支配宏观应力场（即粗粒化（?.6AB04
;A67:7:;）平均应力［!］）在这类物体中传播的基本方

程、循环加载下表现的塑性蠕动和棘齿现象［"，’］、随

着间歇拍打或摇动颗粒物质的密度会缓慢地向一平

衡点弛豫［$］、沙丘表面声波的反常波速和崩塌时发出

的特别鸣响［+］等等 ,近年来，有关颗粒物质的基础研

究已 成 为 软 物 质 物 理 中 一 个 相 当 活 跃 的 研 究

领域［)，(］,
在远大于其构成粒子最近邻间距的空间精度上，

可用连续介质模型方法描述任何宏观物体的大尺度

物理性质 ,在这个前提下，对处于静止状态的物体而

言，最基本的问题是建立它的宏观应力理论 ,普通液

体中的静力只有一个标量，即压强 !，它的空间分布

可完全被静力平衡方程

!

"! C!#"

（其中 #" 是重力加速度矢量，!是质量密度）和边界

条件确定 ,描述固体中的静力则要复杂得多，需用一

个二阶对称张量，即应力""$ ,由于应力张量有 ) 个分

量，故其空间变化不能被三个力平衡方程（本文使用

重复指标自动求和的约定）

!

$""$ C!#" （!）

所确定 ,解决这个困难的经典做法是利用“应力等于

弹性能密度 % 对柯西弹性应变 &"$ C
!
"（

!

"’$ D

!

$’" ）

的导数”这一力学原理［&］，其中 ’" 是位移矢量 ,为简

单起见，本文将忽略 % 与温度或熵的函数关系，也就

是不考虑热效应 ,
""$ C E"%F"&"$ , （"）

对普通的各向同性固体，方程（"）给出的是线性的应

力4应变关系，即胡克定律

""$ C#&(($"$ E "%&"$ ， （’）

其中#，%是材料的 G65H 系数 ,对非线性固体可以用

方程（!），（"）建立相应的非线性应力4应变关系 ,方程

（!），（"）是弹性理论的基本结构，一旦有了材料的弹

性能函数 %（&"$）和合理的边界条件，它们能完全确定

弹性位移矢量的空间分布，从而得到材料中的宏观应

力分布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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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大于邻近颗粒间距的宏观精度上，静止颗粒

