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微元分析是整个大学医用物理学处理的核心手

段，包括微元的物理分析和数学微元处理。相关文

献比较全面报道了该方法的处理思想和处理原

则［1-4］，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其分析的起点囿于微积

分中定积分的类似处理，而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发现，

从函数连续性入手来讨论其处理思想，易理解也更

易推广。本文将微元法与“奥氏粘度计测量原理”结

合原因在于：首先，奥氏粘度计测量液体粘滞系数是

医用物理学的传统实验；其二，其测量原理是微元分

析与物理紧密结合典范；其三，该原理推导中关键细

节有待进一步澄清与探讨。

1 微元法的基本原理

高等数学中，当函数y=f(x)在点 x0 处连续，即：

lim
x→ x0

f (x)= f (x0) （1）

等价于：

lim
x→ x0

f (x)- f (x0)= 0 （2）

也即 f (x)= f (x0)+ α ( α为无穷小量)，

这样当构成定积分的积分微元时：

f (x)dx = ( f (x0)+ α)dx = f (x0)dx + αdx （3）

由于adx构成更高阶无穷小量，故舍去，则：

f (x)dx ≈ f (x0)dx （4）

以上数学的推导揭示出连续函数在局部区域中可

以近似当常量(或不变量的)处理，这也就是“化曲为直”，

“化变为不变”，“化不均为均匀处理”多种处理的理论

依据。而经典物理中大多数物理变化过程是连续变化

的，而连续函数在闭区间上是肯定可积的。简言之，微

元分析基础其实是连续性的产物。理解这一点有利于

深化其处理的思想，而应用时也就更灵活了。

2 奥氏粘度计的测量原理

在前言中笔者已指出了结合微元法讨论其工作

原理的意义。其原理是泊肃叶公式［5-8］。而该公式的

推导就是微元分析的一个典范。

首先，如图1和图2所示，假定内半径为 R ，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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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的柱型毛细流管内液体是牛顿流体，密度为 ρ ，粘

度系数为 η ，球泡中液面高为 h ，毛细管上下两端压

强为 p 和 pB ，假定毛细管内的流体为层流和定常流

(速度不随时间改变)，以层间（对应半径为 r）微元为

研究对象，其所受合外力为零，依托牛顿粘滞力公

式，建立定积分微元，可定积分出沿管径的流速 v 的

分布：ρgL2πrdr = -η2πrL dvdr ，分离变量积分可得：

v = f (r)= ρg
4η (R2 - r2) （5）

其次，由于该速度分布函数 v = f (r)是 r 的连续函

数，因此在沿管径的微元层 dr 内的速度可近似为不

变，故可以給出对应横截面积 ds中的流量微元表达，

进一步可积出整个管内的泊肃叶流量（Q表示流量，

g 为重力加速度）公式。简单推导如下：

Q= ∫0Rvds = ∫0Rv∙2πrdr = πR4 ρgL
8ηL =

πR4 ρg
8η （6）

由此可见，推导中连续应用两次微元法处理，在

大学物理公式推导中并不多见，所以可以说微元法

处理的典范。

最后指出一点是，由于泊肃叶公式推导时是必须

在水平等粗液柱两端加上稳定的压强差来平衡液体粘

滞力，为此奥氏粘度计巧妙地利用竖直等粗毛细管（见

图1）的重力来产生稳定的压强差，任取毛细管一段为

研究对象，可以发现上层液泡内的液面虽然不断下降，

但该段两端毛细管始终维持稳定的压强(仅跟两端高度

差相关)，在公式（6）的推导中是取整个长度为L的毛细

管，而最终L其实可以消去，或者说，任取一段的毛细管，

其管长并不影响最终原理。公式（6）中虽是泊肃叶公

式，但就仪器的工作原理，经化简后其实跟管长无关，

这正是该仪器的匠心之处，也是一个关键的细节。一

些文献［9-11］不直接利用泊肃叶流量公式而从另一角度推

导该实验原理，甚至于认为泊肃叶公式只能应用于水

平流管，显然无视这一关键细节，而且对于相关原理和

模型研究不够深入，这也导致割裂了理论教学与实验

之间深刻联系。因此本文在此特别指出这一点，这也

是本文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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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奥氏毛细管粘度计简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Ostwald capillary viscometer

图2 长为L的毛细管部分的放大图

Fig.2 Amplification map of a part of capillary with lengt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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