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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theory and new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stress and internal deformation. Mechanical stress - strain relationship of theory about "force is di-

rectly proportional to change form" theory view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idea is: "take time is pro-

portional to the square of the deformation and force,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role of quality". 

Stress-strain theory belongs to a kind of specious theory, it covers the r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ess and deformation law of misleading people to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research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From a new theory, reveals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ess and defor-

mation law, is a big breakthrough in the field of basic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this breakthrough will brings a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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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完善了一种内应力与内变形之间关系规律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力学的应力-应变关系

理论关于“力与变形成正比”的理论观点是不正确的，正确的理论观念是：变形与力乘时间的

平方成正比，与作用质量成反比”。应力-应变理论属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它掩盖了应力

与变形之间的真实关系规律，误导人们在实际问题研究与解决中走向误区。新理论去伪存真，

揭示了应力与变形之间的真实关系规律，是基础理论及其应用技术研究领域的巨大突破，这

一突破必将带来了一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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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应力-应变[2]理论主要表达应力与变形之间的关系规律，但力学的应力-应变理论并不能

表达应力与应变之间的客观关系规律，只能属于描述应力与应变之间关系规律的一种具有很

大缺陷[2]性的定量学说。 

应力-应变理论的产生，最早始于 17 世纪 80 年代[6]。应力-应变理论产生的基础并不是

客观规律，而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叫参数引入法。最早应用参数引入法建立力学公式的

是牛顿：1666 年，牛顿应用参数引入法[1]建立了万有引力定律及其公式。但牛顿在应用参数

引入法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推导，并应用了开普勒恒星运动三定律[1]。尽管万有引力定律基

本上比较接近客观规律，但还是不能准确表达两者之间关系变化与作用之间客观关系的本质

规律。1678 年，英国科学家胡克根据参数引入法建立了胡克定律[2]。胡克定律是最早涉及作

用与变形关系的定量理论，构成了应力-应变理论发展的理论基础。可惜的是，胡克定律并没

有什么理论推导，完全是套用参数引入法建立的一种定律：“弹性力与弹性位移成正比”，规

定了一种不能准确表达弹性变形与其控制作用之间关系规律的定量假说，并不构成真正的科

学理论。 

根据胡克定律，人们结合试验，建立了应力-应变理论。应力-应变理论实际上就是胡克

定律的一个翻版：“力（只）与变形成正比”。18 世纪，以应力-应变理论为核心的应用力学理

论基本完善[6-11]，19 世纪、20 世纪，以应力-应变理论思想为核心的应用力学理论形成了许多

分支，当前还在发展。 

应力-应变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力学关于应力与应变之间关系规律描述的定量学说，其

数学表达式是 

L

x
EE   。  

式中，x 表示变形量；σ 表示应力； 表示应变；E 表示弹性模量； L表示变形体在变形前的

的原长度。 

自从应力-应变理论产生以来，该理论一直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可颠覆的理论，

一直在应用。结构力学将应力应变理论称为本构理论，应力-应变之间的力学关系被称为本构

关系[3]。然而，这个被应用了 300 多年历史的应力-应变理论竟然包含严重缺陷，根本不能构

成真正的科学理论。这个说法在当今力学界引起了骚动，人们议论纷纷，产生了一大批坚守

传统力学思想方法的大科学家，也产生了一批尊重客观规律的维新者。 

事实上，人们并不清楚应力-应变理论是对是错，人们坚守的只是应力-应变理论的参数引

入方法。在实际生产或科研中，遇到问题做做实验，不用动太多脑筋，根据应力与应变式获

得一个参数，就用于解决问题，至于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了，就不考虑了。如果谁有疑问，

那就让他去问早已经去世的胡克或别的科学家把！ 

针对当前应力-应变理论缺陷和当前两种学派的争论，本文在进一步通过各种实际观测和

大量实验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理清了应力-应变理论缺陷的关键内容，并通过实例与方法对比

向人们展示了应力-应变理论在实际问题解决中的不适用性，同时建立了新的内应力与内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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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关系规律研究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从而给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春