物质中的应力也是由对称张量!!" 来描述的 !对这类

称为颗粒固态（"#$%&’$# ()’*+）的材料，一个重要的基本

问题是，上述弹性力学理论是否还能继续适用？颗粒

固态具有一定程度的抗剪切能力，并能对足够小的扰

动作出以弹性为主的响应 !一般认为，如果扰动产生

的变 形 小 于 ,-. / 时 可 将 其 看 作 弹 性 过 程，参 见

文献［0］!
从以上两个角度看静止颗粒物质与经典固体是

一致的，应该有相同的应力理论结构 !如果我们接受

这个观点，颗粒静力学的基本问题就转化为如何确定

合适的弹性能公式 !基于这一考虑，文献［,-］在赫兹

接触力学的提示下，提出了一个颗粒物体的弹性能公

式，进而利用方程（,），（1）建立了一组可分析颗粒物

中静力问题的非线性弹性方程 !目前的研究表明，这

个颗粒非线性弹性理论模型的确能反映不少颗粒固

态所特有的性质，包括库仑屈服［,-］、对微弱应力变化

出的弹性响应行为［,,］、点状压力在半无穷大固体中

的分布（又称 2)&((*%3(4 问题）［,1］、粮仓中的 5$%((3% 应

力分布和联系侧压力系数与库仑屈服角的 5$67 公

式［,8］等 !另外该理论还有助于理解颗粒固态表面声

波的复杂行为和鸣沙等声学问题［/］!最近通过进一步

加入各类耗散过程，方程（,），（1）亦能成功地描述颗

粒物的塑性变形和蠕动行为［,9］!
需要注意的是，颗粒物质是具有复杂非线性力学

行为的材料，其基本物理规律仍是当前研究的前沿课

题之一 !在这一情形下，有必要从多个角度对不同的

理论模型作全面考察，特别是要研究能否对不同的几

何系统都作出合理描述 !在本文中我们将给出文献

［,-］的理论模型对静止的轴对称颗粒系统（即 :)&3;;3
几何）的应力计算结果 !这些计算值大多能通过直接

测量得到，因此具有一定的实验意义 !同时，这也便于

今后对该理论模型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的验证，尤其是

对一些非线性力学现象适用性的验证 !另外，值得一

提的是，这个静止的轴对称颗粒系统的径向应力与轴

向应力的比值

#- <!$$ =!%% （9）

是一个称作侧压力系数的重要工程参数［,/］!对库仑

角大约为 8->左右的沙土材料，利用库仑屈服条件可

以知道侧压力系数应该在 ,=8 ? #- ? 8 范围内，但其

具体的取值则需要进行完整的应力分析计算 !因此，

本文的工作也可以看作一个理论计算侧压力系数的

新途径 !

1@ 静止颗粒固体的非线性弹性理论

下面将对本文用来分析侧压力系数的弹性理论

作一 简 单 介 绍，有 关 它 的 详 细 内 容 可 见 文 献

［,-—,9，,A］!为了方便，我们将用"! . &’’ 记作弹性

应变张量的迹乘以 . ,，用 &-
!" < &!" B"8#!" 记作应变张

量与迹无关的部分（工程上称作偏应变），&(! &-
!"&-" !"

是偏应变的大小 !显然"反映材料的体弹性应变，而

&( 反映材料的剪弹性应变的大小 !
由于弹性应变 &!" 是一小量，我们可用级数展开

的办法来得到弹性能 ( 与它的函数关系 !为简单起

见，将考虑弹性应变足够的小，使得在计算中只取展

开的最低级项就能得到满足 !对于各向同性线弹性材

料，这个展开是"和 &( 的二次函数，即 ( < )"1 B
*&1

(，其中 *，) 是与应变无关的系数 !它给出的是线

性的应力C 应变关系，即弹性模量是材料常数的胡克

定律（8）式 !
颗粒物体的弹性应变也是一小量，其弹性力学因

此也可以用上述方法建立，只是级数展开的首项次数

更高，从而给出的将是非线性的应力与弹性应变关

系 !颗粒物体具有非线性弹性行为是由于颗粒间的接

触力学性质造成的，利用赫兹推导的接触力学公式容

易理解这点 !赫兹计算了两个球状弹性固体在沿球心

连线压力 + 作用下接触处的变形 ,，并得到 +#,8=1

或弹性能 (#,/=1的结果（参见文献［D］）!这表明接触

系统的弹性模量 # 不像普通固体那样与变形无关，

而是随着变形 , 的增加按",的方式增长 !在这个提

示下文献［,-，,,］建议采用

( < *""（1"1 =8 B &1
(） （/）

作为天然的干燥沙砾类颗粒物的弹性能表达式 !（/）

式括号内相当于普通固体的二次方弹性能公式，而

""则表示赫兹的“弹性模量比例于形变的 ,=1 次

方”!系数 * 与沙砾的密度$有关，密度越高，沙砾会

表现得更坚硬，相应的 * 值也就越大 ! 对孔隙比为

-@AA的沙砾，* 值大致为 /,-- EF$，对其他密度沙砾

的 * 值可用一个基于声学测量得到的经验公式（工

程上常称为 G$#+*%CH*IJ$#+ 公式［,,］）来推测 !把上面的

弹性能对应变求导，可得下列非线性应力C 弹性应变

的关系：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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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如果其中的#和$取为

