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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简要介绍一种由自然规律确定的科学研究与应用方法。最近 40 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出现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产生了大量世界领先的优秀科学理论与技术研究成果，作用学[1]新理论就是其中之一。作

用学由王昌益先生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创立。由自然规律确定的科学方法构成了作用学的核心内容。由于

经济条件受限，作用学体系目前还尚未出版，仅仅部分内容流传于网络，所以，对作用学的整体内容还

很少有人了解。由于作用学的应用范围很广、应用价值很大，所以，在此向大家简要介绍其部分核心内

容，希望能够使大家受益。 

2. 作用学阐述的几项重要的自然规律简介 

2.1. 作用的量力统一规律[1] 

作用是指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作用现象的统称，代表一客体对另一客体构成作用的现象，如一质点

对另一质点的碰撞现象。作用量是指作用现象的量，代表作用客体对受作用客体构成作用的作用总量，

是作用时间内作用物对受作用物产生作用的度量值；力是指单位时间或瞬间产生的作用量，属于作用速

度，是瞬间作用量大小的度量。如果作用量是 A，作用力是 F，作用时间是 t，那么，作用的量力统一关

系式为 

A
F

t
 。 

这就是作用的量力统一规律的基本含义。 

2.2. 质空关系统一与对立统一规律[1] 

物质是一切客观存在的泛称，小到看不到的光辐射物质微粒、大到天体乃至宇宙，所有客观存在统

称为物质。空间是一切虚空的泛称，在宇宙中的虚空区域、各种天体内外的虚空地带、各种物体内外的

虚空范围统统成为空间，凡是虚空无物的场所都是空间，空间的本质就是什么都不存在，是虚空。物质

与空间的含义是相反的，但是，物质与空间总是构成客体。构成客体的物质与空间之间存在统一关系，

这种统一关系就是质空统一关系。如果一个客体内部存在的物质占有的空间量为 TV ，虚空的量为 FV ，那

么，两者之和等于该客体的体积 V。即 

F TV V V  。 

FV 叫该客体的空量， TV 叫该客体的实量，V 就是该客体的量。这种统一规律实际上就是对立统一规

律，构成了自然界中一切对立统一规律存在的基础。 
很显然，空量和实量的大小都由客体的量的大小和客体的客观性质所决定。客体的量是 V，若客体

的空度是 E，实度是 T，那么，客体的虚量为 

FV EV ， 

实量为 

TV TV 。 

虚度和实度分别代表客体的两种不同性质，如空间含有率与物质含有率、松散度与密实度、裂隙孔

隙度与密实度、破碎度与完整度等等，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客体时，其性质参数代表的含义差异很大，但

是，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规律不变。即虚度与实度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规律总是不变。虚度与实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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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统一关系规律由以下方程表达： 

1E T  。 

以上所述就是物质与空间之间的统一与对立统一关系规律的基本内容，可由如下方程组来完整表述： 

1

F T

F

T

V V V

V EV

V TV

E T

 
 
 
  

。 

这一质空关系统一规律构成了统一的科学理论与统一的科学应用方法建设的基础。因此，这种被人

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自然基本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2.3. 作用现象的对立统一规律[1] 