天，为人类科学发展带来了又一次大飞跃、大革命。 

2．当前应力-应变理论的缺陷 

自从应力-应变理论产生以来，该理论一直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覆不破的真理。

然而，这个被应用了 300 多年历史的应力-应变理论竟然包含严重缺陷，根本不能构成真正的

科学理论。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悍然的事情，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然而，事实终归是事

实，不愿接受也得接受。 

让我们从基本认识与核心理论两个角度来审视应力-应变理论缺陷如下： 

2.1. 基本认识缺陷之处 

应力-应变理论的基本认识是：“力与变形成正比”。其实，“力与变形成正比”的思想并不

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思想，而是包含对客观规律缺乏完整认识的片面认识思想。即，“力与变形

成正比”思想包含的缺陷有如下两点： 

ⅰ、说“力与变形成正比”，就等于说“力是由变形产生的”，等于说“因为产生了变形，才

产生了力”。力不是由变形产生的，而是由作用现象产生的。作用是现象，作用现象的量叫作

用量；力仅代表单位时间产生的作用量或瞬间作用量[7]。作用量是度量作用现象的量，力是

度量作用现象的单位量或瞬间量。变形现象由作用现象导致生成，作用量与变形量直接对应，

力与瞬间变形量对应，力与变形量不是直接相互对应关系。 

ⅱ、认为“力与变形成正比”，表现出在其意识中对“力、作用量、作用现象”三个概念含混

不清，并且对作用、作用量和力与变形之间的统一关系规律认识模糊不清。 

力是单位时间产生的作用量，代表瞬间作用量，它并不代表作用现象的量，所以，不能

将力看作是作用量。力只产生瞬间变形量，作用量才能使变形量越来越大。说“力越大，变形

量就越大”或 “力与变形成正比”是不完整的，应该说“力越大，瞬间变形量越大”或“瞬间变形

量与力成正比”。因为，力虽然小，但其代表的作用是长久作用现象，其相应产生的变形量却

较大；力虽大，但因作用是短暂的一瞬间，其相应的变形量也并不一定很大。“力（只）与变

形成正比”思想的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没有搞清楚作用、作用量和力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

统一。当人们搞清楚了力、作用、作用量是三个不同概念时，自然而然就不再认为“力（只）

与变形成正比”了，就会清楚认识到：“变形量与力成正比，同时还与作用时间的平方成正比”。 

“变形量与力成正比，同时还与作用时间的平方成正比”，这才是构成作用与变形关系理论

的基本理论观念，“力（只）与变形成正比”思想不完全正确。 

2.2. 核心理论缺陷之处 

应力-应变理论的基本思想与认识确定了其核心理论与公式。应力-应变理论的理论核心

是：“应变产生了应力，应力与应变之间存在直接的定量关系函数式”，在此核心理论思想指

导下产生了其最基本的理论公式即核心公式： 

L

x
EE max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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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axx 表示变形量；σ 表示应力； 表示应变；E 表示弹性模量；L表示变形体在变形前

的原长度。 

自从作用学[5]基本理论体系产生之后，经过多年的实际观测研究和工程实践以及大量的实

验研究结果证明：应力与其产生的变形位移之间的一般关系规律是 

dtdt
E

x
t t f

  











0 0 


。            (2) 

式中，x 表示应力作用点的变形位移量；σ 表示应力； fE 代表度量应力作用点可变形或可位

移性质的物理量； t代表作用和变形的持续时间。 

由于应力-应变关系理论公式 1 中的应变量 与式 2 中的变形位移量 x 值是相等的，所以，

两个式子之间存在可联立关系，即 

dtdt
E

x
L

x

E

t t f

  











0 0

max




 。  (3) 

式中， maxx 表示受作用和变形试件的最大变形位移量，如伸长量、缩短量。 

根据理论推导和观测、实验论证研究发现，在特定问题研究中，度量应变点性质特征的

参数 fE 可以用应变来代替，即，有时函数式 

L

x
E f

max                     (4) 