$ ’ !!!， （(）

# ’ !!!［) ! "#
$ "（#!#）］， （*）

我们仍可把（&）式写成胡克定律（+）式的形式 %这样做

的好处是传统弹性分析中的部分公式可得到保留，但

应注意的是，对颗粒材料#和$不是常数，而是弹性

应变的函数 %
上述非线性弹性方程具有一些与颗粒物质的基

本行为相符合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传统的线性弹性

理论中所不具备的 %比如（&）式给出的应力的剪切部

分和压力部分的比值有一个不能超过的上限 %如果记

压力为 %"
%&&

+ ，应力张量与迹无关的部分为%,
#$"%#$

- %"#$（相当与工程上常称的偏应力），剪应力的大小

将是%$ ’ %,
#$%,! #$ ，有

%$ " % #!&". % （/）

这说明处于静止状态的干燥沙粒只是在有了压力后

才具有抵抗剪切的能力，而且剪切力的大小不能超过

一个与压力成正比的上限 %这一点与库仑最先提出的

沙土的屈服概念是一致的，也是颗粒物质一个最基本

的特点 %应当指出的是，不等式（/）与严格的库仑屈服

条件不完全相同，只是它的一个简化形式，工程上常

称作 01234516718951 屈服条件或库仑屈服的 01234516
718951形式［).］相符 %进一步考察弹性能表达式（.）在

大剪切力时的行为，可发现它在

"$ "! ’ !),"+ （),）

时从弹性应变的凸函数转变为弹性应变的凹函数 %这
意味着系统将在此时发生力学失稳，也就是物理上的

热力学稳定条件开始失去，系统因此不能再继续静止

地存在下去 %显然这是非线性弹性理论对库仑屈服定

律的一个非常自然的物理解释 %另外，这个力学或热

力学稳定条件还要求体弹性应变!不能为负值，因

为按照（),）式有! ’ , 时系统就开始变得不稳定 %这
表明静止颗粒系统中任何位置都不能是压力为负值

的拉伸状态，也就是干燥的无黏性颗粒物质没有抵抗

拉伸的能力 %非线性弹性理论对颗粒物质其他一些性

质的解释也可参见文献［),—):，)&］%
下面我们给出几点说明 %
第一，赫兹接触理论给出的只是两个弹性颗粒接

触点周围的力学情况，显然属于单个颗粒尺度上的微

观力学信息 %而弹性能（.）式是宏观意义上的概念 %虽

然有些相似，但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数学演绎关

系 %由于目前还远不能用普通线性弹性理论直接计算

出由大量固体颗粒组成系统的全部微观力学情况，人

们无法从微观角度出发推导出宏观弹性能的表达式

或验证（.）式的适用情况［)(］，因此我们只是先假设弹

性能（.）式对干燥沙砾有效，然后再考察其丰富的力

学结果与这类材料的实验现象的符合情况，从而推断

该假设的适用性 %有意思的是，在尝试将赫兹的微观

接触力学向宏观的颗粒弹性理论作概念上的推广时，

除了以能量为基础的（.）式外，;<2$$=>5$? 曾提出过直

接使胡克定律（+）式中的#和$按!!方式变化的推

广办法［)*］，文献［)/］的作者曾利用它分析过粮仓中的

应力问题，并称其为准弹性模型［(］% 与（&）式比较，

;<2$$=>5$? 的应力只反映了它的第一项结果，缺了第

二项 %值得强调的是，正是这个与弹性能关系密切的

附加项反映了颗粒材料几乎所有的力学特性，而这些

用普通线性弹性理论是无法解释的 %因此对颗粒力学

而言，这一项是重要的 %忽略该项应力分布将变得与

线性弹性理论结果很相似，得不到颗粒材料特有的力

学行为 %另外，;<2$$=>5$? 应力不是一个完善的弹性理

论，因为它不支持存在弹性能 ’ 和（#）式 %从物理学

角度看，这也是不能令人满意之处 %
第二，本文出现的 "#$ 均指与弹性能量有关的弹

性应变，在本文亦称为弹性应变 %对塑性可以忽略不

计的普通固体材料，可以通过对材料几何变形的测量

得到它的实验值 %如果材料容易发生塑性变形，测量

的将是弹性应变和塑性应变之和，即总应变 %颗粒物

质属于很容易发生塑性变形的材料，在大金属球在颗

粒床中的下沉［#,］、探测棒在颗粒堆中作较大幅度运

动导致的颗粒运动［#)］等实验中，观测到的变形几乎

都是塑性的部分，而不是本文的 "#$ %通常弹性理论中

提到的应力6应变关系，指的是弹性应变，不是总应

变，这一点在讨论颗粒力学时需特别注意 %为排除塑

性部分的干扰，颗粒固体弹性应变的实验观测一般需

要把样品在测量过程中发生的变形减小到 ),- + 至

),- .以下，如 @2A8><6B81C=>5［##］和 D=3EFG8>>［/］的实验 %
文献［))］报道了 @2A8><6B81C=>5 实验数据与这里介绍