作用现象不仅存在最基本的统一规律，而且存在对立统一规律。由于客体内部和外部都分别存在物

质和空间，所以，当客体接受作用时，它便将作用一分为二，形成两种基本的作用现象，分别被称为虚

作用和实作用。虚作用是指作用物对受作用空间产生作用的现象，实作用是指作用物对受作用物质产生

作用的现象。如在接触作用现象中，作用物同时对受作用面上的物质和作用面上的空间产生作用，从而

产生了实作用和虚作用现象。因此，在一个基本的作用现象中总是存在虚作用和实作用两种现象。虚作

用实际上是指受作用面事实上没有接受的作用，如拳头打在了空中，不存在接受拳头作用的受作用体或

受作用物质。实作用实际上是指受作用物质实际接受的那部分作用。假设作用物体对受作用体产生的作

用量是 A，受作用面上物质接受的作用量部分为 TA ，受作用面上空间接受的作用量部分为 FA ，那么，

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式为 

T FA A A  。 

虚作用量和实作用量的大小分配决定于受作用面或受作用体的性质。质空组合体，即物体，其接受

作用的性质一般有两种：虚度和实度。从作用角度来看，虚度和实度分别代表不接受作用程度、不接受

作用率和接受作用率、接受作用的程度，但从不同问题角度来看，虚度和实度的含义差别很大。例如，

如在研究渗流问题时，虚度代表渗流率或孔隙度，实度代表阻水率或密实度；在研究固体的接触作用时，

虚度代表软弱度或松散度等，实度代表坚硬度或不可排除程度等。无论在实际问题怎么不同，度量接受

作用性质的参数只有虚度和实度两种。实作用量与作用量之间的分配关系，主要决定于受作用物的实度

和虚度分配比例。即，实作用量与虚作用量分别与作用量之间的关系式为 

FA EA 和 TA TA 。 

虚度与实度之间的统一关系式为 
1T E   

可见，基于质空关系统一基本规律产生的虚实作用对立统一规律与质空关系对立统一规律是相同的。

即，作用的对立统一规律可由如下方程组来表达： 

1

F T

F

T

A A A

A EA

A TA

E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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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目前国内外科学界人们的头脑意识中还不存在作用量的概念，只有力的概念，即，在目前人

们的头脑意识中，力就是作用和作用量的统称，所以，这里将作用的对立统一规律用力的对立统一方程

组来表述如下： 

1

F T

F

T

F F F

F EF

F TF

E T

 
 
 
  

。 

式中， FF 表示虚作用力； TF 表示实作用力；F 表示作用力。其中，虚作用力等于单位时间产生的虚作

用量；实作用力等于单位时间产生的实作用量，即 

F
F

A
F

t
 ， T

T

A
F

t
 。 

这就是作用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内容。这一规律很简单，很普通，也很普遍，可是，在西方力学思

想掩盖与阻止下，这个规律总是被忽视，总是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史以来，从来没引起任何人的

重视。然而，这一规律极其重要，构成了指导人们认识客观自然、解决各种生产、科研、科学预测的重

要基础之一。 

2.4. 变化现象的对立统一规律[1] 

与作用对立统一规律相对应，变化也有对立统一规律。变化是指客体在作用控制下改变运动、改变

内部组合关系、变形等现象，也包括事态改变现象，还包括质空关系和物质关系变化现象。就客体变化

现象而言，主要包含其空间的变化和其物质的变化两种基本现象。一个客体变化现象的量的总称叫变化

量，记为 B；其中，其空间变化现象叫虚变化，虚变化现象的量叫虚变化量，记为 FB ；其物质变化现象

叫实变化，实变化现象的量叫实变化量，记为 TB 。虚变化量与实变化量之间的分配比例主要决定于客体

的虚度和实度性质，其中，虚度决定于变体的空间特性，实度决定于变体的物质特性，虚度和实度的取

值与作用对立统一规律中虚度和实度的取值相对应。由于变化现象中的虚度和实度分别与作用现象中虚

度和实度含义相对应或相等，所以，变化现象中的虚度和实度也分别记为 E 和 T，因此，变化的对立统

一规律也用一个对立统一方程组来完整表述，即 

1

F T

F

T

B B B

B EB

B TB

E T

 
 
 
  

。 

这就是变化的对立统一规律。变化的对立统一规律也构成了指导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基础。 

2.5. 变化与作用间的统一规律[1] 

在自然界中，作用与其控制作用之间总是相对应与统一的。由于变化总是由作用引起与控制，因此，

变化量总是等于其控制作用量，即，式 
B A  

总是成立。 
由作用与变化间的统一规律所确定，作用对立统一方程组中的方程与变化对立统一方程组中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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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对应，即，由作用对立统一方程组与变化对立统一方程组合成一组新的对立统一方程组： 