成立。可见，应变的实际属性只是一种参数，它并不等于内应力产生的相应变形位移。将式

(4)代入式(3)，则有 

dtdt
L

x

E

t t

  









0 0

max




。           (5) 

将式 5 进行二次微分，得 











 fE

L

x

dt

d

E
 max

2

21
。 

显然，应力的二次微分等于 0，此式不成立，客观上不存在，说明式(3)不成立。可见，应力-

应变式是一个很荒唐的函数。 

通过实验和实际问题研究检验证明：新理论公式式（2）总是成立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该式总是适用；而应力-应变关系式  E 总是不成立。应力-应变关系式在检测中为什么表

现不成立？关键在于三点：一、认为应力与应变之间存在对应相等关系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

二、认为应变即内变点位移只与应力成正比，与时间没关系，这是错误认识；三、错误运用

参数引入法，不考虑客观实际规律，脱离了实际。 

目前，国内外关于作用与变形之间关系规律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以应力-应变理论为代

表的应用力学基础理论[7]。这些应用力学基础理论存在很大片面性甚至错误性缺陷，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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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表达应力与应变之间到底存在怎样一种客观统一关系规律，根本不能正确表达作用与

变形之间的统一规律。作用与变形之间的关系涉及物质、空间、时间、物体、作用现象、变

形现象、运动变化现象之间的统一关系规律，涉及关系变化问题，还涉及作用现象和变化现

象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问题，但当前的力学理论不包含这些统一和对立统一关系规律。应用

力学理论掩盖了许多关于作用与变形之间的客观统一关系规律，构成了阻碍人们正确解决实

际问题的重大思想障碍，并且确定了一种解决变形问题的错误方法，构成了阻止人们选择解

决实际变形问题正确方法的行为障碍，在很多实际问题解决中不仅没有适用价值，而且构成

了无形的阻力。 

3．内应力与变形之间关系规律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 

针对应力-应变理论掩盖了许多关于作用与变形之间的客观统一关系规律、构成阻碍人们

正确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与方法障碍的缺陷，本文提供了一种内应力和内变形之间关系规律

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 

本文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3.1．对向挤压条件下材料变形规律的研究方法 

如图 1 所示，对向挤压变形以变形试件的中心为核心产生。变形试件中只有核心点 O 为

不变点，没有位移，其它各点都有变形位移，并且，位于不同位置处的各个点的变形位移都

不相同，但都是按照一定规律分布的。 

图1 对向挤压变形规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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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作用条件下都有哪些规律？这里结合图例进行一一说明如下： 

3.1.1．压缩位移规律 

如图 1 所示，点 P 在压缩作用下产生的压缩位移为 

dt
dtE

x
t t pm

  











0 0
max




。      3-1 

式中， maxx 表示点 P 的压缩位移量； pmE 表示点 P 的压缩虚度； 表示点 P 受的压缩应力，

S
F1 ；S 表示压缩作用力的作用面面积； 表示产生应力的作用质量，

S
m ；m 表示

产生作用力 1F 的作用物体的质量。 

点 P 的压缩虚度 pmE 是压缩变形体内的最大压缩虚度值，它与力学的压应变的概念相当，

即 


L

x
EPm

max2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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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表示力学中的压应变。 

通过理论研究和反复实验证明，位于点 O 与点 P 连线上、介于点 P 与点 O 之间的各点，

其压缩虚度与点 P 的压缩虚度之间的关系式为 

PmP E
L

l
E 










2
1 。               3-3 

式中， PE 表示位于 PO 线段上任意受作用点的压缩虚度； PmE 表示作用点 P 的压缩虚度； L

表示试件的原有长度； l 表示 PO 线段上任意一点与 P 点之间的距离。其中，比值 Ll2 被叫

做抗压缩性质的位置变化系数，记为 P ，即 

L

l
P

2
 。                        3-4 

从 P 点向 O 点传递，压缩应力 中的虚应力由  PmF E 变为 


L

x

L

l
E

L

l
E PmPF

max22
1

2
1 

















 3-5 

在 PO 线段上的任意点的压缩位移量为 

dt
dtE

L

l
dt

dt
x

t t
Pm

t t
F

   


























