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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咬文嚼字

物理学咬文嚼字之二十五

无处不在的压力

曹则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411421）

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
———铁人王进喜

5"6788 )8 #9)89,& 4）

———:;*<= >9%768

摘- 要- - 压力在中英文中都是一个比较含混的词& 中文压力对应的物理学词汇包括 #6788’67，"7,8)9,，8"6788 等，

它们有着不同的甚至含混的量纲，应用于不同的语境& 压力是所有体系都躲避不掉的因素，具有相当的正面意义：

高压物理学（!);!?#6788’67 #!@8)+8）和应力工程（ 8"6788 7,;),776),;）都是重要的学科和艺术，而能接受充满压力

（8"6788）的生活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4）- 文中我将阐明，8"6788 是一种内在的紧绷着的状态，所以此句

可译成“应力是毒药”&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A7,"*( 8"6788”被

译成精神压力，“89+)*( 8"6788”被译成社会张力，也许这句被译

成“紧绷着的状态是毒药”更合适些& 整容的朋友们应该有深切

的体会& ———笔者注

0）- 关于最小作用量原理的重要性将另文专门阐述& 我以为，物理

学应该统一地按照作用量来组织其结构，不过大家可能都注意

到了，热力学是按照能量来组织的& 为什么是这样，不解& ———

笔者注

- - 力在物理学中更多的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关于

这一点，诺贝尔奖得主 B)(+C7D，实际上还包括更早的

物理学家，多有深刻的论述［4］& 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在英文文献中还算是一种隐性的行为，比如，为一切现

象找出一个称为 E6)<),; F96+7（驱动力）的东西，将 E6)<?
),; F96+7 同要解释的现象通过动力学方程搭上联系，就

算是为问题找到了圆满的解释& 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

是，认为密度的不均匀定义了一个 E6)<),; F96+7 ! !"
!#

，

会造成物质的再分配，这就是关于扩散的基本思想，于

是就有了扩散方程
!"
!$

% ! !0"
!#0

& 其实，这里的基本思

想是说不均匀会自动变得均匀起来& 当然，实际情况下

平衡态分布常常是非均匀的，于是人们就构造出新的

E6)<),; F96+7 项和相应的概念，比如偏析（87;67;*")9,），

以图自圆其说［0，.］& 这种方式的物理研究在今天怕是难

有市场了&
力的文化在中文物理学语境中的影响，如果不

说是危害，却常常是字面上的、更直观的& 在中国，经

常听到很多好的物理系的毕业生夸耀自己学过了四

大力学，似乎力是物理学的本质似的& 相当多的洋文

词被安上了“力”的尾巴，包括引力（;6*<)"@，;6*<)"*?
")9,），摩擦力（ F6)+")9,），矫顽力（+976+)9,），表面张

力（8’6F*+7 "7,8)9,），应力（ 压力，8"6788），压力（ 压

强，#6788’67），*+")9, G 67*+")9,（ 作 用 力 G 反 作 用

力）等等& 这个字面上的小尾巴的危害，在笔者身上

的效应是，它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对问题实质的理

解& 比如，F6)+")9, 一词，它的汉译摩擦力让我关注它

阻碍或者有助于车轮运动的一面，而未能及时注意

到摩擦的材料学过程（更具体地说是电磁学过程）&
宏观上材料的磨损（ 6’HH),;），微观上的化学键断裂

和电荷的再分配，界面附近原子的重整以至发生相

变，伴随的热产生等诸多现象才是摩擦的本质& 而

*+")9, G 67*+")9, 这样对物理思想起源具有重要的哲

学层面上的意义的词，当 *+")9, 被当作作用力理解

时（夹在牛顿定律的表述中难免会如此），则完全掩

盖了物理学是按照 *+")9,（作用量，如普朗克常数）

组织的深刻内涵0）& 在各种被中文冠以“力”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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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词汇中，*4566.45、)536073 和 6)4566 是从社会生活走

入物理学的基本词汇，意思相近但它们在中英文语

境中都是相互间夹杂不清的，因此有辨析的必要-
一、!"#$$%"#- 84566.45 一词来自于按压（*45669

03:）这个动作，按照字典的解释，它首先是一种按

压、挤压所引起的感觉（1 65365 0;*4566073 21.65< =>
74 16 => 27;*4566073），这里的 0;*4566073（往里压，

