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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作用动力学基础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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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优化原有的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模型。方法 在原有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模型的基础

上，提出环境适应性、环境响应性、变化重复性等3 个概念，修改蠕变动力学理论模型的假设2。结

果 形成了由8 个定义、2 个假设组成的更加完善的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模型。结论 新的环境作

用动力学理论模型涵盖了蠕变动力学理论模型和原有的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模型，应用范围得到

大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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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ptimize intrinsic theoretical model of dynamic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Methods
Based on intrinsic dynamic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three new idea were put forward，including the environment
adaptability of object，responding to environment of object and changing repetition of object, and assumption 2 of the
intrinsic dynamic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was amended. Results A new theoretical model of dynamic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was formed which was constructed of 8 definitions and 2 assumptions. Conclusion The new
theoretical model of dynamic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includes creep dynamic model and intrinsic dynamic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and its application scope get to greatly 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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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模型发表后，有不少同行追

问变化进程、活化粒子和假设二中对数时间导数的物

理意义等问题。经过深入思考，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

模型的方程中四个相乘项（σ，W（T），1/（1+t），（1-P

（t，T）））存在以下的物理意义。

1）环境作用σ。在蠕变过程中，环境作用σ是应

力、应变或位移作用，可以看成蠕变物体所处拉压环

境对蠕变物体的作用。蠕变过程可以看成蠕变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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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过程，蠕变可以看成蠕变物体长度特征的变

化。物体性能特征变化总是在一定内部或外部环境

条件下产生的，环境条件不同，物体变化的速率和规

律不同。

2）活化粒子浓度W（T）。在蠕变过程中，组成物

体的活化粒子在蠕变作用σ下，产生位置变化。事

实上，蠕变物体所有粒子中，只有活化粒子对蠕变作

用σ产生响应，非活化粒子并没用对蠕变作用σ产

生响应。如果活化能级很低，那么物体所有粒子都

可能是活化粒子，这样物体所有粒子都会响应环境

的作用。

3）1/（1+t）。最初引入对数时间导数，是为了和

实验结果相符合，因为在实验中发现，对数时间观测

到的蠕变量相等。现在可以这样解释：物体承受σ

作用的过程中，会逐步适应σ作用，相对物体来说，

σ作用随时间减小了，代价是物体在σ作用下发生

了形状、性质的变化。就像人在新环境（如高原等）

总要适应一段时间一样。物体在σ作用下，也会改

变自身性质、形状，减小作用σ的强度，逐步适应这

个作用。

4）（1-P（t，T））。在蠕变过程中，组成物体的活化

粒子在蠕变作用σ下，产生位置变化，到达最终位置

的粒子，将不承受蠕变作用σ，只在最终位置的附近

做热运动，对变化速率没有贡献。对于不存在最终位

置的变化过程，可以看成没有已经发生变化的粒子，

按照定义，P ≡0。

笔者认为：可以将物体变化的上述四个特征引入

蠕变动力学理论模型，通过适当的扩充概念，可以扩

展该模型的适用范围到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生物变

化，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描述物体宏观性能变化的

模型——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模型。

1 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模型

1.1 基本观点

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模型认为物体由大量粒子

组成，是孤立的平衡系统。每个粒子存在变化和未变

化两个状态。按照统计物理的等几率原理，粒子的微

观状态满足确定的最可几分布：

能级ε1，ε2，…，εl，…；简并度w1，w2，…，wl，…；

粒子数 a1，a2，…，al，…。

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模型还认为物体宏观的形

态和性质的变化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作用下产生的。

1.2 环境作用

定义1：在物体的变化过程中，影响变化过程的独

立、有效的作用的积，称为环境作用σ。包括表面挥

发作用、外部应力作用、内部扩散作用、内部质量作用

作用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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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这里的环境作用包括物体内部的环境