的非线性弹性理论的部分对比情况，结果还是比较满

意的 %由于塑性的干扰，用直接测量 "#$ 的方法判断应

力公式（&）的适用性需要难度较大的精密实验 %在这

样的情况下，测量应力数据并与相应的计算结果比较

将是一种有意义的补偿办法 %
第三，因为（.）式与弹应变的方向无关，由它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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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性理论只适用于局域颗粒呈完全无序结构的所

谓内禀各向同性样品 !原则上它不能用于那些圆珠颗

粒且有明显有序排列现象发生的实验［"#］!另外，（$）式

只考虑了无黏性颗粒固体情况 !对有少许液体存在，

通过表面张力在颗粒间产生微弱吸引力的情况（如湿

沙），可在其中引入一个正比于体弹性应变的项来加

以描述［%%］!
第四，以上已指出，应力（&）式中的参数 ! 与质

量密度!有关 !对密度不均匀的样品，! 值将相应地

随空间位置而变化，应力也将受到影响 !因此，如果知

道了密度的空间变化方式，就可以定量地计算密度非

均匀性对应力的影响 !一个静止颗粒物体的密度分布

是由它的制备过程所确定，它对应力的影响属于一类

在文献和研究中经常被提及的“历史”效应［"’，"%］!分析

由于密度不均匀对应力的影响这类“历史”效应显然

需要实验测量样品的局域密度，但目前除文献［"(］报

道过密度分布的测量（用!射线透射的方法）外，我们

还未见其他有关这方面的实验数据 !作为密度不均匀

影响颗粒堆应力的一个初步理论探讨，有人曾用线性

弹性理论［"$］和非线性弹性理论［%"］对不同制备过程得

到的颗粒堆的密度分布作了大胆猜测 ! 计算结果表

明，它们也能造成沙堆底部压力低陷的现象［&，)］!除密

度不均匀外，颗粒物体中应力的“历史”效应还可能来

自颗粒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有序排列呈内禀各向异性

等原因 !
第五，在小于组成粒子邻近间距的微观尺度上，

任何物体都有很强的离散行为，具体表现为一些物理

量出现严重的空间不均匀、时间涨落等 !一个宏观上

电中性物体的电荷密度，在微观尺度上可能具有很大

的空间不均匀 !花粉在水中作布朗运动表明，由于水

的离散性使其受到的力具有明显的时间涨落性质 !物
体表现的离散行为和连续介质行为属不同空间尺度

上的现象，前者是微观尺度上的不均匀和涨落，后者

是经过局域平均后物性表现的连续变化行为，它们并

不矛盾 !如描述水动力学的 *+,-./01234.5 方程当然不

包含布朗运动现象，但布朗运动肯定不否认它的正确

性 !类似地，颗粒材料的一些微观观测结果（如应力在

邻近颗粒间距尺度上具有严重不均匀的力链现象），

并不意味着连续介质观对它们就不适用了 !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目前文献报道的不少颗粒实验工作中使用

的样品或探测物的几何尺寸有时只是邻近颗粒间距

的 "’ 倍以下，如文献［"’］中使用的金属球、文献［"%］

中的探测棒和容器截面尺寸等 !有些实验则完全是对

图 % 外桶和台面固定、对内桶施加有力矩 " 和力 # 的静止颗粒

环柱系统 颗粒环柱的加载 $ 与其底部压力相同，整个环柱可近

似看作处于应力沿对称轴 %%6 不变的饱和状态，重力加速度 & 与

对称轴平行

微观力链的测量［"#］或者几乎是单个颗粒的流动效果

（如细长管道颗粒流对沙堆的冲击效应［"&］），它们均在

不同程度上看到了样品的离散行为 !由此可推测，连

续介质方程适用的空间精度应是邻近颗粒间距的

"’—#’ 倍以上 !有些二维模拟计算甚至宣称在邻近颗

粒间距的三四倍时，就可以有宏观应力场的概念［%］!
尽管这个具体尺寸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我们相信宏

观物理变量的概念和相应的连续介质理论是存在的 !

