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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金属的微惯性效应和动态塑性泊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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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三维Voronoi技术和显式有限元方法来研究闭孔和开孔两种泡沫金属的动态塑性泊松比问

题和微惯性效应。细观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塑性泊松比随着轴向应变的增加而下降,塑性泊松比的峰值随

着冲击速度的增加而下降;相对密度增加时,泡沫金属塑性泊松比增加;微惯性对平台应力的影响不大。该数

值模拟结果能够解释侧向约束情况下闭孔泡沫金属的压溃应力随着加载速率的提高而下降的实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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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金属具有稳定且可持续吸收能量的平台应力,作为吸能材料在工业领域应用广泛。在实际应

用中,泡沫金属大多经受复杂加载状态,因而了解泡沫金属在多轴加载下的力学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准静态条件下,许多学者给出了泡沫金属多轴加载下的唯象屈服表面。G.Gioux等[1]给出了开孔

和闭孔泡沫金属准静态条件下唯象的屈服表面,M.Doyoyo等[2]给出了以拉伸加载状态为主的唯象屈

服表面。V.S.Deshpande等[3]给出了唯象的屈服表面及其演化规律。C.Chen等[4]在理论上提出了一

个泡沫金属本构模型的唯象框架,能够很好地描述泡沫金属在压缩主导的应力状态下的响应。泊松比

作为材料本构模型中的重要参数,影响着屈服面的形状,因而得到泡沫金属泊松比的准确结果有着重要

的意义。由于泡沫金属的不规则性,在实验中很难准确测量泡沫金属的泊松比。G.Gioux等[1]测量了

相对密度7%的Duocel泡沫和相对密度8%的Alporas泡沫,认为其塑性泊松比分别为0.052和0.024。

V.S.Deshpande等[3]测量了相对密度16%的Alporas泡沫和相对密度7%的Duocel泡沫,认为其塑性

泊松比分别约为0.2和0.15。即便是相同相对密度的Duocel泡沫,其塑性泊松比的测量结果也存在较

大的差异。在动态冲击条件下,J.L.Yu等[5]发现闭孔泡沫金属在侧向约束条件下动态压溃应力随着

加载速率的增加有显著下降。为了解释这个现象,要对泡沫金属动态塑性泊松比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
但由于实验条件和测量手段的限制,测量泡沫金属动态塑性泊松比是非常困难的,P.S.Kumar等[6]和

S.L.Lopatnikov等[7]认为泡沫金属的动态塑性泊松比为0,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测量结果。数值模拟

方法能够克服实验测量手段的限制,采用泡沫金属的细观有限元模型,可以定性研究泡沫金属塑性泊松

比的变化规律。

  本文中采用三维 Voronoi结构的开孔和闭孔泡沫金属模型,研究2类泡沫金属动静态加载条件下

塑性泊松比的变化规律,并讨论相对密度和冲击速度对其的影响,进而分析微惯性对泡沫金属轴向冲击

性能的影响,并对实验中的现象给出了解释。

1 数值模拟

1.1 三维Voronoi构型

  为了得到与真实泡沫相似的几何构型,采用三维随机Voronoi技术[8]构建了闭孔和开孔2种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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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的细观模型。在给定的体积为V0 的区域上随机撒下N 个点,如图1(a)所示,满足任意两点的距离

δ不小于一定的给定的距离δmin,其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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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不规则度,d0 和Vc 分别为规则正十四面体模型中最邻近成核点之间的距离和单胞的体积。

  这N 个成核点被拷贝到周围的26个区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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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区域内的Voronoi结构。采用Voronoi构型的胞元表面结构来构建闭孔泡沫

金属的细观有限元模型,采用胞元棱边来构建开孔泡沫金属的细观模型,分别如图1(b)和(c)所示。

图1 含600个胞元的三维Voronoi构型

Fig.1Three-dimensionvoronoimodelswith600nucleus

1.2 有限元模型

  有限元模型的几何尺寸为20mm×20mm×30mm,长轴为加载方向。整个几何模型含有600个

胞元,不规则度为0.5。并假定基体为弹性-理想塑性材料,密度ρs=2.77g/cm3,杨氏模量Es=

69GPa,弹性泊松比νs=0.3,屈服强度σys=170MPa。泡沫模型上下表面添加刚性表面,下部的刚性

表面固定,上部的刚性面以恒定的冲击速度v压缩泡沫样品。泡沫模型和刚性平面,以及泡沫模型内部

的结构施加了接触。为了着重探讨细观拓扑结构、相对密度和冲击速度对泡沫金属宏观力学行为的影

响,近似忽略摩擦的影响,在计算模拟过程中将摩擦系数设为0.02[9]。

  对于闭孔泡沫金属模型,假定泡沫金属有均匀的厚度,其相对密度可以表示为:

ρ=ρ0
ρs

=
h∑Ai

V
(2)

