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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颗粒物质由大量离散的固体颗粒组成，近百年来，在工业和工程领域得到深入研究，提出了大量唯象
模型和理论。
但是，颗粒固体的强非线性特性和应力应变局部化，跨越固体和流体的类固-液转变行为，颗粒流体的
流变性质，颗粒气体的类气-液相变等复杂性质的物理机制还远未得到合理解释。
颗粒物质是以接触力为主要作用的多体系统，针对其多尺度结构特征，分析各自尺度的物理机制，建
立尺度间的关联，是深入研究颗粒体系复杂物理与力学性质的必然之路。
以此为出发点，孙其诚、厚美瑛和金峰等编写的本书汇总了不同尺度上颗粒物质物理与力学研究的优
秀成果。

本书可供物理、力学、水利和地质灾害等领域的科研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
本科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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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颗粒物质物理与力学》是跨学科、跨领域的专家孙其诚、厚美瑛和金峰等人共同努力编写而成，既
有物理学家、又有力学家和岩土力学专家，既介绍了当前颗粒物质统计力学框架的研究，介绍了颗粒
固体的GSH理论、颗粒流体的流变方程和颗粒气体的动理学理论，又介绍了颗粒固体-颗粒液体间的转
变、颗粒液体-颗粒气体间的转变，还以风沙运动为典型，介绍了自然界中颗粒物质优美的沙波纹和沙
丘等形态。
全书的学术观点一致，自始至终都重视颗粒体系的多尺度结构，特别是力链结构的作用，编者们认为
这可能是颗粒体系基本结构特征。
在撰写过程中，编者们把一些相关理论和模型总结成表格，进行对比，也便于读者查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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