印痕，引申为印象），27;*4566073（ )7:5)(54 ? *4566，
往一起压），以及 7**4566073（1:1036) ? *4566，引申

为压迫），45*4566073（按下，压下，控制），<5*4566073
（往下压，引申为压抑感），6.**4566073（ 往下压，压

制、控制住），都是和 *4566 同源的，都是一种“ 反

感”（ 1 27;*5//03: 03@/.5325），会造成不良情绪的-
除了气压（:16 *4566.45）、血压（=/77< *4566.45）这些

具体的词汇外，还有社会压力（ 67201/ *4566.45）这样

的抽象概念-
84566.45 作为一个物理学概念，有些地方给出

的解释是单位面积上的力，相应地，中文物理学教科

书将之译为压强- 压强这个中文词很妙，我猜测是有

强调其是强度量的意思，但理解为单位面积上的力

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有其不妥的地方- 让我们回顾

一下热力学的基本内容，看压强是如何引入的- 假设

我们研究一个物理体系的性质，我们认为体系直观

上的大小，即体积，是一个可加量（1<<0)0A5）：若将两

个相同的物质体系相加，其体积为子系统体积之和-
笔者个人认为，将质量可加性推给体积可加性是牛

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一大成就- 像这种具有

可加性的物理量，物理学称为是 5B)5360A5 C.13)0)>，

汉译“广延量”- 注意到，热力学是以能量为支撑点

（*0A7) *703)）组织其内容的，同体积关于能量共轭

的那个强度量（ 03)5360A5 C.13)0)>），就被定义为压强

（*4566.45），! " #（!$
!%

）所有其它广延量 ，这里 $ 的具体

性质，取决于它所依赖的所有广延量- 可见，压强

的合适身份是能量的体密度- 在初等物理课本中遇

到的将力 & 作用到面积 ’ 上之类的问题，那里的压

强也同样是能量的体密度- 可以这样理解，力 & 在

力的方向上引起虚位移 "(! ，所做的虚功为 &·"( ，

则受力面单位体积内的（形变）能量改变为 &·"( )
’·"( " & ) ’ ，就是一般所理解的单位面积上的

力-
认为压力是强制性的、压迫性的，是只看到了

问题的一面- 实际上，压力是体系存在的必要条件-
无论是一团中性的气体，还是由磁场和等离子体构

成的有限构型的 8/16;70<"），若没有外在的约束（ 压

力），就会无限分散开去- 由压力的定义可见，对于

一个物质体系，当其体积已经很小的时候，体积的微

小变动就意味着大的能量变化，说明要维持这样的

体系需要大的压力- 对一个体系施加外部压力，物质

体系并不是简单地各项同性地缩小，有时候会表现

为原子甚至电子排列方式的改变，即发生相变- 若压

力诱导的相变不是可逆的，卸去压力后材料的新物

相还 可 以 继 续 维 持 存 在- 由 此 可 见 高 压 物 理 学

（(0:(9*4566.45 *(>6026）不仅仅能研究物相随压力的

变化，它还是合成新物质、新材料的有效方法- 宇宙

中大多数物质都是处在高压状态（星体内部），因此

高压物理还是理解宇宙奥秘的钥匙- 利用金刚石对

顶砧（<01;73< 13A0/ 25//）（图 D），目前人们已经能

够实现高达 E%%F81 的静压力-

"）! 网上可见把 */16;70< 译成等离子团、等离子粒团的做法- 把

*/16;1 译成等离子体已是大不当（ 曹则贤- 作为物理学专业术

语的 8/16;1 一词该如何翻译？物理，$%%G，"E（D$）：D%G’），对待

*/16;73026、*/16;70< 等词还是应该认真一点- ———笔者注

图 D! 金刚石对顶砧，由两块加工成近似锥状的金刚石组成- 加

在较大面积的底部上有限的力会在面积较小的顶部（ 对顶到一

起）形成很大的压强

二、&#’$()’* H536073 来自拉丁语 )536.6，本意

是拉伸（ )7 6)45)2(），抻，跟压相反（ )(5 7**760)5 7@
27;*4566073）- 在日常英文中，)536073 和 6)4566 意思