#7 应力和侧压力系数的弹性力学分析

在已知足够数目的边界条件情况下，可利用以上

介绍的非线性弹性理论计算任意几何颗粒系统中的

宏观静力分布 !这里我们将对图 % 所示的轴对称系统

进行理论分析 !如果装置比较长，系统的中间离上下

两端足够远的部分会由于粮仓效应进入饱和状态 !如
果在顶端施加与底部相同的压力 $，我们可进一步忽

略顶端和底部边界的影响，把整个环柱看作处于这个

应力饱和状态，即环柱的应力和弹性应变只是径向距

离 ’ 的函数，沿轴向是均匀的 !这时我们需要处理的

将是一个与 ( 无关的 839.22. 几何系统的应力分析问

题，本文仅限于研究这一简单情况 !另外我们还将忽

略样品密度的不均匀性，即把!当做与位置无关的常

数处理 !

"":) 物 理 学 报 $) 卷



在柱坐标系下，上述情形的力平衡方程（!）可简

化为

!!! "!"" # !!$!! % &， （!!）

’!!" # !!$!" % &， （!’）

（ !!"!）$ % !## ( （!)）

这里上标撇号表示对 ! 求导 (另外由于弹性应变只是

! 的函数，弹性位移矢量 $! ，$"，$" 中的前两个必须

与 " 无关，第三个分量 $" 可以与 " 呈线性关系 (由此

可得到下列弹性应变公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里 & 是与位置无关的常数 (将这些应变分量代入

胡克定律（)）式，得到应力张量的 ) 个对角分量为

!!! %$% " ’&$$! ， （!,）

!"" %$% " ’&$! - !， （!.）

!"" %$% # ’&& ( （!/）

这里的%是弹性应变张量迹的负值，

% % " %!! " %"" " %"" (
应力张量的 ) 个非对角分量可通过积分方程（!’），

（!)）和 %"" % & 得到 (我们有

!!" % ’ (’

!’
， （!0）

!!" % ) (
! "##’!（(’ " !’）， （’&）

!"" % &， （’!）

式中 ’，) 是积分常数，其值可用施加于内圆桶的力

矩和沿轴向单位长度的受力来确定 (另外，从胡克定

律可以得到非对角应力分量为

!!" % " ’&%!"，

!!" % " ’&%!" (
将它们与（!+），（!0），（’&）式相比较，我们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将应力分量的表达式（!,），（!.）代入方程（!!），可以得

到下列位移分量 $! 的方程：

（$% " ’&$$! ）$ " ’&（$! - !）$ % &( （’*）

最后利用（!*），（!+）和（’’），（’)）式可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论是对$，& 为常数的线性情况，还是$，& 由

（.），（/）式给出的非线性情况，（!!）—（’,）式都是正

确的 (
由以上所述可知，分析 1234554 几何系统的静力

学主要是解常微分方程（’*）得出径向位移 $! ，然后

再将它代入（!,）—（!/）式中计算应力，为此需要知

道 $! 的边界条件 (在本文中，我们仅考虑圆桶容器

远比颗粒物质坚硬的情况 ( 这时颗粒体在圆桶容器

处没有径向位移，也就是当 ! % ( 或 (! 时，可以取

$! % & （’.）

作为 $! 的边界条件 (另外，常数 & 可用样品上部加

载力 + 的公式来确定，

+ % ’!!
(

(!

!!"" 6 ! ( （’/）

如果我们用$，&是常数的线性弹性理论来估

算侧压力系数，方程（’*）有通解

$! % &! ! # &’ - ! (
边界条件（’.）式要求这个通解中的常数 &! % &，&’

% & (这时我们有

$! % &， （’0）

,& % $
$ # ’&

( （)&）

因此无论系统的力矩 ’ 和力 ) 如何改变，线性弹性

理论总是给出一个恒定的、与位置 ! 无关的侧压力

系数 ,& (
对于以上介绍的颗粒非线性弹性理论，如果除

加载力 + 外没有其他作用力存在（即 ’，)，# % &），

方程（’*）和边界条件（’.）式将给出解 $! % &( 这时

我们有% % & 和 %’
7 % ’&’ -)，即

& % "- &，

$ % * "- & -) (
因此应力

!!! % *-&)-’ -)，

!"" % !&-&)-’ -)，

即侧压力系数 ,& % &8* ( 这个理论结果与工程上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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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沙土材料侧压力系数的经验值相符 !但是，如果

不忽略重力（ !!"）、力矩 " 或力 #，样品中将出现

随位置变化的径向位移 $%（ %）!这时 &"!"#$，且偏

离的程度与 "，# 和系统中的 ’% &’ 有关 !这显然是

普通线性弹性理论中没有的非线性效应，可以用它

来检验这个非线性弹性理论对颗粒静力的描述是否

成功 !