0 00 0

2
1







  3-6 

式中， x表示任意点的压缩位移量。当 0l 时，变形点的压缩位移取得最大值，相应，压缩

虚度取得最大值；当
2

Ll  时，压缩位移取得最小值，相应，压缩虚度取得最小值。 

在 P 点与 O 点之间，位于 PO 线段周围的各个试件内部受作用点，其压缩变形量可以根

据式 3-6 进行计算分析。即，介于过质心 O 点的横断面与 P 点所在的外作用断面之间，试件

内部任意点的压缩位移量是 

dt
dtE

L

l
dt

dt
x

t t
Pm

t t
F

   


























0 00 0

2
1







 。 

研究压缩变形，可以不考虑对向挤压作用，但必须考虑过试件质心的横断面两侧区域各

自的压缩变形情况。在过试件质心的横断面右侧，即，介于 O 点与 Q 点之间，试件内部任意

受作用点的压缩位移量为 

dt
dtE

L

l
xx

t t
Pm

  














 


0 0

2
1




。 

式中， l表示试件内任意受作用和位移点与对向挤压作用面即 Q 点所在的外作用面之间的垂

直距离。由于对向挤压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所以，作用于 P 点的应力与作用于 Q 点的应

力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3.1.2．拉伸位移规律 

在压缩作用控制下，在垂直于压缩作用方向上，试件产生拉伸变形或膨胀变形。最大拉

伸位移点位于过质心 O 点且过 M 和 N 点的横断面与试件侧面的交线上，最小拉伸位移点位



HANSPreprints                                             NOT PEER-REVIEWED 

汉斯预印本                  未经同行评审 

 

7 
 

HANS PrePrints | https:// doi.org/10.12677/HANSPrePrints.2017.21025. | CC-BY 4.0 Open Access | rec: 18 September 2017, publ: 19 September 2017 

 

于试件质心。试件中内应力作用点的可拉伸性质度量值被称为拉伸虚度。拉伸虚度、应力、

拉伸位移三者之间的关系式为 

dt
dtE

y
t t

L

  









0 0

 




。            3-7 

式中， y 表示拉伸位移； LE 表示应力作用点的拉伸虚度； 表示拉伸应力； 表示产生应力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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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b

d c

b

cd

a

'

''

'
N

M

P Q

'

'

''1 F2

O

N

M

N

M '

'

y

R

R'
1x

G

b

max最大拉伸位移
y
max

图2 过质心的横断面示意图

初始侧面

终止侧面

剖面线
横断面即过质心横剖面

 

如图 2 所示，试件是圆柱形的，垂直于外力作用方向线试件的横断面的半径是 R ，在过

试件质心的横断面上的拉伸应力作用点 G 与试件质心之间的距离为 b，那么，该点的拉伸虚

度为 

LmLy E
R

b
E  。 

式中， LyE 表示垂直于外力且过质心的横断面上任意受作用点的拉伸虚度； LmE 表示试件中的

最大拉伸虚度， 

R

y
ELm

max ； 

式中。 maxy 表示变形试件体内的最大拉伸位移；b 表示位移点 G 与质心点 O 之间的距离。比

值 Rb / 被称最大垂向拉伸断面上拉伸虚度随位置变化而变化的变化系数，即 

R

b
y  。 

在作用方向上，拉伸虚度也随着内应力作用点与外力作用面之间的距离变化而变化，其变化

规律由公式 

L

l
x

2
  

确定。式中， L表示试件的原有长度； l 表示拉伸位移点与外力作用面之间的距离。 

试件内任意点的拉伸虚度为 

LR

bly
E

RL

bl
EE LmLmyxL 2

max22
  。  3-8 

试件内部任意点的拉伸位移为 

dt
LR

dtbly
dt

dtE
y

t tt t
L

   


















0 0 2

max

0 0

 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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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压缩条件下试件体内的剪切变形和内作用规律 