接近，比如我们可以说 67201/ )536073 和 67201/ 6)4566，
都是指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个体间有强烈冲突的

社会状态- 肉体和精神长期处于紧绷着的状态，会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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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4,5)6,7"8#4 !4*9*+!45（紧张型头疼）& :4,5)6, 作

为一个物理学词汇，汉译张力，但其具有两种不同的

量纲，其意义是混乱的& :4,5)6, 的意思其一是力，单

位长度的形变所引起的内能改变& 比如一根吊起

;<= 物品的绳子，其内部的张力约为 ;1 牛顿& 在

5’>?*+4 "4,5)6,（ 表面张力）一 词 中，又 称 5’>?*+4
4,4>=8或 5’>?*+4 ?>44 4,4>=8，也叫 5’>?*+4 5">455，其量

纲却等价于单位面积上的能量& 设想一个薄肥皂泡

膜，增 大 其 面 积 要 消 耗 的 能 量，就 正 比 于 5’>?*+4
"4,5)6,& 不过，由于所有的液滴必须在一定的气压

下才 能 保 持（ 饱 和 蒸 气 压 的 概 念& 看，又 一 个

#>455’>4是存在保障的例子），所以 5’>?*+4 4,4>=8 并

不是液体自身的性质，而是由液体和它的外部环境

共同决定的，所以更确切的术语应是 ),"4>?*+4 4,4>=8
（界面能）& 表面张力的存在让带腊质的叶子上的露

珠近似呈球形，因为球形有最小的表面体积比& 表面

张力是决定液体行为的重要因素& 在地球表面上，由

于重力的存在，表面张力的存在还不是太麻烦；实际

上它还是一个可以善加利用的可爱的性质（ 图 0）&
在太空中的微重力环境下，液体的表面张力让液体

管理成为一项令人头疼的事情&

图 0- 水的表面张力（3@& ABC D B0 ）足以托起一根曲别针（ 上图，

E6F4>" G,94>56, 的摄影作品）& 许多生物，如水黾，就是靠水的表

面张力而从容地浮在水面上的（下图）

带 "4,5)6, 的 另 一 个 物 理 学 词 汇 是 电 学 里 的

4(4+">)+*( "4,5)6,，又称 H6("*=4 或 4(4+">6B6")H4 ?6>+4
（电动势），是 两 点 之 间 的 电 势 差，单 位 为 伏 特

（I6("）&
三、J">455& J">455，汉译应力，实际上和 #>455’>4

有同样的量纲，描述的是物质内部的一种因为拉伸

（同 "4,5)6, 关联）或压缩（同 #>455’>4 关联）所造成

的紧张状态& 从描述物质内部状态这一点来说，

"4,5)6,和 5">455 虽然量纲不同，但在物理图像上更接

近一些& 按照定义，!!" #（!$ % !&!"）’ ，可见应力一

般是一个 . K . 的张量，量纲为能量的体密度& 造成

5">455 的原因有体系的拉伸或压缩，相应地字面上就

有 "4,5)(4 5">455（张应力）和 +6B#>455)H4 5">455（ 压

应力）的说法，这三个词就是这样纠缠不清& 从物理

上说，应力和压力也是关联的，在静水压（!89>65"*")+
+6B#>455)6,）时，!!" # ("!"，其 中 !!" 是 应 力 张 量

（ 5">455 "4,56>），( 是 静 压 力，"!" 是 L>6,4+<4> 符

号&［M］

材料体系能经受多大的拉伸应力是材料性能的

重要指标& 拉伸一个材料，在初始时随着形变的增

加，材料体系内的应力也线性地增加，此时材料处于

弹性形变范围& 撤除拉力后，材料能回复原状& 形变

超过某个临界值时，材料进入塑性形变范围，此时内

部应力先是增加变缓，而后甚至随形变的增加而减

小，最终材料会断裂（ 图 .）& 形变转入塑性形变时

对应的应 力 就 是 "4,5)(4 8)4(9 5">455（ 屈 服 拉 伸 应

力）& 当我们用 5">455 描述人的内在状态时（ 焦虑

度？），也应该引入 8)4(9 5">455 这个概念& 人体在接近

这个屈服压力前应该及时修整& 所谓的“ 他集万千

宠爱于一身，也集万钧压力于一身，但，他从不令宠

爱他的人失望，他总是令附着于他的压力失重”的

说法，有点太过文学了些！

应力是关于体系内在状态的描述，是个结果性

的东西，但在许多场合被误认为是原因性（ +*’5*(）
的& 比如，薄膜生长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衬底同