式中:ρ0是泡沫材料的密度,ρs 是基体材料的密度,V 是泡沫材料的体积,Ai 是第i个胞壁的表面积,h
为泡沫材料的胞壁厚度。模型的有限元单元采用ABAQUS中的S3R和S4R壳单元。通过网格敏感

性分析,壳单元的特征长度设置为0.3mm,最终划分为约170000个壳单元,其中包括约20000个S3R
单元和150000个S4R单元。

  对于开孔泡沫金属模型,假定所有棱边有相同的横截面面积A,其相对密度可以表示为:

ρ=ρ0
ρs

=
A∑Li

V
(3)

式中:Li 是第i个棱边的长度。采用ABAQUS中的B31单元模拟。通过网格敏感性分析,梁单元的特

征长度为0.25mm,最终划分成约38000个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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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结果与分析

2.1 变形模式

  相对密度为0.1的开孔和闭孔泡沫金属在不同冲击速度下的变形分别如图2(a)、(b)所示。无论

是开孔泡沫金属还是闭孔泡沫金属,在不同冲击速度下的变形都可以分成3种主要的模式。这与二维

随机蜂窝观察到的变形模式是一致的[9-10]。在冲击速度较低时(如1m/s),其变形较为均匀,表现为随

机分布的剪切变形带,称之为“均匀模式”。当冲击速度很高时(如110m/s),泡沫金属表现为逐层压溃

变形,在冲击端附近形成很窄的变形带,称为“冲击模式”。当冲击速度介于这两者之间时,泡沫金属的

变形带比较集中于冲击端,形成较为局部的变形带,称为“过渡模式”。

图2 泡沫金属在不同冲击速度下的变形模式

Fig.2Deformationmodesofmetallicfoamunderdifferentimpactvelocities

2.2 临界速度

  为了描述随机蜂窝材料的变形/应力均匀性,Y.D.Liu等[10]引入了应力均匀性指标:

ϕ=σ(s)pl/σ(i)pl (4)

式中:σ(s)pl 和σ(i)pl分别为支撑端和冲击端的平台应力。同时认为均匀性指标90%可作为一个临界值,对应

于从均匀模式到过渡模式的临界转变速度。相对密度为0.1的闭孔和开孔泡沫金属的均匀性参数ϕ随

冲击速度的变化规律分别如图3(a)、(b)所示。

图3 泡沫金属的应力均匀性指标随冲击速度变化关系

Fig.3Stressuniformityindexvariedwithimpactvelocityformetallicf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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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闭孔泡沫金属,临界转变速度为56.7m/s,对于开孔泡沫金属,临界转变速度为39.7m/s。
当冲击速度很高时,泡沫金属模型的变形处于过渡模式或冲击模式,局部变形会使得泡沫金属的力学行

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结构响应,而非材料响应。这时试件横向变形的宏观度量失去意义,定义的动态塑

性泊松比偏差较大。因而泡沫金属动态泊松比问题仅仅限定在泡沫金属处于“均匀模式”下讨论。

2.3 相对密度对塑性泊松比的影响

  泡沫金属塑性泊松比定义为横向塑性应变(εx 和εy 的平均值)的负值与轴向塑性应变εz 的比值:

νp=-εx +εy

2εz
(5)

  在低速冲击(1m/s)下,不同相对密度的闭孔和开孔泡沫金属的名义塑性泊松比随着轴向应变的

变化分别如图4(a)、(b)所示。计算结果表明,当轴向应变较小时,名义塑性泊松比的值较大,随着相对

密度的增大,2种泡沫金属的塑性泊松比和初始的峰值均有明显的提高。

图4 不同相对密度的泡沫金属的塑性泊松比随轴向应变的变化

Fig.4PlasticPoisson’sratiovariedwithlongitudinalstrainforfoamswithdifferentrelativedensities

2.4 冲击速度对塑性泊松比的影响

  在不同的冲击速度下,相对密度为0.1的闭孔和开孔泡沫金属的塑性泊松比随轴向应变的变化如

图5所示。图6所示为塑性泊松比峰值随冲击速度的变化,随着冲击速度提高,闭孔和开孔泡沫金属的

塑性泊松比的峰值有明显下降。

图5 不同冲击速度下泡沫金属塑性泊松比随轴向应变的变化

Fig.5PlasticPoisson’sratiovariedwithlongitudinalstrainatdifferentimpactvelocities

  塑性泊松比随着冲击速度的下降可以解释为:在准静态单轴压缩情况下,由于泊松效应,泡沫会发

生横向膨胀。当冲击速度很低时,泡沫有充分的时间发生横向变形;但当冲击速度提高时,由于横向惯

性的存在,泡沫金属来不及发生横向变形。因而,塑性泊松比随着冲击速度的增加,其峰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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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机制可以解释文献[5]中的实验现象。当施加侧向约束后,在准静态加载下,较高的塑性泊松