F
OP Q

F
τ
τ

τ
ττ

τ

τ
τ

1 2

图3 压缩变形体内的剪切作用示意图

 

在压缩作用条件下，变形体内任意质点的拉伸位移与压缩位移的合成量等于该质点的实

际位移；该质点所接受的拉伸应力与压缩应力的合量等于该质点接受的合应力。根据以上讨

论，控制试件内部任意点产生压缩位移的虚应力是 






L

x

L

l
Fx

max22
1 








 ；          3-10 

控制任意点产生拉伸变形的虚应力是 






LR

bly
Fy 2

max2
 。               3-11 

这两个虚应力都作用于同一个内部变形点，并且，两者相互垂直。因此，这两个虚应力合量

的大小为 

a
LR

bly

L

x

L

l

FyFxF





































2

2

max

2

max

2

22

2
12

    3-12 

式中， 表示试件内任意内变点的质量；a表示任意内变  的位移加速度总量。 F 是控制试

件内部任意点位移的虚应力合量。 F 在剪切变形方向上的分量为 

2

2

max

2

max

2

1

2
1cos2 






























LR

bly

L

x

L

l
F 。  3-13 

式中，表示 F 的方向线与剪切方向线之间的夹角。在垂直于剪切方向上的相邻两个质点的

虚应力的分量之向量差等于在它们之间产生剪切变形的相对剪切虚应力。如果将相邻两点的

虚应力分量分别记为 iF1 和  11 iF ，那么，它们之间的剪切虚应力为 

    iiFiiFF  coscos 1111   。  3-14 

剪切点的剪切位移为 

    
dt

dt

dt
dt

l

t t iiFiiF

t t
F

 

 








 














0 0

1111

0 0

cos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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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剪切只是一种变形体内的质点关系变化现象。在对向相等的压缩作用条件下，物

体变形主要表现为物体内受作用点相对于质心的位移或关系变化现象。 

3.1.4. 压缩试件内的张裂变形和内作用规律 

在等力对压作用控制下，在受压缩试件中的张裂变形轨迹由拉伸应力和材料的可变形性

质两种因素控制。根据上述式 11，控制压缩变形试件体内任意点的拉伸应力中的虚应力为 






LR

bly
Fy 2

max2
 ， 

在拉伸作用方向线上，控制任意两质点之间分裂的虚应力等于两质点虚应力之向量差。即，

假设两质点各自的虚应力分别为 jFy 和  1jFy ，那么，两质点之间的分裂位移与差量 

  j1j FyFyFy                 3-16 

直接相关。即任意两质点之间的分裂位移即距离增量为 

 
dtdty

t t FyFy

 





















 




0 0

j1j




。   3-17 

这个分裂位移构成了张裂变形量。 

可见，在过质心、垂直于压缩作用方向线的切面上，位于质心同侧的两个质点，在作用

控制下的分裂位移较小，但初始距离越远，分裂应力越大，分裂位移越大；位于质心两侧的

两个质点之间的分裂位移较大，并且，它们的初始距离越大，它们之间的分裂位移就越大。 

3.2. 不等力压缩或拉伸作用条件下的变形研究 

图4 单向垂直压缩试验示意图  

如图 4 所示，圆柱形试件在垂直向下的单向压缩作用控制下变形，其变形特征类似于等

力对压条件下的变形特征。其原因在于：在该受压条件下，受压试件所受的垂向压力与对向

阻力只差一个常量，该常量为 mgC  ，式中，m 表示试件的质量，g 表示重力加速度。所以，

压缩变形量除了具备等力对压下的压缩变形特征外，整体还产生位移，其位移量等于压缩变

形总量的一半，其它变形规律与等力对压下的变形规律相同。 

根据这个压缩变形示例可以了解到：变形体整体的位移等于它的质心位移，其它点的位

移减去质心的位移等于其它点的变形位移。控制整体位移的作用力等于对向两个挤压作用力

之向量和。在压缩作用条件下，变形体内的压缩与拉伸变形围绕质心形成规律，反映出变形

体内受作用和变化自成体系的特性。 

如图 5 所示，杆状物体，一端垂直放在地面上平放的刚性平面物体上，另一端垂直施压，

令其产生压缩变形，其变形规律与等力对压条件下产生的压缩规律相似，差别只是：它接受

压力的一端产生压缩位移，另一端不出现压缩位移量，其它变形特性与等力对压条件下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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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特征相同。它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形特征，也是取决于它整体接受重力作用，从而使垂直向