作用和物体外部的环境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物体外部

的环境作用。

环境作用σ可以是时间和温度的函数，也可是恒

定的常数，还可以随变化度量值 I或变化进程P变化。

1.3 环境适应性

定义2：在物体的所有宏观变化过程中，物体通过

改变自身的结构、性能，减缓环境作用对物体的作用

强度的现象，叫做物体的环境适应性 S。物体的环境

适应性S可以用式（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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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为时间。当不存在环境适应性时S≡1；当

存在环境适应性时，S可以近似用1/（t+1）表示。

物体的环境适应性S与特定的物体和特定的环境

作用有关。同一物体对有的环境作用存在环境适应

性，对有的环境作用不存在环境适应性，需要针对具

体的变化过程确定。多数物体对多数环境作用存在

适应性，特别是生物体，一般都存在很强的环境适应

性。正是生物体的这个环境适应性，成为达尔文进化

论的生物进化的动力。

部分非生物体的环境适应性依然存在。如拉伸

金属的冷作硬化，就是对拉伸作用的一种适应；固体

材料的蠕变，减缓了外部应力、应变作用，就是对外部

应力、应变作用的适应。

1.4 环境响应性

定义3：组成物体的所有粒子中，在环境作用下部

分或全部粒子产生相应变化的现象，叫做物体的环境

响应性U。物体的环境响应性U可以用式（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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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T）为活化粒子浓度。物体所有粒子都

响应时，物体的环境响应性U ≡1；只有部分粒子响应

时，物体的环境响应性U等于活化粒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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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环境作用于物体上时，组成物体的所有粒子

都会响应这个环境作用。如力作用于自由物体时，组

成物体的所有粒子都会产生加速度。另一些环境作

用于物体上时，组成物体的所有粒子中，只有部分粒

子会响应这个环境作用。如常温环境下塑料的热老

化过程中，只有能级很高的极少数塑料分子，才会分

解老化。当组成物体的所有粒子都响应环境作用时，

相当于全部粒子都是活化粒子，W（T）≡1。

1.5 活化粒子浓度

定义4：粒子能级εn高于某个特征能量值Ep的粒

子称为活化粒子。

假设1：组成物体的所有粒子中，能够产生物理化

学变化的活化粒子的特征能量值Ep，由与温度无关的

E0和与温度有关的ET两部分组成。可以用一个函数

来描述温度有关的ET，函数的自变量为热力学温度，

它与组成物体的粒子间相互作用有关，可以通过实验

数据确定。作为一个近似的估计，ET可以用温度的二

次函数表示。即：

Ep=E0+ET≈E0+fT 2+gT （4）

式中：g，f为常数；T为热力学温度；Ep为特征能量

值；E0为Ep中与温度无关的部分；ET为Ep中与温度有

关的部分。

定义5：组成物体的所有粒子中，活化粒子数N0占

总粒子数N的比，称为物体的活化粒子浓度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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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粒子浓度与温度有关，可以通过统计物理进

行计算。式（6）可以近似表示固体、液体、气体的活化

粒子浓度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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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变化重复性