1

F T F T

F F

T T

B B B A A A A

B EB A EA

B TB A TA

E T

     
   
   
  

。 

该方程组中的恒等式 

F T F TB B B A A A A      、 F FB A 和 T TB A  

能够给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带来极大方便。 
这就是变化与作用之间的统一规律。这一规律更是长期被忽视的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人们对之更是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然而，这一规律也是十分重要的。 

2.6. 材料性质变化规律[1]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作用控制下，材料的性质往往是在不断变化的。作用学定义两个度量材料性质

的物理量，分别叫虚度和实度。设初始虚度为 0E ，终止虚度为 tE ，变化时间为 t，则有虚度的变化率为 

0tE E

t



 ； 

同理，设初始实度为 0T ，终止实度为 tT ，变化时间为 t，则有实度变化率为 

0tT T

t



 。 

材料性质变化遵守的基本规律是 

0   。 

这一规律的推导： 

   0 00 0 1 1 0t tt t
T E T ET T E E

t t t t
 

    
      。 

材料性质包括很多内容，如塑性、刚性、韧性、延展性、脆性、松散性、孔隙性、含水性、电性、

活动性、稳定性等等，在研究不同问题时，材料性质的含义存在很大差异，但统一来看，度量材料性质

的参数只有两种基本类型，分别统称为虚度和实度。虚实度变化规律在科学预测中的应用价值很大。 
自然规律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以上几个基本规律。掌握了以上几个基本规律，就等于掌握了最佳

的科学研究方法，就能够轻松解决各种各样的生产、科研与科学预测难题。 

3. 由自然规律确定的科学研究方法 

前面讨论了几个涉及自然统一与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这几个规律不仅能够直接用于指导我们从事

各种生产、科研与科学预测实践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律表述了由自然规律确定的科学研究与

科学应用方法。这里着重阐述这种由自然规律确定的科学方法与步骤如下： 

3.1. 根据质空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客体 

客体变化不仅决定于作用，而且受其自身性质控制。在研究客体变化或演化现象时，应首先根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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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身存在的质空对立统一于物体的规律来对其进行观测研究，研究其内部的物质与空间及其相互之间

的对立统一关系，确定其质空对立统一基本规律，为进一步研究其变化规律奠定基础。即，在研究变化

现象时首先要根据物质与空间对立统一于物体的方程组 

1

F T

F

T

V V V

V EV

V TV

E T

 
 
 
  

 

进行初步的定量化研究，掌握其质空关系统一规律。认识物体，实际上就是认识其内部的物质与空间

两种组分及其相互关系，也需要认识其中的物质种类、分布状态、活动性、相互关系等基本规律。 

3.2 根据作用的量力统一规律来全面认识控制客体的作用规律[2] 

作用力可以是不变量，但是，随着作用时间的持续，作用量不断增加。在测量客体受作用时，既要

测量确定作用力，也要确定作用量。因此，在实际变化现象的研究中，首先必须根据测量数据和具体的

作用规律确定作用函数。作用函数的一般式为 

0 0
d

t
A A F t   。 

在实际问题研究中，作用函数将因作用物质、作用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不同，所以，作用函数必须

根据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按实际情况来确定。 
根据作用学，作用物质的动量与动量增量能合成一个对受作用物产生作用的作用量，因此，在实际

问题中可以通过测量作用物质的初动量与外力导致其生成的动量增量来确定。例如，落体对地面产生的

作用量，由初动量与重力合成，其作用函数为 

0A mgt mg t   。 

式中，A 为落体对地面产生的作用量；m 为落体质量；g 为重力加速度； 0t 为落体从高空下落到地面的时

间； t 为落体对地面作用的时间。 
作用可由很多种不同物质产生，除了固体物质外，气体、液体、电磁物质等等都能够产生作用，各

种不同物质产生的作用其作用函数不同。如水流对断面产生的作用量由水流初动量、重力、滞流水压力

共同生成，其作用函数为 

 
2

0
d

t

S

Q
A Qgt S H h g t

S

 
    

