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VII 章  血液流变学行为的本构方程表达与应用 

 

第一节：稳态流中的本构方程 

什么是稳态流 

是指流体流线与流速稳定的，不随时间而变的流动。 

 

为什么要用本构方程表达 

原因在于血液黏度表达在科学意义上有一定缺陷性。因为血液属于非牛顿流体，

该类流体的黏度值不是一个常数，而是随着切变率（或切应力）条件而改变的。

也就是说该流体的黏度值表达是随着施加切变率（或切应力）不同而改变的函

数。这种函数有两类：一类称剪切稀化类，另一类称剪切稠化类。前者是：流

体随着切变率（或切应力）提高而黏度值在下降；而后者是：流体随着切变率

（或切应力）提高而黏度值在增高。血液属于前者，随着切变率（或切应力）

提高而黏度值在下降；反之也可以说血液随着切变率（或切应力）下降而黏度

值在增高。因此用黏度来表达血液流变学的行为，就会产生如下的错误感觉： 

1.对于非流变学工作者（如医生与生命科学工作者）就会错误地认为，黏度指标

是个不科学的东西，为什么会因为施加切变率（或切应力）的不同而黏度值会

不同的，成为他们不可理解的问题，因而他们认为黏度的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指

标与技术，从心理上就蔑视了黏度测定及其应具有的知识与价值。 

2.由于血液可以因为施加切变率（或切应力）的不同而黏度值会不同的的原因，

因此一些黏度计的生产商就利用这一点，生产了非标准化的黏度计，在市场上

进行竞争推销，当然那些一个小时可以自动测定血液样本数目多的，而又一个

小时内打印出结果速度快的产品公司，就可以竞争性地赚到更多的不光彩的利

润。而医生与病家又不太了解这种基础原理知识，如为什么会因为施加切变率

（或切应力）的不同而黏度值会不同的。因此医院的自身的声誉与病人的血液

贡出与经费贡出均付出了无价值的代价。 

3.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陶祖莱教授在 1986 年的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血液流

变学会议”提倡应该选择适合的流变学本构方程的回归参数，来取代血液粘度

的表达方法更为科学，就可以避免上述两个存在的问题的存在与蔓延。因为它

应用函数中的方程参数来表达，在数值既具有稳定性，也具有物理学与生物学

的意义。 

4.本作者施永德实验室等人按照陶祖莱教授的思路，作了实验研究表明，从稳态

流动而言，从多个本构方程中进行了选择，结果是卡松方程为优。他们建议可

以使用卡松方程参数代替血液黏度的表达，来避免如上（1、2）的毛病。 

 

卡松方程参数代替血液黏度的表达的理由根据 

施永德实验室工作者用 71 例血液标本，对 7－1－1 表中这系列 5 个方程进行拟

合回归，计算其中回归相关系数 R 值那个方程为最接近于 1、那个方程的标准估

计误差值为最小，这是选择出比较适合的方程科学的统计学的方法。 

表 7－1－1 中的 5 个方程为流变学中常用的本构方程（所谓本构方程就是阐明

切应力与切变率之间关系的方程式），这些方程均以牛顿方程（表中 1 号）为基

础发展而来。 

如果表中 2 号的浜汗方程去除屈服应力τ0就与 1 号的牛顿方程一样。实验结果

的统计学处理结果是，所有病例的血液均具有明显的屈服应力τ0 正数值，为此



就排除了血液不能够接纳 1 号的牛顿方程的检测，两者相比应该接纳 2 号的浜

汗方程为妥。 

如果表中的 3 号的幂指数方程的 n 为 1，也就与 1 号的牛顿方程一样。如果表中

的 4 号的赫尔薛一巴尔克方程的 n 为 1，又去除屈服应力τ0也就与 1 号的牛顿

方程一样。因此 3、4 号方程也是以牛顿方程为基础而演变而来的。仅仅从 3、4

号方程而言。实验结果的统计学处理结果是，所有病例的血液均具有明显的屈

服应力τ0具有正数值，为此两者相比，就排除了血液不能够接纳 3 号的幂指数

方程，两者相比应该接纳 4 号的赫尔薛一巴尔克方程为妥。 

此外表中 5 号的卡松方程而言，如果除去屈服应力τ0也就与 1 号的牛顿方程一

样。因此它也是由牛顿方程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实验结果的统计学处理结果

是，所有病例的血液均具有明显的卡松方程屈服应力τ0 的正数值，为此就排除

了血液的流变学方程不能够接纳 1 号的牛顿方程，两者相比应该接纳 5 号的卡

松方程为妥。 

 

表 7－1－1 流变学中常用的的本构方程（表中为τ切变应力，γ为切变率. ηa表现粘度）。 

方程序列与

名称 

方程式(τ切应力，γ切变率) 表现粘度表达式ηa 

1牛顿方程 τ＝ηNγ 

ηN为牛顿黏度 

ηa＝ηN＝常数 

2浜汗方程 τ＝τ0＋ηBγ 

τ0为屈服应力 

ηB为滨汗黏度常数 

ηa＝τ0/γ＋ηB 

3幂指数方程 τ＝ηpγ
n
 

ηp为幂指数黏度常数 

n为幂指数 

ηa＝ηpγ
n－1

 