定义6：组成物体的所有粒子中，已经发生变化的

粒子数占所有粒子数的比，称为物体的变化进程。简

称变化进程P，它是一个0～1 之间的无量纲数。所有

粒子都未发生变化时，变化进程P=0；所有粒子都发生

变化时，变化进程P=1；部分粒子发生变化时，变化进

程P在0和1之间。

变化进程P的重要性在于：相同活化粒子浓度可

能具有不同的变化速度。因为随着变化的进行，活化

粒子中有一部分已经产生了变化，这些粒子对变化速

率是没有贡献的，只有未产生变化的活化粒子，才对

变化速度产生影响。

变化进程P是一个微观量，难以测量。一个具体

的物理化学变化过程，只能用一个宏观的物理量来

描述变化进行的过程，这个物理量必须与变化进程P
相对应。

定义7：组成物体的所有粒子中，与变化进程P成

线性对应关系的宏观物理量，称为物体的变化度量

值。简称变化度量值 I，即：

I（t，T）= K×P（t，T）+C （7）

式中：C，K为常数。

定义8：组成物体的所有粒子，在环境作用下单次

或多次产生变化的的现象，叫做物体的变化重复性Q。

组成物体的粒子，有的只能产生一次变化，有的

可以无限次产生变化，这将影响活化粒子浓度的大

小，需要区分。

当组成物体的所有粒子只能产生1次变化，如氯

酸钾分解成氯化钾和氧气的变化过程中，氯酸钾分子

只能变化1次，这时物体的活化粒子中未发生变化部

分的浓度可以表示为：

Q（t，T）=1-P（t，T） （8）

当组成物体的所有粒子可以无限次产生变化

时，如组成物体的一个粒子在环境作用下产生位置

移动，这个粒子的位置移动可以产生多次，相当于P
（t，T）≡0。这时物体的活化粒子中不存在发生变化

部分，故Q（t，T）≡1。物体的变化重复性Q可以用式

（9）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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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无限次产生变化的物体Q≡1，只能产生1次

变化的物体由式（9）确定。

1.7 环境作用动力学方程

假设2：在物体的宏观变化过程中，物体的变化进

程P对时间 t的导数，与环境作用σ、物体的环境适应

性S、物体的环境响应性U、物体的变化重复性Q的积

成正比。即：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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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t）×U（T）×Q（t，T）×σ （10）

式中：j为比例系数，同时平衡量纲。

2 理论模型的应用

2.1 应用特点

环境作用动力学的应用范围为：由大量微观粒子

封先河 ：环境作用动力学基础及应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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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物体，在影响物体变化过程的有效环境作用

下，变化过程的定量描述。

针对具体的物体和环境作用，首先应该确定物

体变化过程中物体的环境适应性、物体的环境响应

性、物体的变化重复性等特征，对式（2），（3），（9）作

出选择。然后选择描述物体变化过程的变化度量值

I，并确定环境作用σ和式（7）的具体函数。确定环境

作用σ时，应考虑到环境作用σ可以是时间和温度

的函数，也可以是恒定的常数，还可以随变化度量值

I或变化进程P变化。确定式（7）的具体函数时，应考

虑到变化开始时的变化度量值 I和变化结束时的变

化度量值 I。
最后，带入式（10）得到常微分方程，求解得到变

化度量值 I。对于简单的变化过程，可以得到函数通

解，由具体的实验数据确定通解系数；对于复杂的变

化过程，只能得到数值解。

2.2 外力F作用下物体的运动

以物体的速度 v为变化度量值，环境作用σ为外

力F。组成物体的全部粒子对外力作用都产生加速

度，U≡1；粒子可以无限次产生速度变化，Q≡1；物体

对外力作用不存在适应性，S≡1。应用式（10）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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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j=1/m，σ=F，dV/dt=a，有：

F=m×a （12）

2.3 双分子基元化学反应

以生成物浓度CC为变化度量值，环境作用σ为质

量作用，即两分子浓度的积CA·CB。物体对质量作用

不存在适应性，S≡1。假定组成物体的全部粒子可以

无限次产生反应，故Q ≡1；应用式（10）有：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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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j=1，dCC/dt=v，，并代入式（13），有：

v=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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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组成物体的全部粒子只能产生1次反应，故

Q=1-CC/K。应用式（10）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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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j=1，dCC/dt=v，并代入式（13）。有：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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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由式（7）决定。式（14）与化学动力学双分

子基元反应速率方程一致，式（14）在反应初期与式

（14）近似，后期存在差异。

3 结论

环境作用动力学能够描述宏观物体在环境作用

下的变化过程，物体仅限于由大量微观粒子组成的宏

观物体，变化过程不仅限于物理变化过程和化学变化

过程。

宏观物体在环境作用下的变化过程，虽然极其复

杂，但只要能够准确描述宏观物体所受的环境作用，

确定宏观物体变化过程的3个特征（物体的环境适应

性、物体的环境响应性、物体的变化重复性），就可以

应用环境作用动力学描述其变化过程。

新的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模型涵盖了蠕变动力

学理论模型和原有的环境作用动力学理论模型，动力

学方程的物理意义更加明确，方便人们针对具体的变

化过程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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