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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杆撞击刚性壁的动态压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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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针对泡沫杆撞击刚性壁的情形建立了2类动态压溃模型:一维冲击波模型和三维细观有限元模

型。以连续介质框架下的应力波理论为基础,并假定了刚性-非线性塑性硬化的加载和刚性卸载的本构关系,

建立了一维冲击波模型,给出了冲击波波后应变与冲击时间的隐式表达式。利用随机Voronoi技术构建了闭

孔泡沫金属结构的三维细观有限元模型,使用ABAQUS/Explicit有限元软件模拟了泡沫材料的动态压溃过

程,并基于最小二乘法计算局部变形梯度和局部应变得到了三维泡沫结构的应变场。通过理论解和数值解的

比较,发现该理论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泡沫金属杆撞击刚性壁的力学行为,得到了较为精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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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金属具有稳定、持续的能量吸收平台,因而广泛用作能量吸收材料。在动态冲击下,泡沫金属

表现出变形局部化和应力增强等特点,但由于实验技术的限制,关于其变形机理和本构的应变率敏感性

问题仍然存在很大分歧[1]。已经发展了一些动态压溃模型,如冲击波模型、弹簧-质量模型和有限元模

型,但多数研究局限于对泡沫金属宏观响应的预测,缺乏对细观变形机制的分析和比较。

S.Reid等[2]认为泡沫金属在动态冲击下的局部化变形行为是结构冲击波传播导致的,并率先提出

了率无关、刚性-理想塑性-锁定(R-P-P-L)一维冲击波模型,该模型可以很好地估计泡沫的冲击增强[3]。

Z.J.Zheng等[4]进一步发展了刚性-线性硬化塑性-锁定(R-LHP-L)模型,用于预测泡沫金属冲击模式

和过渡模式下的动态行为。S.L.Lopatnikov等[5]考虑了弹性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泡沫材料的动态压

实应变随着冲击速度的提高而增加[6],不同学者在锁定应变的选取上并未达成一致,然而模型的预测结

果对压实应变的选取非常敏感[7]。为此,发展了一些具有非线性塑性硬化段的理论模型,如弹性-理想

塑性-应变硬化(E-P-P-H)模型[8]。S.Pattofatto等[7]将R-P-P-L模型的锁定硬化段改为幂次硬化段,
但只预测了恒速加载下的冲击应变和冲击波波速。

V.P.W.Shim等[9]首先提出了一维弹簧-质量模型,Q.M.Li等[10]进一步研究了泡沫金属中应力

衰减和强化的问题。王志华等[11-12]发展了二维弹簧-质量-连杆模型,研究了泡沫材料中应力增强现象

以及非均匀性对冲击波传播特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J.J.Harrigan等[8]指出弹簧-质量模型并不适

合用来预测泡沫材料内压缩产生的冲击波的不连续性。细观有限元模型能够克服这一缺点,但已有的

研究较多地局限在二维的情况,如Z.J.Zheng等[13]研究了随机蜂窝的动态冲击行为。三维结构能够较

为真实地模拟泡沫金属的力学性能,宋延泽等[14-15]研究了规则正十四面体泡沫的能量吸收特性以及三

维闭孔Voronoi模型的随机性对平台应力的影响。
本文中着重研究泡沫杆撞击刚性壁时冲击波波后的应变和应力随时间的变化,发展2类动态压溃

模型:一维冲击波模型和三维细观有限元模型。一维冲击波模型给出对于任意塑性硬化情况下应变与

时间的关系式,三维细观有限元模型给出局部应变场。通过冲击波模型与细观有限元模型的比较,验证

冲击波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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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维冲击波模型

图1 泡沫杆撞击刚性壁和杆内应力分布的示意图

Fig.1Schematicdiagramsofafoamrodstriking
astationaryrigidwallandthestress

distributioninthefoamrod

  泡沫直杆撞击刚性壁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其中L0、A0、ρ0、v0分别为泡沫杆的长度、横截面面