4 赫尔薛一巴

尔克方程 

τ＝τ0＋ηHγ
n
 

τ0为屈服应力 

ηH为赫尔薛一巴尔克黏度常数 

n为幂指数 

ηa＝τ0/γ＋ηHγ
n－1

 

5卡松方程 (τ
1/2
-τ0

1/2
)
2
=ηCγ 

τ0为屈服应力 

ηC为卡松黏度常数 

ηa＝ηC＋τ0/γ＋2τ0
（1/2

ηC
（1/2

γ
-(1/2)

 

说明：上表中滨汗黏度常数、幂指数黏度常数、赫尔薛一巴尔克黏度常数、卡松黏度常数

均不是黏度，而是属于本构方程的常数，但是在量纲上几乎是与黏度是一样的。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可见，不具有屈服应力τ0的方程首先排除之，只有剩下的 2、

4、5 等三个具有屈服应力τ0的方程了。这三个方程中那个最优呢，通过回归相

关系数 R 值来确定那个方程为最接近于 1、那个方程的标准估计误差值为最小，

这才是比较适合的方程。三者比较重结果是 5 号的卡松方程的 R 值最接近于 1，

其标准估计误差值为最小，应该是 5 号的卡松方程比较合适，为此可以用卡松

方程的两个参数（屈服应力τ0和卡松方程参数卡松黏度ηC）对血液流变学行为

进行描述是比较合适的。这一结果既为血液流变学的标准化测定做出了贡献，

又给流变学测定中的合格或不合格产品做出了判别标准。这两个方程参数既是

评定血液流变学行为的客观指标，也是考察流变学测定仪器是否合格的标志。 



 

卡松方程也符合于圆柱形毛细管黏度计的计算 

上述的卡松方程，是符合 COUETTE 黏度计（双圆筒形或椎板黏度计）的实验结

果的，为了证明也是否也符合于圆柱形毛细管黏度计的流动计算，施永德实验

室工作者已经解出了流量 Q 与静液压△P 之间的关系式如下： 

Q1/2＝（πR4/8ηCL）1/2[△P1/2-(8/7)(2Lτ0/R)] 

上述公式中 Q 为流量，静液压为△P，R 为毛细管的内半径，L 为毛细管的长度。

血液的卡松方程黏度为ηC，卡松屈服应力为τ0这两个可以通过 Q1/2 与△P1/2的

函数关系做直线回归或作图求的斜率与截距的数值： 

斜率值（从计算中获得）＝πR4/8ηCL 

截距值（从计算中获得）＝(8/7)(2Lτ0/R 

式中代入黏度计 R（毛细管的内半径）与 L（毛细管的长度），就可以获得卡松

方程黏度ηC和卡松屈服应力τ0这两个方程的常数，来表达所测血液标本的流变

学特性。 

说明：上述方程如果除去截距，就是著名的泊肃叶定律，即： 

Q1/2＝（πR4/8ηCL）1/2△P1/2 

两侧平方后即为： 

Q＝（πR4/8ηCL）△P 

也就是说泊肃叶定律是牛顿方程的稳定管流的表达。 

 

卡松方程两个参数的物理与医学生物学意义 

其中：卡松方程黏度ηC 示：物理数学意义是：血液在切变率无限大时的表观黏

度值；细胞生物学与医学意义是：展示了血液细胞在高切变率下的顺应性与柔

软性的程度。 

其中：卡松屈服应力τ0 示：物理数学意义是：血液在切变率无限小时所需要的

切应力值；其细胞生物学与医学意义：展示了低切变率下血液细胞间的聚集性

与流动性。 

以上两个方程参数数值的过分提高，血液容易在血管内阻塞，容易导致闭塞性

血管病（其中尤其是卡松屈服应力τ0 的提高）的后果。是导致心脑血管病以及

各种闭塞性血管病的发病前的标志。也是检测与纠正当前质量低劣与优良的血

液黏度计的重要指标，因为一些低劣血液黏度计的公司惧怕卡松方程的检验，

因为应用卡松方程检验结果展示，一些低劣血液黏度计所测定的结果，转化为

卡松方程参数时，是几乎不能够反映出正常人具有卡松方程屈服应力值的。 

 

第二节、动态流中的本构方程 

动态流 

上面所论的是稳态流（当然也是层流的一种）。下面介绍一下动态流。动态流有

两种：一种是涡流，另一种是层流。前者是一种无序流，后者是一种有序流，

如滞后环技术（下面介绍此技术及其本构方程拟合）。 

 