薄膜之间的晶格匹配问题& 薄膜中的第一层原子同

衬底材料中的原子相结合，界面附近薄膜中的原子

之间的键长同自由薄膜材料中的键长会有出入，则

在界面处有应力积聚发生& 若应力较大时，薄膜会破

裂（F()5"4>),=）、发生相变以消除应力& 这个过程在许

多文献中被描述为是由应力诱导的& 实际上，应力是

原子构型的函数，它不过是沉积原子随着其数目的

增加（或者还有其它参数如温度的改变）而调整其

最小能量构型时的（伴随）表现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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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典型材料的拉伸形变同应力之间的关系- 此图明确表明应

力是应变的函数，是由形变引起的

图 4! 在 56 内核 7 809$ 壳层微结构上实现的应力点阵，上为三

角铺排点阵，下为 : ; # 和 <" ; $< 的菲波纳契螺旋花样（ 原图

见文献［=］）

应力水平过高（>?@AB)A@BB@C）的体系会失稳，过

渡到一个应力非均匀的但总形变能最小化的状态-
龟裂的大地，人脸上的皱纹［:］，甚至花叶序，可能都

是寻求弹性形变能最小的结果- 既然应力水平过高

图 :! 自然瓜果的外观同应力屈曲模型计算结果的比较（ 参阅

文献［&］）

的体系会失稳，导致自组装花样的出现，它就可以用

来制备各种有序花样- 应力工程目前在此方向上取

得了许多傲人的成绩，被誉为是微纳米制作的第三

条途经- 不过，B)A@BB 不像电场或磁场那样可以作为

外部条件随意添加- 欲在一个体系内引入给定分布

的应力场，说着简单，要想实现却是非常困难的- 但

是利用热效应，是有可能在体系内，尤其是在微观体

系内，产生一个均匀的应力场的- 自 $%%4 年以来，李

超荣教授和笔者合作，在 56 内核 7 809$ 壳层微结构

上通过冷却在壳层内引入过量的应力，在球面的结

构上观察到了三角铺排的应力点阵，在锥面的结构

上观察到了左手性和右手性的 ’ 组菲波纳契螺旋状

的应力点阵（图 4）［=—#］，D@, 820@3)0B)B 杂志欢呼这

是人类第一次在微观层次上制备出菲波纳契螺旋-
这些结果为验证花叶序作为最小弹性能构型的力学

原理提供了坚实的实验依据- 此后，基于对此原理的

理解，我们同其他合作者一道，通过模拟计算证实，

大自然中的多种瓜果的外观花样是应力屈曲模式在

由形状因子、果皮厚度和应力过载构成的参数空间

中不同域（C>E103）上的表现（图 :）-
虽然，*A@BB.A@、)@3B0>3 和 B)A@BB 之间有关联，意

义上也比较含混，但大致说来，我们用 *A@BB.A@ 来表

示体系对外界或者外界对体系的作用，在界面上；而

)@3B0>3 和 B)A@BB 可用来指体系内部所处的一种紧绷

着的状态- 在一封投稿信中，笔者曾写到：“ 成长就

意味着在环境中产生应力，对同侪来说就是压力- 因

此应力 管 理 策 略 是 有 必 要 的（ FA>,)( ⋯⋯ 0E*/0@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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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44 ), "!6 4’557’,8),94 *,8 #5644’56 ’#7, "!6
+7,96,654；"!656:756 * 4"5644 ;*,*96;6," 4"5*"69< )4
,6+644)"*"68& ）”这一点，对社会、对个人都是非常重