积、初始密度和初始冲击速度,X 为拉格朗日坐标。
泡沫视为率无关、刚性-塑性硬化材料,本构方程表

示为σ=σ(ε),其中屈服应力为σ0,应力σ和应变ε
以压为正,卸载为刚性的。考虑一个塑性冲击波波

阵面从撞击端向泡沫杆的末端传播,Ф(t)为t时刻

冲击波波阵面在拉格朗日坐标系中的位置,vs(t)为
t时刻冲击波的波速,v(t)为冲击波波阵面前方的整

个区域的速度。波阵面上应力和应变存在间断,波
前应力和应变分别为σA=σ0和εA=0,波后应力和

应变分别为σB=σ(εB)和εB,t时刻的应力分布如图

1所示。根据假定,冲击波波前整个区域的泡沫作

刚性运动,由惯性定律有

v
·(t)= -σA(t)A0

ρ0A0Φ(t)=- σ0
ρ0Φ(t)

(1)

  根据连续介质应力波理论,冲击波间断面处的

质量守恒和动量守恒方程[16]分别写作

0-v(t)=Φ
·
(t)εB(t)-( )0 (2)

σB(t)-σ0=ρ0Φ
·
(t)0-v(t( )) (3)

  由方程(2)~(3)以及本构方程σ=σ(ε)联立可以得到

σB(t)=σ0+ρ0v2(t)
εB(t)

(4)

Φ
·
(t)=- σ(εB(t))-σ0

ρ0εB(t)
(5)

v(t)= 1
ρ0

σ(εB(t))-σ( )0 εB(t) (6)

  由式(6)两边同时对t求导,并结合式(1)、(5),可得到Ф(t)与εB的关系:

Φ(t)=L0exp∫
εB(t)

ε0

κ(ξ)
σ0
dé

ë
êê

ù

û
úúξ (7)

式中:ε0为撞击刚发生时的初始应变,并由 σ(ε0)-σ( )0 ε0=ρ0v20 给出,

κ(ε)=12 σ′(ε)+σ(ε)-σ0é

ë
êê

ù

û
úúε

(8)

  由式(7)两边同时对t求导,并结合式(5),可得到εB与t之间的关系:

t
T =∫

ε0

εB(t)

κ(ε)
r(ε)σ0

exp∫
ε

ε0

κ(ξ)
σ0
dé

ë
êê

ù

û
úúξ dε (9)

式中:T=L0 ρ0/σ0 和r(ε)= σ(ε)-σ( )0 /σ0( )ε 。至此,式(9)给出了εB关于时间t的隐式表达式,
进而由式(4)~(6)可得冲击波后的应力、波阵面速度和冲击速度。

对于刚性-非线性塑性硬化(R-NLHP)的理想化模型[17],本构方程的形式为

σ(ε)=σ0+σ1ε/εmax-σ2ln1- ε/ε( )max[ ]β (10)
式中:σ0为屈服应力、σ1为线形硬化因子、σ2为非线性硬化缩放因子、β为非线性硬化形状因子、εmax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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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压实应变1-ρ
-,ρ

- 为泡沫杆的相对密度。通过计算可获得应变分布为

ε-(X)=
0      0≤X<Φ(t)

εB(tΦ=X)   Φ(t)<X≤L{
0

(12)

2 三维细观有限元模型

  采用三维随机Voronoi结构构建闭孔泡沫金属的细观模型。在指定的空间区域内随机生成 N 个

点作为成核点,并限制成核点之间的最小距离为

δmin= 1-( )kd0= 1-( )k 3 Vcell/( )4 1/3 (12)
式中:k为不规则度,d0和Vcell分别为规则正十四面体模型中最近邻成核点之间的距离和单胞的体积。
这N 个成核点被拷贝到其周围的26个区域中,然后通过这27N 个成核点生成Voronoi构型,最后通过

切割算法获取原先指定的空间区域内的Voronoi结构。
本文中采用的Voronoi构型如图2所示,其几何尺寸为30mm×20mm×20mm。整个几何模型

含有600个胞元,不规则度为0.5,相对密度为0.1。模型中采用均匀的厚度,胞元的厚度为0.09mm。
通过对有限元网格特征长度的收敛性分析,取单元的特征长度为0.3mm,并删除较小的单元以确保计

算效率。使用 ABAQUS/Explicit有限元软件进行分析,模型采用混合网格划分方法,共划分成近

20000个S3R壳单元和150000个S4R壳单元。细观模型的基体材料属性为刚性-理想塑性,其中基体

材料密度为2.77g/cm3、杨氏模量为69GPa、泊松比为0.3、屈服强度为170MPa。细观结构的随机不

均匀性对泡沫的力学性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保证结果的典型性和可比性,将只取一个固定的随机

