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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建立和发展物狸力学的重要性

物理力学是一门新的力学分支
。

它是最近十几年来才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

我国力学

家钱学森同志最先注意到建立这门学科的重耍性
,

并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

力学原来是物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方面
,

主要研究各种物体的宏观运动规律和性质
。

大约

在二十世纪初
,

由于工业生产的发展
,

出现 了象飞机
、

各种热力机械
、

水力工 程
、

金 属 加

工
、

亘大建筑等较复杂的工程技术
,

需要解决很多复杂的宏观力学问题
。

为了适应这一发展

的需要
,

力学就逐渐地脱胎于物理学而成为独立的学科
。

一直到现在
,

它在各项工程技术中

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

大约在 年代初
,

力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也就是被称为近代力学的阶段
。

在

这个阶段中的主耍特点之一
,

就是在现代工程技术中
,

要经常遇到一些特殊条件下的问题
。

例如在超高速飞行技术中遇到的温度可高达儿千度
、

上万度
,

高能爆炸工程中遇到的压力可

高到几十万
、

几百万
、

几千万大气压
。

在这种高温高压的特殊条件下
,

如只从宏观角度去分

析问题
、

解决问题 就成到很不够
,

必需依靠近代物理的成就
,

从物体的微观结构出发
,

应

用原子与分子的性质和相互作用的规律
,

来分析研究物体的宏观性质
。

这就是说
,

在现在新

的历史时代里
,

力学又需要回到物理学中去吸取和运用它的新成就
,

进一步结合实际问题
,

得出工程技术中有用的结果
。

这就是近代力学发展的一个动向
。

为此
,

有必要集中一部分 力

量
,

专门研究如何有效地运用微观物理的新成就到力学中去
,

解决有关的宏观力学问题
。

也

就是说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学科一一物理力学
,

来执行这个任务
。

物理力学的 目的之一 是想通过对材料的微观结构分析
,

推论丈挤它的宏观性质
,

并把有

关宏观性质的实验数据加坦整理总结
,

找出其中的微观机理
一

与规律
,

然后再进一步利用这些

规律去预见新材料的宏观性质
,

特别是近代尖端技术中在特殊条件下所需要的新 材 料 的 性

质
。

也就是说
,

物理力学能够就近代工程技术中所提出的材料性能的要求
,

设计出能满足这

些要求的介质和材料
,

或者算出尖端技术中所用介质和材料在极端条件下的性能
。

物理力学

需要较强的理论基础
,

理论与实验相互结合很密切
,

介乎基础学科与工程学科之间
。

它主要

以物理学 为基础
,

特别是以物理学中的原子与分子物理为基础
,

着眼于微观机理
,

提出模型
,

进行计算和实验
,

研究和解决近代工程技术和力学中提出的实际问题
,

故称为物理力学
。

物理力学作为一门新的力学分支
,

在国外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过
,

只是在一些不同的学科

中
,

如热物理
、

流体物理
、

化学物理
、

固体物理等
,

附带地迸行一些物理力学问题的研究
。

国外甚至有人不同意提物理力学这个名称
。

我们认为
,
明确提出与不明确提出

,

集中进行与

分散进行
,

效果就很不一样
。

明确提出
,

集 中进行
,

见效当然就会快一些好一些
。

我们把这

些分散进行的研究课题和结果汇集起来
,

加以组织
,

综合提高
,

在明确为生产技术服务的思

想指导下
,

充分运用近代物理学的成就来解决力学问题
,

是符合多快好省的路线的
。

而实际上
,

不论核爆炸试验
、

卫星上天
、

火箭和导弹飞行等尖端科学技术中
,

都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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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
、