什么是力学滞后环 

给某一个系统施加力时，这系统就会给出相应的反应力。前者是作用力，后者是反作用力。

这一对力之间存在着某种依赖性，也存在着某种差异性。通过这一对力的分析，可知该系

统的物质结构在受力过程中的变化，从而推知这一系统物质所具有的功能。举一个最简单



的例子，如用手把一把鎯头对某块大岩石用力一敲，岩石的反作用力会把手上“虎口”振

的非常疼痛，说明岩石的结构非常坚硬；如用手把同一鎯头对于某块棉花毯一敲，棉花毯

的反作用力很弱，不会把手上“虎口”振痛，说明棉花毯的结构非常柔软。从这一个简单

的例子，可说明对于某一系统给以作用力与其反作用力的分析，可以知道物质的结构及其

与功能的关系。岩石也好、棉花毯也好，这是大型的、人们所熟悉的东西与常识而已，不

举这个例子普通人们也知道其原理和常识。然而对于人体的细胞、血液、精液、植物的匀

浆液、蛋白质、核酸等生物物质而言，就有研究的特别价值了。所谓力学滞后环，是不仅

观察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力量数值上的差异，而且还要观察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在

时间上存在着互相滞后与衰减的差异。把所给的作用力有小至大、反作用力发生数值与时

间的关系，同时将其逆向过程也连续地记录下来，根据这一记录结果可以画出该系统的力

学滞后环的图形，又根据滞后环的形状和曲线走向，可以推知系统内物质的结构和能量变

化的关系。力学滞后环技术是一项高技术，它涉及到所给作用力数值自动控制与记录、反

作用力产生数值系列的自动记录、以及与时间、温度等多维数据实时采集，有计算机与信

息技术发展的今天，就能更妥善精密实现。此外医学生物学所研究的对象，往往是所取样

品十分宝贵、索取样品量又少、所给样品系统的作用力是非常微小的（大了就把样品本身

搞坏了），力小难以精确定量化、相应地其反作用力的数值也微量化，因此这项技术在医学

生物学中的研究，与工程学上相比，增加了难度，往往被传统医学生物学工作者所忽略。

施永德实验室将血液、精液、含羞草匀浆液此三种力学滞后环的特点做作比较，说明该技

术在医学生物学中有利用与普及的价值。 

 

实现力学滞后环测定的技术条件 

需给一个样品系统施加应力(或切变率)与时间呈三角波的伺服系统(如图 7－2－1)，也即给

测定系统施加由零应力（或切变率）开始，按照一定时间间隔，逐步上升到一个最大值；

然后按同一时间间隔，由此应力（或切变率）最大值退回至零。在此过程中，记录下给测

定系统施加力数值、系统内部对此作反应的力、系统的温度与时间的对应记录。这些数据

的采集若有计算机控制下自动实现，就更加容易些。施永德实验室的实验结果所采用的仪

器是上海航天局矫树魁高级工程师为首所研制的空气轴承 HT 流变仪和美国 BROOKFIELD 所

提供的计算机程序型 DVII 流变仪而实现的。上海和国际的行家，有足够能力达到以上水平。 

 

 

 

 

 

 

 

 

图 7－2－1 切变率（或应力）时控三角波伺服系统示意图 

 

力学滞后环的方法、分类及理论基础 

方法：将施加切变率的顺序为横坐标、将记录下的系统内部给出反作用应力作为纵坐标，

进行作图，看这些图中的曲线的走向与数值，就可以用滞后环的理论与推测被测物质在力

作用下结构的变化以及推测其所具有的功能。 

分类与理论基础：以理论和作者结合实验室的测定结果，力学滞后环可分为 5 类（如表 7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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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力学滞后环的分类及理论基础 

类型 示意图（纵坐标为被测定系统给

出的反作用应力[stress]，横坐标

为人工施加给测定系统的切变率

[shear rate]） 

理论上曲线走向说明，以及力作用下系统内物质

结构的变化的预测和系统内能量变化 

I   

顺时针走向的单环：系统耗散外加作用力的能量

（所围面积为能量密度速度的和），系统内物质

结构由聚集变为分散，体系发生柔化和稀化. 

 

II   

逆时针走向的单环：系统内增加的能量，系统内

物质结构由分散变为聚集，由颗粒形成三维网络

结构，体系发生稠化或固化。 

 

III   

“8”字形走向的双环，中间有一个临界交点，

近零处为逆时针走向（解释与 II 相一致），远零

处为顺时针走向（解释与 I 相一致）。 

  

IV   

“8”字形走向的双环，近零处为顺时针走向，

远零处为逆时针走向（虽然可如此推论，但作者

尚未测定到过如此情景的材料）。 

 

V   

无环型，即上升线与下降线为完全重合的直线，

如纯水测定结果就是如此，说明在力的作用下，

系统结构和理化性质没任何改变。 

 

 

上表的 5 个类型中，施永德实验室，除了表中的 IV 类型以外，其他几种类型已有过实验记

录并尽力建立本构方程来描述如血液、精液、含羞草匀浆液的各自流变学特点，这一内容

及其本构方程表达有待以后做详细介绍。 

 

总结 

在百姓中、医生中、科技工作者中、医学检验工作人员中，进行普及血液流变

学行为的本构方程表达与应用，对流变学的理论与技术在医学生物学中的应用

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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