“样本”进行准静态压缩和动态冲击模拟。理论模型的本构拟合曲线是由该“样本”在准静态压缩(加载

速率1m/s)下获得的。在动态冲击下,具有相同细观结构的“样本”被施加了一定的初始冲击速度,直
接撞击静止的刚性壁。有限元模型和刚性壁之间设置硬接触。所有可能接触的面施加接触条件,并设

置摩擦因数为0.02。

图2 含600个胞元的三维闭孔Voronoi构型

Fig.2A3DVoronoiconfigurationofaclosed-cellfoamwith600cells

3 结果和讨论

3.1 变形模式

  图3(b)给出了初始冲击速度为250m/s的细观有限元模型直接撞击刚性壁的变形图。由变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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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泡沫金属在直接撞击的过程中,变形基本上集中在冲击端部发生,撞击的前端为逐层压溃,是一种

称为冲击波模式的变形模式[18]。

图3 有限元模型以250m/s的初始速度直接撞击刚性壁

Fig.3Directimpactofaclosed-cellfoamataninitialimpactvelocityof250m/s

图4 不同初始冲击速度下的冲击端部应力随冲击时间的变化

Fig.4Stressesattheimpactendofthefoamspecimenversus
theimpacttimeforthreedifferentinitialimpactvelocities

3.2 冲击端面上的应力

  细观构型的冲击端部的冲击力随时

间的变化和冲击波模型预测的理论解如

图4所示。在冲击波模型中,冲击波扫

过的区域速度为零,因此冲击端应力和

冲击波波后应力相同。图4给出了初始

冲击速度为170、210、250m/s的情况,
其中细观模型的曲线采用了滑动窗口平

均(窗口宽度4μs)以消除数值分析造成

的计算噪声。可以看出理论解和数值解

吻合得较好。在细观有限元模型中,初
始时刻的冲击应力有较大的振荡,随着

冲击时间的增加,其振荡性减弱。曲线

的高频振荡是由于细观构型内部复杂的

接触状态和胞壁屈曲造成的:在初始时

刻,压溃单元所处的波阵面位置与刚性面很近,接触应力传播到刚性面所需的时间短,其振荡也因此体

现在刚性面上记录的数值中;而随着冲击时间的增加,刚性壁附近区域细观结构几乎已经压实,波阵面

上单元压溃和接触的应力需经历稍长时间才到达刚性面,此外压实区域内部的复杂结构已经发生接触,
不会产生较大的数值振荡,因而刚性面的数值振荡减弱。随着冲击的动能逐步被耗散,冲击端应力值随

着冲击时间的增加而减小,理论解很好地预测了这一趋势。

3.3 冲击方向上的应变分布

  基于最小二乘法计算局部变形梯度和局部应变[19]来计算三维泡沫结构的应变场。对于某一点i
和其周围截断半径rc内的点j,这两点之间的初始构型距离和变形构型距离分别表示为Dji=Xj-Xi和

dij=xj-xi。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节点i处的变形梯度张量可表示为

Fi=Vi
-1Wi (13)

式中:Vi=∑
j∈Ni

DT
jiDji 和Wi=∑

j∈Ni

DT
jidji,Ni为点i周围截断半径(本文中取1.5倍胞元平均直径)内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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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的集合。拉格朗日应变张量可由下式计算得到

Ei=12 FiFT
i -( )I (14)

  由所有点的局部拉格朗日应变可以得到整个模型的应变场。本文中的模型近似为X 方向的一维

冲击模型,其应变场在X 方向上的工程应变表示为ε1=1- 1+2E11 ,然后在横截面上作平均得到ε1
的一维分布情况。同时理论模型假定泡沫金属的本构曲线满足式(10)的R-NLHP形式,通过拟合三维