要的& =5644’56、"6,4)7,、4"5644 同我们人作为一个开

放的热力学体系息息相关& 物理的、社会的、精神上

的压力，我们时刻都会感受到& 理解了压力本身就是

存在状态的一个必要的物理量，学会调适我们所感

受的压力以及我们个人生理以及精神上能承受的压

力水平（这里，不区分 #5644’56、"6,4)7, 和 4"5644），是

人生的必修课；要力争做到感受压力、善用压力而

不被压力击垮& 实际上，接受生活充满张力的现实是

一 个 人 成 熟 的 标 志（ >*"’5)"< )4 *+!)6?68 %!6, *
#6547, *++6#"4 ():6 *4 :’(( 7: "6,4)7,& ———@74!’* A&
A)6B;*,）& 许多时候，人们所感叹的压力是自己强加

的，这个时候就要学会从思想上解除自己的压力源&
针对某些艺术家用压力大来为自己的某些不恰当行

为开脱的做法，葛优先生说：“ 不就是演员吗，拍个

电影玩，能有什么压力？”如果大家都能有这份洒

脱，从心里卸下包袱，不太拿自己当回事，生活中就

会少一些 #5644’56、"6,4)7, 和 4"5644，从而会让人生更

美好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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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鼓

众所周知，奇异的量子现象一般是分子与电子等微观粒子的行为，它并不出现在宏观物体上& 但在 011/ 年 . 月份，美国耶

鲁大学的 @& T*55)4 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设计制作了一个实验装置& 他们的目的是研究量子行为与经典行为之间的转变和过渡，

也就是说他们企图在宏观物体上来演示出量子效应& 例如将固体的振动振幅作为一种标志，并定义振幅最小的状态是它的基

态，而将一组量子化的振幅看成为是其对应的原子能级& 在这种想法的基础上，研究组设计了一个 3 +; 长的光腔，在其两端各

安置两面镜子，在光腔的中央悬挂一块 C;;0 大小的氮化硅薄膜，其厚度约为 U1 ,;& 这个膜具有部分反射的表面，同时可以

自由振动& 他们利用激光束的照射来降低薄膜的振动，使其非常接近于基态，因为发射出的光子通过镜面的反射可以使薄膜

振动的振幅逐渐地减小，最终达到振幅最小的基态& 与其对应的温度约为 3;Z，这个温度是它初始温度的万分之一，显然这并

没有达到量子极限的程度&
最近美国亚利桑拿大学的 >& R!*""*+!*5<* 和 =& >6<4"56 两位教授将耶鲁大学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他们在光腔中心

的两侧对称地安置了两块薄膜，当利用激光束使薄膜的振幅降低时，可以证明两块薄膜能有效地形成强耦合而成为一个分子

态& 这样的装置类似于一个量子鼓& 他们从理论上写下了两薄膜的运动方程& 方程反映的运动模式是将两个薄膜看成是一个

被弹簧联结起来的两个模块，同时在两模块的外部还存在着一个弹簧可对系统起作用，这样就能进行膜振动的理论推导& 在

实验工作方面是利用激光束的频率来调控两薄膜间的相互作用& 他们发现两块耦合的薄膜有两种运动模式：一种是“ 质量中

心”模式，它的运动方式是两块膜一前一后地沿同一方向发生振动；另一种是“呼吸”模式，它的运动方式是两个膜按相反方向

进行振动& 由此可见，量子鼓是利用不同的激光频率来调节出不同的振动模式& 这种耦合在一起的两个宏观物体，不管它们之

间的距离有多远，都能产生相互作用，使其结合成一个量子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物理现象& 这个现象曾被爱因斯坦嘲笑

地称之为“幽灵行为”&
亚利桑拿大学的研究组还进行了另一个试验，他们将两块薄膜非对称性地安置在光腔中心的两侧，在选择好适当频率的

情况下，两块薄膜之间可产生长寿命的缠结状态，只要激光束的照射不停止，缠结状态就不会消失& 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组

利用两个弱激光束作为探针进行测定，从而使膜分子的缠结态不致引起破坏& 总而言之，这一系列的实验与理论工作将会大

大丰富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云中客- 摘自 =!<4)+*( H6?)6% A6""654，CN V7?6;B65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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