 
 。 

式中，
2

1 0
d

t Q
A t

S
  是渗流量 Q 自身的动量，是 Q 对断面 S 产生的冲击作用量； 2 0

d
t

A Qgt t  是重力对渗

流量 Q 产生的作用量，也是断面 S 受作用的一个动力来源；  3 0
d

t

SA S H h g t  等于滞流水体对断面 S 

产生的作用量。可见，流体产生的作用与流量 Q、水位差  H h 、水位分布面积 SS 、渗流断面面积 S

都有关系。 
与力学方法不同，作用学研究作用的方法主要是找出产生作用的物质，然后，根据已有知识、通过

实际测量来确定其作用函数。作用的量力关系规律研究，其主要任务是单独研究控制变化现象发生的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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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规律。驱动作用可以是一种，也可能有多种。当控制变化的驱动作用有多种时，需要根据作用的

叠加原理来建立一个统一的作用函数。 

3.3. 根据作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控制变化的虚实作用规律 

根据作用对立统一方程组，在获得作用函数前提下，我们可以直接确定虚作用和实作用函数。例如，

控制渗流的作用函数为 

 
2

0
d

t

S

Q
A Qgt S H h g t

S

 
    

 
 ， 

根据作用对立统一方程组 

1

F T

F

T

A A A

A EA

A TA

E T

 
 
 
  

 

中的方程 FA EA 和 TA TA ，可以直接获得虚作用函数 

 
2

0
d

t

F S

Q
A EA E Qgt S H h g t

S

 
     

 
  

和实作用函数 

 
2

0
d

t

T S

Q
A TA T Qgt S H h g t

S

 
     

 
 。 

有了这两个函数之后，可以通过实验测量获得其中的参数、通过计算，就可以获得虚作用量和实作

用量值。只要在实际问题中所测得的参数不出问题，其计算结果就不会有错。虚实作用函数构成了研究

变化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基础之一。对立统一方程 

   
2 2

0 0
d d

t t

F T S S

Q Q
A A E Qgt S H h g t T Qgt S H h g t A

S S

   
            

   
   

永远构成一个恒等式。 

3.4. 根据变化对立统一方程组研究变化对立统一规律 

变化对立统一方程组指引人们在实际问题中通过实际测量研究获得变化、虚变化和实变化函数。 
在具体的变化现象研究中，一般是首先确定虚变化函数和实变化函数，之后获得变化函数。虚变化

量等于受作用物质在其受作用和变化过程中的实际动量，例如，在变形现象中，受作用面的位移速度即

变形速度与作用质量之积就等于虚变化量，即 

F tB mv ， 

式中， FB 为虚变化量；m 为作用质量； tv 为受作用面的位移或变形速度。相应，在变形现象中，受作用

面的滞变速度与作用质量之积等于实变化量，即 

T tB m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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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u 表示受作用面的滞变速度。根据变化对立统一方程组

1

F T

F

T

B B B

B EB

B TB

E T

 
 
 
  

，得变形现象的变化量为 

F T t tB B B mv mu    。 

再如，在渗流现象中，虚变化量等于渗流动量，即 
2

0
d

t

F

q
B t

ES
  ， 

式中，q 表示渗流量；实变化量等于水位上升速度与滞流水体质量之积，等于滞流水压力对作用时间的

积分，即 

 
0

d
t

T SB S H h g t  。 

因此，根据变化对立统一方程组 

1

F T

F

T

B B B

B EB

B TB

E T

 
 
 
  