Voronoi泡沫的准静态压缩曲线,得到该模型的参数为:σ0=6.18MPa、σ1=1.21MPa、σ2=20.66MPa、

β=7.73。通过计算得到细观有限元模型和冲击波模型在冲击方向上的应变分布,如图5所示。图中显

示了不同冲击时间(0.02、0.05、0.08ms)的情况。由图5可以看出,细观有限元模型的局部应变没有较

为明显的冲击间断面,这是由于细观构型局部应变场算法的平均效应造成的。而且,由于胞元存在特征

长度,在这个尺度以下定义应变在物理上是没有意义的。理论预测的结果接近细观有限元模拟的局部

应变的值,但是细观有限元计算的局部应变在冲击端稍稍高于理论值,冲击波阵面的位置也落后于理论

值,这可能是由于泡沫金属动态冲击过程中细观结构的变形模型发生了改变,即由准静态时的剪切变形

带随机分布的均匀化模式转变为胞元逐层压溃的冲击波模式。

3.4 冲击波波后的应变

  采用的应变场计算方法是依据一定区域内节点变形梯度的平均,因而在高速冲击条件下计算出的

应变场没有非常明显的冲击间断面。为了确定冲击波阵面的位置,以数值计算中应变梯度变化最大的

位置作为冲击波间断面的位置,但该位置处的应变不能直接作为冲击波波后的应变。观察细观构型的

变形发现,冲击波扫过的区域,细观构型的变形几乎不再发生改变,又由于在远离冲击波的间断面处应

变的计算是相对准确的,可以根据一维应变场首先确定某一时刻下冲击间断面的位置,然后以在冲击过

程完成时的应变场中对应的位置的应变值作为这一时刻冲击波波后的应变。
冲击波波后的应变随冲击时间的变化规律如图6所示。图中细观有限元模型的应变的计算范围较

冲击波模型的计算范围要窄,这是由于在细观有限元结果的分析计算中排除了应变场算法不能较好地

处理的冲击波间断处的区域。由图6中可见,随着冲击时间的增加,冲击波阵面上的局部应变下降,这
与理论预测的趋势一致,局部应变的值也基本近似于理论预测的值。然而冲击波模型和有限元模型给

出的应变值存在一些差异,这很可能是由于细观有限元模型在高速撞击下变形模式发生改变所引起的。

图5 初始冲击速度为250m/s时不同时刻

的局部应变分布情况

Fig.5Localstraindistributionsalongtheimpact
directionofthefoamspecimenwith
theinitialimpactvelocity250m/s

图6 不同初始冲击速度下冲击波

波后应变随冲击时间的变化

Fig.6Strainsbehindtheshockfrontversus
theimpacttimeforthreedifferent

initialimpactvelo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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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以连续介质框架下的应力波理论为基础,假定刚性-非线性塑性硬化的加载和刚性卸载的本构关

系,建立了泡沫杆撞击刚性壁的一维冲击波模型,给出了冲击波波后应变与冲击时间的隐式表达式。基

于三维Voronoi技术建立了闭孔泡沫金属的细观有限元模型,使用有限元软件模拟了该泡沫材料的动

态压溃过程,并基于最小二乘法计算局部变形梯度和局部应变得到了三维泡沫结构的应变场。通过冲

击方向上的应变分布确定了冲击波波阵面的位置,并研究冲击波波阵面上的应变和应力随冲击时间的

变化规律。通过冲击波模型的理论解和细观有限元模型的数值解的比较,表明冲击波模型能够较好地

预测泡沫金属杆撞击刚性壁的力学行为。理论解与数值解之间还存在一些差异,其原因是泡沫金属在

动态冲击条件下的变形模式发生了变化,这说明泡沫材料的动态本构和准静态本构存在一些区别,对此

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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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crushingmodelsforafoamrodstrikingarigidwall*

WangChang-feng,ZhengZhi-jun,YuJi-lin
(CASKeyLaboratoryofMechanicalBehaviorandDesignofMaterials,

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Hefei230026,Anhui,China)

Abstract:Aone-dimensionalshockmodelandathree-dimensionalcell-basedfiniteelementmodelare
developedforthedynamiccrushingofametallicfoamrodstrikingarigidwall.Theshockmodelis
proposedbyusingthecontinuum-basedstresswavetheoryandassumingarate-independent,rigid-
nonlinearhardeningplasticconstitutiverelationofthefoam,thenanimplicitexpressionfordetermi-
ningtherelationbetweenthelocalstrainbehindtheshockfrontandtheimpacttimeisobtained.The
cell-basedfiniteelementmodelofaclosed-cellaluminumfoamisconstructedbythethree-dimensional
Voronoitechnique,anditsdynamiccrushingprocessissimulatedbyusingtheABAQUS/Explicit
code.Theleastsquaresmethodisusedtocalculatethedeformationgradientandlocalstrainfield.
Comparingwiththesimulationresults,theshockmodelpresentsgoodpredictionsofthestressand
strainbehindtheshockfront.
Keywords:solidmechanics;shockmodel;Voronoistructure;metallicfoam;localstrai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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