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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非传统方法讨论张量的概念和运算。
作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符号系统和运算法则用于矢量和张量的运算，取代传统的上下指标表示和爱因斯
坦求和约定的方法。
其主要特点是把坐标系作为一种特别的数学变量，给出其表达的符号，规定其运算法则，与伴随矩阵
一起表示一个张量，并且用来进行张量的计算。
这种表示张量的方式被称作矢量和张量的解析表达式。
通过张量的解析表达式完成张量的各种运算以及研究张量的性质和张量之间的运算规律。
书中给出不同的示例用以演示本方法的具体操作，同时也简要讨论了某些应用张量理论的典型力学和
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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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解析表达式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描述一个矢量或者张量不仅需要一组有序的标量（即伴随矩
阵），还需要相应的坐标系。
一个矢量或者张量的变化或者是由于坐标系的变化，或者是由于伴随矩阵的变化，或者是由于两者的
同时改变引起的。
解析表达式中不可约简的坐标系的阶数等于该张量的阶数。
比如矢量的解析表达式中坐标系的阶数等于1，所以矢量是一阶张量。
二阶张量的解析表达式中坐标系的阶数等于2。
也可能出现更高阶的张量。
本书描述张量方法的基本原则如下：（1）任何张量都可以写出它的解析表达式，从而实现张量的数
值计算。
（2）解析表达式由坐标系和伴随矩阵按照一定的法则组合而成。
单个坐标系不能构成张量，但是如果二阶张量的伴随矩阵是单位矩阵时，书写时伴随矩阵可以省去。
（3）张量与张量的各种运算都生成新的张量，包括生成零阶张量。
（4）较低阶张量伴随矩阵的每个元素用阶数相同的不同张量取代，则构成新的高阶张量，新张量的
阶数等于较低阶张量的阶数与其伴随矩阵元素取代张量的阶数之和。
（5）数组或者矩阵都不是张量，无论它的元素是标量还是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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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维空间张量分析的矩阵方法》是关于研究“三维空间张量分析的矩阵方法”的专著，书中采用了
一套新的符号系统和运算法则用于矢量和张量的运算，取代传统的上下指标表示和爱因斯坦求和约定
的方法。
全书共分为10章。
《三维空间张量分析的矩阵方法》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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