上的压缩位移被消除。由于它相对于其质心的变形特征与等力对压条件下的变形特征相同，

所以，可以根据前面给出的等力对压变形研究方法来加以研究。作用与变形间的关系规律具

有普遍性。 

3.3. 作用中心与变形中心 

当物体表面有多点受作用时，受作用物体内的应力由各个受力点应力分配、传递、合成

而成，而且，在受作用物体内常常能够合成一个作用中心和变形中心。例如，球体受聚向作

用，其作用应力分布在球体表面，应力的作用方向均指向球心，这就形成了以球心为中心的

受作用中心和变形中心。假设球面上的应力为
0

 ，那么，球体内部的内应力为 

02

2

0 
r

r
 ，                   3-18 

式中，
0

 表示球体表面接受的作用应力； 表示球体内部任意一点接受的作用应力；
0

r 表示

球体的半径； r 表示球体内部受作用球面的半径。球体内任意一点的变形位移为 

dtdt
r

r
Ex

t t

f 



























0 0

0

2

2

0




。     3-19 

式中， x表示内变点的位移，也就是应变，是指在内应力 控制下内变点的位移量，与力学

中的应变概念完全不同，力学的应变是常量、是参数，新理论的内变点位移因应力作用点不

同而异，只是代表内变形概念； fE 表示变形体内任意应变点的虚度，即可变形、可位移程度

的特征指数，是一种随着应变点位置变化而变化的变参数。 

对向挤压作用的作用应力分布在两个受作用面上，如图 5 所示。对向挤压下也能在受作

用体内自然生成受作用中心和变形中心，也叫应力和应变中心，差别只是对向挤压下存在两

种绝缘不同的区域：压缩区域和剪出区域，但压缩区和剪出区都围绕变体中心分配内应力和

内变形。 

S 1

S 1

S 2

S 2

′

′

变形中心

压缩锥
剪出区

任意应变点

r0

r

图5 对向挤压下的应力中心和应变中心示意图  

对向挤压条件下，变形体的内应变与内应力之间的关系式也为 

dtdt
r

r
Ex

t t

f 



























0 0

0

2

2

0




，       3-20 

其内部变形规律的差别仅由表达内应变性质特征的 fE 参数来显示。 

4．应力-应变理论的弹性模量与新理论中的虚度之间的关系 

应力-应变理论的基本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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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L

x
EE  max ， 

而新理论的基本公式为 

dtdt
E

x
t t f

  











0 0 


。 

据此得到弹性模量与应力、变形之间的关系式 

E
dtdt

E
x

t t f 















  0 0

。 

因此，弹性模量 E 与虚度 fE 之间的关系式为 

2

2

dt

d

E
E

f






 。 

由于应力对时间的二次微分总是等于 0，即 0
2

2


dt

d 
，所以，弹性模量 E 与虚度 fE 之间的关

系式
2

2

dt

d

E
E

f






 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 

根据以上讨论可知，在整个变形问题研究中根本不涉及弹性模量参数，只涉及力学的应

变参数或新理论的虚度参数，说明弹性模量属于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参数，完全可以将其去

除。 

5. 结论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本文完善了一种内应力与变形之间关系规律研究的新理论与新

方法。力学的应力-应变关系理论关于“力与变形成正比”的理论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完全正

确的理论观念是：“变形与作用质量成反比，与力乘变形时间的平方成正比”。应力-应变理论

属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它掩盖了应力与变形之间的真实关系规律，误导人们在实际问题

研究与解决中走向误区。新理论去伪存真，揭示了应力与变形之间的真实关系规律，是基础

理论及其应用技术研究领域的巨大突破，这一突破必将带来了一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技术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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