比初始峰值导致较大的变形阻力,泡沫金属的初始压溃应力提高。当冲击速度较高时,塑性泊松比的初

始峰值很低,侧向阻力减弱,所以侧向约束条件下泡沫金属的压溃载荷随着加载速率的提高而降低。

图6 泡沫金属塑性泊松比峰值随冲击速度的变化

Fig.6PeakvalueofplasticPoisson’sratiovariedwithimpactvelocity

2.5 微惯性效应

  横向惯性的存在会直接影响泡沫金属的动态塑性泊松比。由于泡沫金属材料中存在大量空隙,局
部的横向变形并不会对周围材料产生影响,这种横向惯性效应实际上是一种微惯性。对于微惯性效应

的存在是否影响泡沫金属的轴向力学性能,文献中有一些冲突的观点。一些研究者认为,细观结构的微

惯性对金属泡沫的动态增强效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1-13];但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微惯性对泡沫金

属的动态增强效应的影响很微弱[14]。为了量化微惯性效应,即横向惯性对轴向力学性能的影响,Y.D.
Liu等[10]引入了微惯性参数μ,定义为泡沫金属所有节点的侧向加速度平方根(Ax和Ay)和纵向加速度

平方根(Az)之比:

μ=Ax +Ay

2Az
(6)

  对于不同冲击速度下的微惯性参数随轴向应变的变化,如图7所示。

图7 泡沫金属微惯性参数随轴向应变的变化

Fig.7 Micro-inertiaparametervariedwithlongitudinalstrainformetallicfoam

  图8所示为泡沫金属的微惯性参数的平均值与冲击速度的关系,从图8(a)中可知闭孔泡沫金属的

微惯性参数的平均值随着冲击速度的下降而下降;从图8(b)中可知,开孔泡沫金属的微惯性参数的平

均值随着冲击速度的增加基本保持恒定。并且它们的数值与密实固体材料同量级,远小于典型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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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结构的微惯性参数[10]。这说明三维泡沫金属不是典型的第二类结构,微惯性效应是微弱的。

图8 泡沫金属微惯性参数随冲击速度的变化

Fig.8 Micro-inertiaparametervariedwithimpactvelocity

3 结 论

  采用三维细观有限元模型模拟了闭孔和开孔2种泡沫金属的动态压缩响应。结果显示2种三维泡

沫金属均与二维随机蜂窝有类似的变形模式分类,即随着冲击速度的提高出现均匀模式、过渡模式和冲

击模式。当发生均匀模式的变形时,开孔和闭孔泡沫金属的塑性泊松比均不是一个常数,塑性泊松比随

着轴向应变的增加而下降。当相对密度增加时,泡沫内部孔隙减少,导致泡沫金属的塑性泊松比有明显

的提高。而随着冲击速度的增加,泡沫金属的动态塑性泊松比随着轴向应变的增加有明显的下降。这

是由于横向惯性的存在,随着速度提高,泡沫金属中以细观结构崩塌为主导的变形来不及引起宏观的侧

向膨胀,从而解释了文献[5]中实验观察到的现象。通过分析横向惯性对平台应力的影响,发现对于闭

孔和开孔泡沫金属,微惯性效应相比典型的第二类结构来说要小的多。因此,泡沫金属不是典型的第二

类结构,微惯性对平台应力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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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inertiaeffectanddynamicplasticPoisson’sratio
ofmetallicfoamsunderco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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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Hefei230026,Anhui,China)

Abstract:Thethree-dimensionalVoronoitechniqueandtheexplicitfiniteelementmethodwereuti-
lizedtoinvestigatethemicro-inertiaeffectanddynamicplasticPoisson’sratioofclosed-cellandopen-
cellmetallicfoams.ThesimulationresultsindicatethattheplasticPoisson’sratiodecreasewithin-
creasingnominalstrain,thepeakvalueofwhichdecreasesastheimpactvelocityincreases.Andthe
Poisson’sratioincreaseswiththeincreasingofrelativedensity.Themicro-inertiaplayslittlerolein
enhancingtheplateaustressofmetallicfoams.Theabovesimulationresultscanexplaintheexistent
experimentalphenomenonthatthecrushingstressdecreaseswithincreasingloadingrates,whichis
enduredbytheclosed-cellaluminumfoamunderlateralconstraint.
Keywords:solid mechanics;micro-inertiaeffect;three-dimensionalVoronoitechnique;metallic
foam;closed-cell;open-cell;Poisson’sratio;longitudinalstrain;crushingstress;loadingrate

 * Received26February2013;Revised17October2013
   Supportedby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90916026,11002140,11372308)

   Correspondingauthor:YuJi-lin,jlyu@ustc.edu.cn
(责任编辑 王易难)

706 第5期           王长峰等:泡沫金属的微惯性效应和动态塑性泊松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