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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个理论中出现的新概念和新计算方法往往要通过许多讨论 作者对子文

的讨论深表欢迎 但综观全文
,

觉得它也有欠妥之处
,

现就几个问题发表个人看法如下

从论点可以看出
,

文 〔 将刚体转动和变形休转动二个概念混同起来 实质上
,

前者仅是后者的一个特例 当一个微小圆球形变为椭球时
,

通过球心各线段的转动角是

空间分布函数 二邸 曾采用线段转动角正切的积分均值作为一点转动状态 的 参

量
,

但未成功地解决转动计算 极分解定理人为地硬性假定将形变体运动分离为刚性转

动和纯形变二个先后次序 在物理概念上 线段转动和形变实质上是共生的
,

这种分解

法同时忽视了空间转动的不可交换性 这些实质性缺点使得乘积分解法提出已 近 一 世

纪
,

在应用上无甚进展

在 年论粘性流体运动的重要文献中曾提出由速度场分离转 动 的 原

理
,

并推广到弹性体位移场的应变和转动的线性和分解
,

他指出这种分解仅有当小转动时

才有几何意义 一
分解定理在 分解法的基础上采纳极分解定理的正交与对称

分解导出了三维空间转动张量和应变张量的重要结果
,

解决了力学中的一个长期难题 新

理论能够概括经典理论全部正确结论
,

而且解决了其未能解决的问题

新理论采用拖带坐标描述法
,

这是 刚体动力学的嵌含标架法在变形体力

学的合理推广 而极分解中仅用一个固坐标参考系
,

二者描述法不同
,

再之极分解定理中

的对称部份是形变张量
,

不是应变张量 文 〔 却误混在一起了

当物体作刚性转动
, 一

分解定理导出 的刚体转动公

式

一 生 〔及二一 尺 ’ 尺里一 〕
, 一 门

‘ , , ,

一 , 一 经典结果证明物体在空间作任意形式转动时
,

总有
沙 成

在已知初始条件下
,

按运动方程积分曲线可以唯一确定任意时刻的 角及转轴方位

当物体有形变发生
,

铸
,

在变形体中一点 尸 的转动角参量 由下式 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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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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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证明设以 为中心
,

取一无穷小圆球域
,

体积为 △, ,

面积为 山
,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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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几何意义说明
,

不论微小圆球变成椭球转到何种方位
,

总有定值 仅要初始条件给

定
,

根据运动方程位移函数积分结果
,

总可以唯一决定变形体中任意时刻的角参量

角度的平常定义是 弧长 习半径 在几何场论中
,

当 随体形变
,

计算线

段转动和一点邻域的转动必须进行尺规变换方能得到物理度量值 拖带坐标的张量数学

方法也可称为尺规 变换法 要注意确定张量的物理分量的正确方法应根据不

变量人手并要涉及坐标描述法
,

文 最后将平常单坐标系确定张量物理分量的标定法

用到变形体几何场论中来
,

因此得出错误结论 在简单剪切问题讨论的问题也属此列

最后
,

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
,

即最近一些研究者的工程应用计算结果都得出有成效

而和现象符合的结论
,

而采用极分解法却一直没有得出显著实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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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消息
·

第 届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第一次通知

开会地点 法国
, , 。

主 办 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

承 办 法国力学委员会 力学研究所

时 间 年 月 日一 日

内 容 包括一般力学
、

固体力学
、

流体力学等力学学科各领域的理论与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

将有 篇论文在大会上发表 其中约有一半以大字报形式进行

大会委员会邀请了一些著名科学家在会上做报告
,

开幕式上为 苏 闭幕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