$ # 数值计算结果

方程（’$）是关于径向位移 $% 的非线性常微分

方程，可用常规算法（如 ()*+,-.)//0 法）数值求解 !
在本文计算中我们将计入重力，并取 ’ &’% 1 ’，参数

( 1（!!’ &)）’&2 ! 计算时内桶的外力 # 和力矩 " 只

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取值，如超出该范围，靠近内桶附

近的剪弹性与体弹性应变之比会大于稳定条件（%"）

式所要求的"%"&2，系统将不能处于静力学稳定状

态 !因此，计算时应随时检查稳定条件，以保证计算

得到的应力分布确实对应实验能观测到的静止颗粒

体系 !

图 ’ 不同力矩 " 时，侧压力系数 &" 随 % 的变化

计算中取轴向应变 ( 固定，相当于限制了颗粒

柱的高度，使其不随 # 或 " 的变化而改变，同时系

统还保持着轴向的均匀性 ! 在实验中能否做到这一

点，尚待检验 !如果颗粒柱的高度发生变化，为保证

系统轴向均匀性，我们可通过仔细测量颗粒柱的高

度变化或利用（’3）式来获得 ( 随 # 或 " 变化的关

系 !由于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实验数据，因此本文只

限于讨论 ( 固定这一简单情况 !桶仓中饱和应力的

数量级是!!’，将它作为应力的单位，其对应的应变

是（!!’ &)）’&2 !我们因此以 ( 1（!!’ &)）’&2 为例给出

计算结果 !
图 ’ 所示为内桶外力 # 1 " 时侧压力系数 &"

随 % 和力矩 " 的变化情况 ! 从图 ’ 可以看出，侧压

力系 数 &" 的 值 与 "#$ 的 偏 差 不 是 很 大，约 小 于

45 !力矩 " 有增加侧压力系数的效果，而且外桶处

的侧压力系数比内桶处大 ! 这是两个实验可能观测

到的非线性力学效应 ! 另外，&" 的最大值不是出现

在边界处，而是在两桶之间实验无法看到的材料

内部 !

图 2 不同力矩 " 时，径向压力"%%和轴向压力"** 随柱坐标 % 的

变化 # 1 "，+%% 1 6（!!’&)）’&2 !（0）"%% 随 % 的变化，（7）"** 随 %

的变化

图 2 进一步给出与侧压力系数有关的径向压力

"%%和轴向压力"** 随 % 和 " 的变化情况 !理论预测两

者均随力矩 " 的增加而增加 !对此可作如下解释：

采用的刚性圆桶边界条件（’8）式限制了颗粒系统的

侧向变形，并且力矩提高的是颗粒系统的剪切力 !对
变形受到限制的系统，这个压力随剪切力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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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反映了颗粒物质特有的“剪胀”现象［!"］#这意味

