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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冲击波物理
实验冲击波物理书籍简介

内容简介

冲击波物理是研究凝聚态物质，尤其是固态物质，在瞬态外力作用下的状态和性质变化

规律的一门基础科学。目的是建立能够对物质受到高速碰撞和爆炸等极端外力作用时的

动力学行为正确地进行预言、分析和评价的科学方法。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核武器研究的迫切需求，冲击波物理学科在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得到了迅猛

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就公布了金属、岩石、塑料、炸药、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

物、液体和气体等许多物质的冲击绝热压缩数据，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描述这些物质受

到冲击压缩的响应特性的数据库。随着冲击波物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实验测量技术

的不断进步和计算模拟能力的迅速提高，这些数据库一直在不断修订和扩充之中。

我国冲击波物理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战略武器发展的需求，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的老一代科学家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与其他核

大国一样，首先发展和建立的动高压实验手段是用炸药爆轰释放的化学能产生高压冲击

波的实验技术和相应的测量技术，后来又发展了以二级轻气炮为代表的气炮加载实验技

术。早期的实验研究也集中在强冲击压缩下相关材料的冲击绝热参数测量上。作者有幸

从20世纪70年代初参加到实验冲击波物理研究工作中。到90年代初，国内外冲击波物理研究已

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90年代中期《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使战略武器的可持续发展面

临严峻的挑战，也为冲击波物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10多年

以来，我国在发展极端条件下的动高压物理的实验研究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包括

：在实验室条件下产生太帕（107bar）超高压平面冲击波压缩的三级炮技术；具有极端应变率

的斜波加载技术；对具有亚纳秒至皮秒时间分辨力的瞬态动力学过程的精密实时诊断的

能力；对实验测量数据的物理解读能力。从而标志着我国冲击波物理实验研究进入了国

际先进行列。作者深感有必要对10年前出版的《实验冲击波物理导引》进行全面修订扩充

，以便与有关领域的研究者分享作者和所在研究团队近20年来在实验冲击波物理的基础研

究方面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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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已经有不少论述冲击波物理基本问题的经典著作问世。

《实验冲击波物理》主要讨论当前实验冲击波物理研究领域感兴趣的一些重要问题。由

于当时实验研究重点关注内容的不同和研究能力的限制，这些问题在以往的著作中较少

或基本没有涉及。

《实验冲击波物理》注重于对实验研究中引用的基本概念和描述的物理图像进行剖析，

从不同角度对本构关系这类经典问题和极端应变率斜波加载这类新问题进行讨论，引导

读者认识当今冲击波物理实验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注重于建立具有实用价值的实验

装置的设计方法，以及对实验数据的物理解读，以便能够从实验测量数据中获得规律性

的认识。

前言/序言

冲击波物理是研究凝聚态物质，尤其是固态物质，在瞬态外力作用下的状态和性质变化

规律的一门基础科学。目的是建立能够对物质受到高速碰撞和爆炸等极端外力作用时的

动力学行为正确地进行预言、分析和评价的科学方法。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核武器研究的迫切需求，冲击波物理学科在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得到了迅猛

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就公布了金属、岩石、塑料、炸药、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

物、液体和气体等许多物质的冲击绝热压缩数据，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描述这些物质受

到冲击压缩的响应特性的数据库。随着冲击波物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实验测量技术

的不断进步和计算模拟能力的迅速提高，这些数据库一直在不断修订和扩充之中。

我国冲击波物理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战略武器发展的需求，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的老一代科学家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与其他核

大国一样，首先发展和建立的动高压实验手段是用炸药爆轰释放的化学能产生高压冲击

波的实验技术和相应的测量技术，后来又发展了以二级轻气炮为代表的气炮加载实验技

术。早期的实验研究也集中在强冲击压缩下相关材料的冲击绝热参数测量上。作者有幸

从20世纪70年代初参加到实验冲击波物理研究工作中。到90年代初，国内外冲击波物理研究已

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90年代中期《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使战略武器的可持续发展面

临严峻的挑战，也为冲击波物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1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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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我国在发展极端条件下的动高压物理的实验研究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包括

：在实验室条件下产生太帕（107bar）超高压平面冲击波压缩的三级炮技术；具有极端应变率

的斜波加载技术；对具有亚纳秒至皮秒时间分辨力的瞬态动力学过程的精密实时诊断的

能力；对实验测量数据的物理解读能力。从而标志着我国冲击波物理实验研究进入了国

际先进行列。作者深感有必要对10年前出版的《实验冲击波物理导引》进行全面修订扩充

，以便与有关领域的研究者分享作者和所在研究团队近20年来在实验冲击波物理的基础研

究方面取得的成果。

多年来，已经有不少论述冲击波物理基本问题的经典著作问世。本书主要讨论当前实验

冲击波物理研究领域最感兴趣的一些重要问题。由于当时实验研究重点关注内容的不同

和研究能力的限制，这些问题在以往的著作中较少或基本没有涉及。本书注重于对实验

研究中引用的基本概念和描述的物理图像进行剖析，从不同角度对本构关系这类经典问

题和极端应变率斜波加载这类新问题进行讨论，引导读者认识当今冲击波物理实验的研

究现状和发展方向；注重于建立具有实用价值的实验装置的设计方法，以及对实验数据

的物理解读，以便能够从实验测量数据中获得规律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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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冲击波物理
实验冲击波物理其它