， 

可以获得变化量与虚实变化量建的统一方程 

 
2

0 0
d d

t t

F T S

q
B B B t S H h g t

ES
      。 

在实际问题中，通过测量或探测公式中的物理量，就获得了由变化对立统一规律确定的方程。有了

这些变化方程，就有了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 

3.5. 根据作用与变化间的统一规律研究解决实际问题[3] 

作用与变化间的统一规律确定了作用与变化间的定量关系恒等式，为实际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极大方

便。例如，渗流运动中的虚、实变化函数分别为 
2

0
d

t

F

q
B t

ES
  和  

0
d

t

T SB S H h g t  ， 

其中的虚、实作用函数分别为 

 
2

0
d

t

F S

Q
A E Qgt S H h g t

S

 
    

 
 和  

2

0
d

t

T S

Q
A T Qgt S H h g t

S

 
    

 
 ， 

根据作用与变化关系对立统一方程组，可以得到如下两个恒等式： 

 
2 2

0 0
d d

t t

F S F

Q q
A E Qgt S H h g t B t

S ES

 
      

 
  、 

和 

   
2

0 0
d d

t t

T S T S

Q
A TA T Qgt S H h g t B S H h g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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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两个恒等式，在实际问题中可以通过实测研究或是及勘探研究，获得一定数量的已知量，代

入方程、进行计算分析，求解未知量，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这种由自然规律确定的恒等式可以化为最

简形式，从而使问题最大限度地得以简化。 
很显然，自然规律只是规定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问题是否能够得以解决，还有大量的实测或探

测研究与分析研究工作得做。 

3.6. 根据虚实变化规律解决科学预测问题[4] [5] 

预测工作需要取得虚实度变化率参数，需要一定的观测或探测研究时间，其方法由自然规律确定，

其主要任务是观测或探测与分析计算研究。 

4. 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 

自然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于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具有普遍适用意义。为了便于理解与掌握自然科学方

法，这里通过实例来进一步阐明其实际应用方法如下： 
例 1：一个重量为 100 公斤的重物，从 10 米高空处自由落到地面，对地面表土层构成了冲击作用，

使地面形成一个冲坑。冲坑深度为 0.22 米，冲击作用面积为 0.02 米 2，冲击作用时间为 0.005 秒。请分

析地表地层的实度和承载能力。 

分析与计算：根据题意，已知地表地层受的探测力是 0v
F m g

t
   
 

，作用物质量是 公斤100m ，

重物下落时间是 0
2 10 200
9.8 98

t


  秒，重物对地表地层产生作用的时间是 0.05t  秒 ，重物对地表地层 

构成冲击作用时的初速度是  0 0 196 14v gt   米 秒 ，冲坑深 0.22x  米 ，冲击作用面积 20.02 ms  ，

冲击力是 

20 14100 9.8 28980 2957
0.05

v
F m g

t
              

公斤米 秒 公斤 。 

在冲击作用时间内，重物应该产生的自由下落距离是 

2 2
0

1 1196 0.05 9.8 0.05 0.71225
2 2

h v t gt        米 米 ； 

根据自然科学方法，地表地层的虚度是 

0.22 0.30888030888 30.888030888%
0.71225

x
E

h
   


； 

地表地层的实度是 

1 1 0.3088830888 0.69111969112 69.111969112%T E      ； 

地表地层的极限承载力为 

 2
max

0.69111969112 2957 102182
0.02

TF
F

s


   公斤 米 。 

也就是说，该地表地层的最大承载力是 102.182 吨/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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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0 0

d
d

t t pmE t
x t




 
  

 
   

式中， maxx 表示点 P 的压缩位移量；Epm 表示点 P 的压缩虚度； 表示点 P 受的压缩应力， 1F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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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 S  ；m 表示产生作用力 F1的作用

物体的质量。点 P 的压缩虚度 E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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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2
pm

x
E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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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 pm

l
E E

L
   
 

。 

式中，Ep 表示位于 PO 线段上任意受作用点的压缩虚度；E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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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l L 被叫做抗压缩性质的位置