高压
、

超高温
、

超高压等极端条件下的材料和介质问题
,

都很需耍物理力学来加以解

决
,

都耍求迅速建立和发展物理力学
。

这对于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有实际意义的
。

二
、

当前的主攻方向与重点裸题

当前国际科研和生产突践中提出了很多高温高压方面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

例如
,

在核爆炸试验的研究 中
,

迫切耍求提供介质在高温高压下的性质和状态方程的科

学资料
,

特别需要从几十万到一千万大气压
一

下金属和岩石等固体的状态方程
。

在空 中核爆炸和高速飞行技术 卫星上天
、

火箭和导弹飞行 中
,

有一些过程是在高温

的情况下进行的
。

为了很好解决这些问题
,

必须对气体在高温高压下的状态和性质进行研究
。

在上述问题 中
,

同时还需要计算固体
、

液体
、

气体在高温高压下的辐射吸收系数
。

在很多军事技术和工程技术中
,

耍研究高级炸药的爆震过程
,

需耍知道温度约为五
、

六

千度
,

压强约为二
、

三十万大气压的高压气体性质
。

在生产中亦提出了很多高温高压的问题
。

例如人造金刚石
、

立方氮化硼
、

各种石榴石单

晶等都可以在高温高压下合成
。

为了很好合成这些材料
,

也需要解决一些高温高压的问题
。

有些相邻的分支学科
,

在新近的研究工作中
,

也需耍物理力学的协作
,

提供有关高温高

压的资料
,

如爆炸力学
、

地震力学
、

地质力学
、

岩体力学等都需耍岩石和金属方面的状态方程
。

又如在研究气体激光与等离子体动力学过程时
,

需要了解弛豫过程的机理
,

在天体物理的

研究中
,

也遇到大量的高温高压介质的辐射性质问题
。

强光 如激光与 光 对固体的破坏机理

向题 目前已提到 日程上来
,

其中也需耍 了解强光射到固体上所引起的高温高压状态变化规律

目前
,

根据国防
、

科研和生产实践中提出的有关高温高压问题及力学学科发展的需耍
,

并根据已开展的工作和研究队伍的实际情况
,

可姚考虑提出以高温高压介质的物理性质和状

态变化规律作为主攻方向
,

重点研究下列四个重点课题
。

高温高压固体状态方程与相变

主要内容 金属的高压状态方程 岩石的高压状态方程 金属的高

温高压状态方程 相变 静态和动态高压设备及实验方法的建立
。

高温气体的性质

主耍内容 平衡性质 输运性质 弛豫过程
,

可结合气体激光动力

学过程中的弛豫问题进行研究 高温气体化学反应动力学问题 高温气体中的

冷凝问题 实验方法与激波实验设备的建立
。

。

辐射与固体
、

液体
、

气体的相互作用

主要内容 固体的辐射吸收系数 液体的辐射吸收系数 气体的辐

射吸收系数 强光与固体的相互作用 有关突验方法的建立 如大功率大能量

激光器
,

硬 射线与软 射线实验设备的建立等
。

高压气体的性质

主耍内容 高压气体的状态方程 高压气体的化学平衡与反应动力学
。

这

两项内容均可结合凝聚体炸药的爆震性质进行研究
。

物理力学中需耍研究的重要问题还很多
。

例如
,

临界状态和超临界状态的性质问题及固

体的强度问题等
。

但由于 目前在这方面的理论基础 还 很 不 成熟
,

研究方法也尚未建立
,

耍

完全按物理力学的要求来加以解决
,

不是短期内所能实现的
。

因此
,

暂不列为当前的重点课

题
,

可由有关的相邻学科
,

如原子与分子物理
、

固体物理及固体力学去进行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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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意见是一些同志讨论后初步提出的
,

可能不全面
,

特写在这里供进一步进行调查研

究和讨论时参考
。

三
、

物理力学的物理基础

前面讲过
,

物理力学主要以物理学为基础
,

特别是以物理学中的原子与分子物理学为基

础
。

实际上
,

从微观结构出发
,

综合得出介质的宏观性质
,

力学工作者在这方面首先遇到的

困难
,

主要不是由微观性质到宏观性质的统计力学工作
,

而是没有足够准确的微观数据
。

我们知道
,

介质总是由大量原子或分子组合而成的
。

介质的宏观性质与组成介质的原子

或分子的微观结构及原子之间或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

原子与分子的微观结构需要由它

们电子的波函数来描述
。

研究原子间或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时也首先需要知道它们的波函数
。

因此原子与分子的波函数计算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工作
。

有了波函数以后如何从波函

数出发求出原子之间与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势
,

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工作
。

研究高温气体时
,

需要研究高温气体中的原子与分子状态及碰撞过程
。

研究高压气体的

性质与物态方程时
,

需要从波函数出发研究分子间的近距离相互作用势
。

研究高压固体的物

态方程时
,

需要从固体的原子结构与电子结构出发来研究高压下的状态变化
。

研究高温高压

介质的辐射性质时
,

需要计算原子与分子中的状态跃迁几率
。

研究和解决上述这些问题
,

是十分艰亘和繁重的任务
。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

将为物理力

学的发展打好基础
,

将大大促进它的发展
,

加快有关尖端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
,

因而是十分

重耍的任务
。

我国过去在原子与分子物理方面开展的工作此较少
,

针对物理力学的需耍进行

的工作则更少
。

我们现在逐步认识到原子与分子物理在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中的重大作用
,

今

后应当采取措施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特别是要针对物理力学和其他学科发展的需耍
,

有

计划有步骤地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四
、

采取有效措施
,

加速发展物理力学

我国在物理力学的建立和发展上
,

已进行 了不少工作
,

也已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

年

月曹在北京举行第一次
“

原子与分子物理及物理力学学术座谈会
” ,

报告了科研成果
,

交流了

学术思想
,

总结了当时十年来建立和发展物理力学的经验
,

明确指出原子与分子物理是发展

物理力学的主要基础
,

为了更好地发展物理力学
,

必须加强原子与分子物理的研究
,

需要有

关的物理学工作者参加工作
,

与有关的力学工作者配合起来共同努力
。

这次会议特别把 “ 原

子与分子物理 ” 及 “ 物理力学 ” 两门学科联合起来举行
,

其 目的就在这里
,

也可以说是这次

会议的特色
。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好办法
。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

不论从人员数量或机构的规模来说
,

这两门学科都比较薄弱
,

且专

业队伍长期不够稳定
。

今后应加强领导
,

统筹规划
,

分工协作
,

合理布局
,

建立一些必耍的

研究据点
,

逐步扩大专业队伍
,

还应建立必要的实验设备
,

如静
、

动态高压设备
,

高温气体的

实验设备
,

强光源 激光或 光 的实验设备等
。

这些都是保证重点课题开展工作的必要措施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中国人民有志气
,

有能力
,

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
,

赶上和超过世界

先进水平
。 ” 只耍我们认具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工作
,

一定能闯出

一条 自己发展物理力学的道路
,

较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

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

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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