着在剪力增加时，材料本应侧向膨胀，但由于受限制

无法膨胀就表现为压力的增加 # 另外计算的轴向压

力!!!从内桶壁向外壁单调降低，而径向压力!"" 先

增加再降低 #这一复杂的非线性行为大致可理解为

圆柱的形状、边界条件和剪胀效应的综合结果 #对于

图 $ 力矩 # % " 和 "&$’"$% 时，内桶桶壁（ " % %!）和外桶桶壁

（ " % %）处的径向压力!"" 和轴向压力!!! 随力 & 的变化 ’!! %

(（"$%)(）*)+ #（,）!""随 & 的变化，（-）!!!随 & 的变化

圆柱形几何系统，通常力矩 # 产生的剪形变随径向

位置 " 的减小而增加（参见（*’）式），剪胀效应在内

桶桶壁处最强，其导致的应力增加现象也将相应地

在内桶桶壁处最强 #但与轴向应力相比，径向应力更

多地受径向位移 )" 的影响，参见（!’），（!.）式 #由于

边界条件的限制，)" 沿半径的变化有峰结构（极大）

的行为，其导数沿半径方向减小，从而存在径向应力

沿半径方向增加的机制 # 它与沿半径方向减小的剪

胀效应结合，导致了图 +（,）中!"" 随 " 的变化曲线出

现了峰结构的现象 #
在图 * 和图 + 中 # % "&$’"$% 大致是力矩在 &

% " 时能取得的最大值，如力矩超过此值热力学稳

定条件（!"）式将在内桶桶壁附近得不到满足，系统

无法继续保持静止状态 #
因为材料内部的应力一般无法测量，所以从实

验角度看更感兴趣的是样品边界的受力情况 # 图 $
给出了没有力矩和最大力矩两种情形下理论计算得

到的径向压力和轴向压力在边界 % 和 %! 处随力 &
的变化情况 #从图 $ 可以看出：无论力和力矩如何改

变，两边界处的径向压力几乎总是保持同样的值，而

两边的轴向压力在 # 或 & 较大时能出现百分之几

的差异 #这一非线性效应也是实验可观测的现象 #径
向应力在内桶桶壁和外桶壁处的值比较接近，显然

是由于它随 " 的变化行为具有峰结构现象（见图 +
（,））所造成的 #

/ & 讨 论

人们很早就掌握了普通固体的宏观应力分析方

法（线性弹性理论）和普通液体的宏观动力学理论

（0,1234567893: 方程）# 但对像沙子这样的颗粒物质，

如何建立类似的理论是目前的一个前沿研究课题 #
文献［!"］认为，经典弹性力学仍是颗粒固体的基本

理论，并且可以比较合适地选用（/）式作为其弹性

能，尽管这一观点已经比较成功地解释了不少颗粒

物体特有的行为性质［!!—!$，!’］，我们仍有必要了解它

对不同几何形状和边界力的样品中应力情况的描述

能力，以便进一步考察其合理性和工程应用价值 #为
此，本文用它分析了图 ! 所示的 ;8<3773 几何系统的

应力情况 #
宏观方程组是与实验数据有密切联系的理论，

它能给出许多可通过直接测量来验证的计算结果，

从而在不同角度都处于可用实验监测的状况 # 当然

在与实验对比时，我们需要注意理论方程的适用范

围和前提 #就本文的计算结果而言，其实验测量应注

意下面一些问题 #首先，颗粒样品的尺寸和探测装置

的尺寸应比邻近颗粒间距大得多，以保证所测量的

确是宏观物理量 #第二，尽量使用像天然干沙一类的

颗粒物质，以避免出现部分结晶等有序化现象 # 第

三，将观测到的变形数据与理论结果对比时应特别

注意区分弹性应变和塑性应变 # 文献中提到的应变

/*=>!* 期 郑鹤鹏等：;8<3773 颗粒系统中静态应力和侧压力系数的非线性弹性理论分析



大多是总应变 !但赫兹考虑的是纯弹性固体间的接

触，他的应力与应变的 "#$ 次方成比例的著名关系

中出现的是弹性应变 !相应地，本文用到的幂律关系

式（%）中出现的也是弹性应变，不是包含了大量塑性

的总应变（如文献［&’］测量的金属球在颗粒床中的

下沉深度）! 第四，样品环柱应尽量高些，以减小柱

顶和柱底边界的影响 !最后是如何保证样品密度的

均匀性，这一点是最困难的 !值得提到的是，除制备

过程会对均匀性产生影响外，在对内桶施加和改变

外力矩或外力时，亦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密度变

化 !也许疏松样品会比致密样品的密度效应大，如这

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增加样品的密度来降低密度非均

匀性的影响 !当然，理论可以计算密度不均匀对应力

的影响［"&，&$］，但由于缺乏样品密度分布的实验数据，

这类理论分析往往含有一定的猜测成分 !因此，我们

认为发展局域密度测量技术是研究与密度非均匀性

有关的一类“历史”效应的关键 !另外，本文计算结果

显示的应力非线性效应都不是很大（约为百分之

几），实验时应注意提高应力测量的精度 !

% # 结 论

本文利用非线性颗粒弹性理论计算了 ()*+,,+
颗粒系统中应力的分布 !研究发现：轴向压力和径向

压力均随着内桶力矩 ! 的增加而增大，力矩有增加

侧压力系数的效果，且外桶桶壁处的侧压力系数比

内桶桶壁处大 !在样品的边界处，无论施加于内桶桶

壁处的力 " 和力矩! 如何改变，几乎保持同样的径

向压力，而轴向压力在 " 或! 较大时能出现百分之

几的差别 !这些计算结果将有助于今后的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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