变化系数，记为 αp，即 

2
p

l

L
  。 

从 P 点向 O 点传递，压缩应力 中的虚应力由 F pmE  变为 

max22 21 1F p pm

xl l
E E

L L L
             

   
。 

在 PO 线段上的任意点的压缩位移量为 

0 0 0 0

dd 2d 1 d
t t t t pmF

E tt l
x t t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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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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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式 x 进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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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d21 d
t t pmE tl

x x t
L




         
  

  。 

式中，l 表示试件内任意受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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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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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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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关。即任意两质点之间的分裂位移即距离增量为 

 1

0 0
d d

t t FyjFy j
y t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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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该实例分析可知，材料内部变形规律性很强，但是，在现有科学理论基础上，人们无法认识这

些规律。 
例 5：研究流体运动变化规律。 
流体变化的规律性也是非常强的，这里介绍渗漏与运行规律如下： 
流体渗漏变化规律： 
当流量为 Q 的流体经过一个长度为 L、孔隙均匀分布的通道运行时，它的流量将会因为渗漏而逐渐

减小。设通道渗漏率为 SE 。如果这段通道长度有 n 个长度单位，那么，就将其划分为 n 个通道分段。即

n L l ，l 表示通道的单位长度。当流体流经第一个分段时，它的流量 Q 因为渗漏而产生两种流量：运 
行流量和渗漏流量。流经第一个分段时，补给流量 Q 减小为  1 1y Sq E Q  ，流量 1yq 的下标 y 表示运行， 

下标 S 表示渗漏性质， SE 表示 L 段通道的渗漏孔隙率，即渗漏率，在新理论中统称为虚度，故此称之为

渗漏虚度，下标 1 表示第一分段。由于通道的渗漏性质相同，所以，渗漏虚度 SE 被看作是常数。当流经 
第二个渗漏分段时，流量进一步减小为    2

2 11 1y S y Sy E q E Q    ；流经第三个分段时，流量再度减小

变为    3
3 21 1y S y Sq E y E Q    ；；依次类推，流经第 n 分段时，流量变为  1 n

yn Sq E Q  。将这 

些分段的流量数据排列起来，便构成了一组等比数列，称之为通道的运行数列。即 

 1 SE Q ，  21 SE Q ，  31 SE Q ，，  1 n

SE Q  
该运行数列的通项公式 

 1 n

yn Sq E Q   

描述的是：在任意时刻，流量 Q 通过任意分段的剩余流量与通道的渗漏性质和补给流量之间的关系

规律。 
该运行数列的求和公式为 

     1 1 1 1

1

n n
S S y y

yF
S Y

E E E E
Q

E E

      


 

式中，Ey 表示运行性质参数。该公式描述的是：在任意时刻，整个具有渗漏性的通道段产生的渗漏流量

与补给流量和渗漏性质之间的关系规律。 
与流体运行规律相对应，各个分段产生的渗漏损失流量数据也构成了一组等比数列，叫运行通道的

渗漏数列。 
渗漏数列数据的分析与来源如下： 
第一分段产生的渗漏流量是 1S Sq E Q ； 
第二分段的渗漏流量为  2 1 1S S y S Sq E q E E Q   ； 

第三分段的渗漏率为  2
3 2 1S S y S Sq E q E E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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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ZE Q ，  1 Z ZE E Q ，   21 Z ZE E Q ，，    11 n
Z ZE E Q  

根据这两组等比数列规律，可以通过简单的观测掌握流体的运行变化规律，为流体运动科学研究提

供了方便。 
流体运行流量数列的通项 n

yn ZQ E Q 表达流体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的通行流量；该运行数列的和 

 1

1

n
Z Z

yF
Z

E E Q
Q

E





 

表示在任意时刻，整个运行通道中处于运行状态的流量。由此可知，通过整个运行通道到达终点 P 

的流量是 n
yn ZQ E Q 。 

流体滞流流量数列的通项   11 n
Zn Z ZQ E E Q  表达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处，流体流通中被阻滞、被