书籍介绍

内容简介

冲击波物理是研究凝聚态物质，尤其是固态物质，在瞬态外力作用下的状态和性质变化

规律的一门基础科学。目的是建立能够对物质受到高速碰撞和爆炸等极端外力作用时的

动力学行为正确地进行预言、分析和评价的科学方法。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核武器研究的迫切需求，冲击波物理学科在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得到了迅猛

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就公布了金属、岩石、塑料、炸药、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

物、液体和气体等许多物质的冲击绝热压缩数据，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描述这些物质受

到冲击压缩的响应特性的数据库。随着冲击波物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实验测量技术

的不断进步和计算模拟能力的迅速提高，这些数据库一直在不断修订和扩充之中。

我国冲击波物理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战略武器发展的需求，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的老一代科学家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与其他核

大国一样，首先发展和建立的动高压实验手段是用炸药爆轰释放的化学能产生高压冲击

波的实验技术和相应的测量技术，后来又发展了以二级轻气炮为代表的气炮加载实验技

术。早期的实验研究也集中在强冲击压缩下相关材料的冲击绝热参数测量上。作者有幸

从20世纪70年代初参加到实验冲击波物理研究工作中。到90年代初，国内外冲击波物理研究已

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90年代中期《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使战略武器的可持续发展面

临严峻的挑战，也为冲击波物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10多年

以来，我国在发展极端条件下的动高压物理的实验研究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包括

：在实验室条件下产生太帕（107bar）超高压平面冲击波压缩的三级炮技术；具有极端应变率

的斜波加载技术；对具有亚纳秒至皮秒时间分辨力的瞬态动力学过程的精密实时诊断的

能力；对实验测量数据的物理解读能力。从而标志着我国冲击波物理实验研究进入了国

际先进行列。作者深感有必要对10年前出版的《实验冲击波物理导引》进行全面修订扩充

，以便与有关领域的研究者分享作者和所在研究团队近20年来在实验冲击波物理的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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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面取得的成果。

多年来，已经有不少论述冲击波物理基本问题的经典著作问世。

《实验冲击波物理》主要讨论当前实验冲击波物理研究领域感兴趣的一些重要问题。由

于当时实验研究重点关注内容的不同和研究能力的限制，这些问题在以往的著作中较少

或基本没有涉及。

《实验冲击波物理》注重于对实验研究中引用的基本概念和描述的物理图像进行剖析，

从不同角度对本构关系这类经典问题和极端应变率斜波加载这类新问题进行讨论，引导

读者认识当今冲击波物理实验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注重于建立具有实用价值的实验

装置的设计方法，以及对实验数据的物理解读，以便能够从实验测量数据中获得规律性

的认识。

前言/序言

冲击波物理是研究凝聚态物质，尤其是固态物质，在瞬态外力作用下的状态和性质变化

规律的一门基础科学。目的是建立能够对物质受到高速碰撞和爆炸等极端外力作用时的

动力学行为正确地进行预言、分析和评价的科学方法。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核武器研究的迫切需求，冲击波物理学科在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得到了迅猛

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就公布了金属、岩石、塑料、炸药、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

物、液体和气体等许多物质的冲击绝热压缩数据，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描述这些物质受

到冲击压缩的响应特性的数据库。随着冲击波物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实验测量技术

的不断进步和计算模拟能力的迅速提高，这些数据库一直在不断修订和扩充之中。

我国冲击波物理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战略武器发展的需求，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的老一代科学家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与其他核

大国一样，首先发展和建立的动高压实验手段是用炸药爆轰释放的化学能产生高压冲击

波的实验技术和相应的测量技术，后来又发展了以二级轻气炮为代表的气炮加载实验技

术。早期的实验研究也集中在强冲击压缩下相关材料的冲击绝热参数测量上。作者有幸

从20世纪70年代初参加到实验冲击波物理研究工作中。到90年代初，国内外冲击波物理研究已

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90年代中期《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使战略武器的可持续发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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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严峻的挑战，也为冲击波物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10多年

以来，我国在发展极端条件下的动高压物理的实验研究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包括

：在实验室条件下产生太帕（107bar）超高压平面冲击波压缩的三级炮技术；具有极端应变率

的斜波加载技术；对具有亚纳秒至皮秒时间分辨力的瞬态动力学过程的精密实时诊断的

能力；对实验测量数据的物理解读能力。从而标志着我国冲击波物理实验研究进入了国

际先进行列。作者深感有必要对10年前出版的《实验冲击波物理导引》进行全面修订扩充

，以便与有关领域的研究者分享作者和所在研究团队近20年来在实验冲击波物理的基础研

究方面取得的成果。

多年来，已经有不少论述冲击波物理基本问题的经典著作问世。本书主要讨论当前实验

冲击波物理研究领域最感兴趣的一些重要问题。由于当时实验研究重点关注内容的不同

和研究能力的限制，这些问题在以往的著作中较少或基本没有涉及。本书注重于对实验

研究中引用的基本概念和描述的物理图像进行剖析，从不同角度对本构关系这类经典问

题和极端应变率斜波加载这类新问题进行讨论，引导读者认识当今冲击波物理实验的研

究现状和发展方向；注重于建立具有实用价值的实验装置的设计方法，以及对实验数据

的物理解读，以便能够从实验测量数据中获得规律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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