延缓通行的滞流流量；该滞流数 列的和为 

    
1 1

1
1

n
Z Z n

ZT Z
Z

E E
Q Q E Q

E

 
  


 

表示在任意时刻，整体运行通道产生的阻力延缓流体运行的滞流流量。 
可见，一般的流体运行变化问题也可以应用数学方法直接解决。其测量研究方法也是：先确定补给

流量和终端流量以及度量系统性质的常数，再根据数学公式进行分析计算，解决实际问题。 
在既有渗漏、又受阻滞环境下，流体变化规律的测量研究方法： 

流体在均质环境中运行，既有渗漏，又有阻滞。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运行变化同样有规可循。 
设流体的初始流量是Q，其运行距离为L，其在通道中运行时的通率为E，渗漏率为 SE ，阻滞率为 ZE ，

那么，从 O 点流动到 P 点，在阻滞和渗漏并存条件下流体的运行数列为 

Q ， EQ ， 2E Q ， 2E Q ，， 1nE Q ； 

渗漏数列为 

SE Q ， SE EQ ， 2
SE E Q ，， 1n

SE E Q ； 

阻滞数列为 

ZE Q ， ZE EQ ， 2
ZE E Q ，， 1n

ZE E Q 。 

阻滞和渗漏共同构成的流量损失量也排列成等比数列，称为流量损失数列，即 

 S ZE E Q ，  S ZE E EQ ，   2
S ZE E E Q ，，   1n

S ZE E E Q 。 

如果将由渗漏和阻滞共同产生的流量损失率记为 T，即 S ZT E E  ，那么流量损失数列可表述为： 

TQ ，TEQ ， 2TE Q ，， 1nTE Q 。 

该数列的通项公式 
1n

TnQ TE Q  

表示在通道 OP 段任一点处，在瞬间产生的流量损失量。该等比数列的求和公式 

 1

1

n

T

T E
Q Q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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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OP 段通道整体产生的瞬间流量损失量；如果流体连续流动，那么，在 t t  时间段，通道 OP

整体产生的流量损失量总计为 

 1

1

n

Tt

T E
Q Qt

E





。 

由此可知，在通道中任意位置通行的流量可由运行数列的通项公式 n
FnQ E Q 来描述。 

综上所述，流体运行变化，可以根据数学公式进行测量研究，其方法是：测量获取补给流量、终端流出

流量和通道性质参数，然后根据数学公式进行计算研究，最终获得问题的答案，使问题得到解决。该方法可

以省略问题解决的中间过程，避免测量多余的中间 变量，并根据数学公式能直接确定中间变化过程与规律。 

5. 与现有科学方法相比，自然科学方法的优越性 

与现有科学方法相比，自然科学方法具有很大优越性。现有科学方法不完全是由自然规律确定的方

法，往往是掺杂人为规定性的方法，不能统一适用于指导各种实际问题的解决，有的方法基本是由人为

确定的方法。如参数引入法就是一种完全由人为规定的科学方法，应用这种方法经常产生严重错误的研

究结果。例如，胡克定律、达西定律、应力-应变理论都是应用参数引入法建立的定律或公式，都是完

全脱离客观规律的东西。胡克定律和应力-应变理论都是涉及作用与变形之间关系的理论，都应该完整

阐明作用与变形之间的统一关系规律，但是，胡克定律中不存在代表作用现象的物理量，只有代表变形

的位移和代表“弹性作用”的弹性力，用一种没有客观意义的胡可系数将两个量联结起来确定为胡克定

律式，没有考虑两者之间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直接的等量关系，没有考虑量纲统一问题，显示了定律存在

的严重错误问题；应力-应变关系式与此类似，是用“弹性模量”将应力与应变联结为等式，没有考虑应力

与应变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统一等量关系，没有考虑量纲统一是客观规律问题。应力可以被看作做事代

表作用现象的物理量，但应变不代表任何现象，根本不能当作是代表变形现象的物理量，应变只是一个

客观上可以从测得的参数，不能代表变形现象，在应力与应变之间添加系数、建立公式，其公式显然是

代表作用与一个可测参数和一个不可测、客观上不存在的参数三者之间的关系式，是客观上不存在的关

系式，没有任何科学价值，是严重错误的“公式”。应力-应变关系理论将应变看作是代表变形现象的

物理量，认为应变与应力成正比，理论观念也不正确，实际上，变形位移量与作用力成正比，同时还与

作用时间的平方成正比，与可变程度(可变性质)参数成正比，与作用质量成反比，变形规律就是作用、

变形、变体性质三者之间的统一规律，也是质空关系变化与作用间的统一规律，应力-应变关系理论不

能正确描述这一规律。达西定律本是关于流体的运动与其控制因素之间的统一规律，但实际上给出来的

只是水位压力与渗流量之间的人为定义关系式，并不是关于渗流运动与其控制因素之间的关系式。达西

定律的建立也是采用了参数引入法：是通过在水头压力与渗流距离的比与渗流断面面积之积与渗流量之

间添加系数的方法建立了达西定律式，没有查清渗流与其控制因素之间的客观统一规律。控制水渗流的

作用量由渗流的动量、重力作用量、滞流压力产生的作用量三者合成，研究渗流规律主要是研究作用量

与渗流之间的统一关系规律，而不是达西定律涉及的内容：渗流距离与渗流量之间不存在关系；滞流水

位是滞流作用导致生成的，反过来又构成控制渗流运动的驱动作用动力中的一部分，即，水位压力既是

作用的产物，又是驱动动力，但是，不能将水位压力看作是控制渗流运动的主导因素；渗流断面与渗流

量大小存在之积关系，但不能通过在水位差与渗流量比值与断面面积之积与渗流量之间添加系数的方法

建立公式、然后就将该公式看作是描述渗流规律的定律，由于这种公式表达的关系在客观上不存在，从

而使其添加的系数在客观上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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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方法有客观规律确定，直接阐明哪些物理量之间存在统一关系和直接的等量关系，也同时

阐明了那些物理量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等量关系，使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少走弯路、避免错误。由于自然科

学方法遵守自然的统一与对立统一规律，能指导人们建立与客观规律一致的恒等式，恒等式可以化为最

简形式，所以，自然科学方法能给实际问题的解决带来极大方便，使观测研究程序大大简化。自然科学

方法运用的是自然最基本的统一与对立统一规律，适用于各种各样不同的实际问题，不像力学定律那样

具有不适用性。自然科学方法涉及宏观和宏观各种物质关系变化问题，不仅适用于宏观科学领域，而且

适用于微观、超微观物质变化问题研究。自然科学方法不仅适用于解决自然科学问题，也统一适用于军

事、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实际问题研究与解决。自然科学方法构成了一个超大统一的科学方法，对之予

以全面掌握极其重要。 

6. 结语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科学研究方法并非是由科学家确定的，而是由自然规律确定的。由自然规律

确定的科学方法能够指引人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给人类从事生产与科研实践带来了极大方

便。 

参考文献 
[1] 王昌益,孙洁. 作用学概论. 城市建设.2010, (9) 

[2] 王昌益, 贺可强. 作用的对立统一规律在滑坡研究中的应用[J]. 青岛理工大学学报, 2009, 30(3):27-33. 

[3] 王昌益, 贺可强. 论地下水运动规律及其研究方法[J]. 青岛理工大学学报, 2010, 31(2):93-101. 

[4] 王昌益, 孙洁. 滑坡预测的作用学原理[J]. 城乡建设,2010(2):183-183. 

[5] 王昌益, 苏炜. 关于露天矿滑坡预测[J]. 汉斯预印本, 2017, 2(1):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