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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多胞材料在高速冲击下呈现出逐层压溃的变形模式,塑性冲击波模型可以用来表征这种集中变形

带的传播行为。本文中采用截面应力计算方法得到了随机蜂窝在恒速冲击下的一维应力分布,进而对冲击波

的传播规律进行了分析。比较了高速冲击下由不同方法得到的冲击波速度与冲击速度的关系,结果表明R-
PP-L(率无关,刚性-理想塑性-锁定)模型高估了冲击波速度,但R-PH(率无关,刚性-塑性硬化)模型以及一维

冲击波理论得到的冲击波速度与有限元结果比较接近。冲击波速度与冲击速度在高速情形下趋于线性关系,

但随着冲击速度的减小,冲击波速度不断减少并趋于常数。根据这一特征和塑性冲击波模型,发展了可以表

征冲击波速度与冲击速度的关系、动态应力应变关系的一致近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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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胞材料在高速冲击下具有变形局部化的典型特征。Reid等[1-2]研究了由圆环组成的一维系统的

动态冲击行为,提出了“结构冲击波”的概念,并在对木材的动态压溃实验中证实了压溃带的冲击波传播

特征。Zheng等[3]、Liu等[4]在对随机蜂窝的动态冲击中观察到3种变形模式,即均匀模式、过渡模式和

冲击模式。张新春等[5]、胡玲玲等[6]探讨了胞元构型对蜂窝结构动态冲击性能的影响。Zou等[7]认为

蜂窝中传播的冲击波波阵面在高速冲击下具有胞元尺寸的宽度。Liao等[8]采用了局部应变场计算方

法表征了蜂窝铝中一维冲击波的传播并得到了冲击波速度的大小。一系列的一维冲击波模型被发展来

表征多胞材料中塑性压溃行为,如R-PP-L模型(率无关、刚性-理想塑性-锁定假设)[2,9-10]和R-PH模型

(率无关,刚性-塑性硬化假设)[11-13]。然而,大部分的冲击波模型都是基于准静态名义应力-应变曲线得

到的,直接得到动态的应力应变关系在实验上是困难的。

  多胞材料在动态冲击下存在变形局部化和应力增强等现象,名义应力应变曲线失去了物理意义[4]。

Zheng等[13]通过对泡沫铝的三维细观有限元模型的分析得到了波后应力应变状态点,并提出了D-R-
PH(动态,刚性-塑性硬化)模型来表征动态应力-应变行为。Barnes等[14]、Sun等[15]分别对开孔泡沫和

闭孔泡沫进行实验和数值研究,也得到了多胞材料的动态应力应变状态。但这些研究都是针对冲击模

式下的应力应变状态,对过渡模式下的应力应变状态的认识仍然不清楚。此外,文献[13-15]中波后应

力都是由撞击端的名义应力得到的,缺少对材料内部局部应力信息的直接表征。

  认识多胞材料在中速过渡模式下的应力应变行为,对于完整地理解多胞材料的动态本构关系有重

要意义。本文中将采用截面应力计算方法研究基于细观有限元模型的随机蜂窝结构在恒速冲击下的应

力分布,分析冲击波在随机蜂窝中的传播特性,表征随机蜂窝的动态应力应变关系。

1 数值模型

1.1 细观有限元模型

  采用二维Voronoi技术构造随机蜂窝结构,详细建模过程参见文献[3]。如图1,蜂窝试件的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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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均为50mm,试件的不规则度为0.3,由500个胞元组成。试件相对密度ρ0/ρs=0.1,其中ρ0为蜂窝

试样变形前的初始密度,ρs为基体材料的密度。蜂窝试件的平均胞元尺寸约为2.5mm,其值定义为与

平均胞元面积相等的圆的直径。

图1Voronoi蜂窝试件细观有限元模型

Fig.1Acell-basedfiniteelementmodelof
aVoronoihoneycombspecimen

  采用ABAQUS/Explicit有限元软件对蜂窝材料

的恒速压溃过程进行数值模拟。胞壁材料由S4R壳

单元(4节点,减缩积分、沙漏控制、有限膜应变)进行

模拟。通过网格收敛性分析将模型划分了10480个

壳单元,平均单元长度约为0.2mm。基体材料属性

设置为弹性-理想塑性,材料参数设置为泊松比ν=
0.3,弹性模量E=66GPa,屈服应力σy=175MPa,
基体密度ρs=2700kg/m3。所有接触面均定义为通

用接触,摩擦因数取为0.02。为了模拟面内变形,模
型中所有节点的面外变形均被限制。

  蜂窝试件的左右两端设置两个刚性面,左侧刚

性面以恒定不变的速度v沿x 方向向右压缩试件。
在压缩过程中右侧刚性板为固支端,如图1所示。

1.2 截面应力计算方法

  对于蜂窝试件在承受匀速压缩的情况下,一维近似是适用的,因此可以通过截面工程应力来表征局

部应力信息,详见文献[16]。不同的拉格朗日截面位置的工程应力由截面内力除以截面初始面积得到。
截面的内力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通过基体材料的单元节点所传递的力,称为节点力,记为F(n)

x ;另一

部分是由变形中胞壁接触所引起的接触力,记为F(c)
x 。这两部分力由下式可以计算得到:

F(n)
x =∑

M

i=1
F(n)

xi

F(c)
x =∑

K

i=1

(F(cn)
xi +F(ct)

xi

ì

î

í

ï
ï

ï
ï )

(1)

式中:M 为所考察的截面所贯穿的单元在参考构型中左侧的节点数,K 是从撞击端到所考察截面的总

的节点数目。对于恒速压缩情形,K 包含了刚性端的节点。接触力F(c)
x 的简化计算公式的算法得益于

牛顿第三定律,完整的接触对的接触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互相抵消之后剩余的部分为被截面所隔开的

接触对的接触力。由于刚性面与试件撞击端位置重合,因此撞击端面上的接触力由刚性面输出接触力

得到。F(n)
xi 、F(cn)

xi 、F(ct)
xi 分别为任意节点编号i的节点力的x 分量以及节点的法向和切向接触力的x 分

量,均可以直接从ABAQUS的输出文件提取得到。截面的工程应力可以由下式计算为:

σ=σ(n)x +σ(c)x (2)
式中:σ(n)x =F(n)

x /A0,表示由节点所传递的应力;σ(c)x =F(c)
x /A0,表示由胞壁接触所引发的应力。其中A0

为截面的初始面积。

2 结 果

2.1 一维应力分布

  冲击速度分别为200和50m/s时的应力分布如图2所示。在任意名义应变时刻下,应力会在某个

位置发生陡然减小,并且这个位置随着名义应变的增大往试件右侧移动。这说明在高速和中速撞击下

试件内均存在冲击波的传播,应力发生急剧变化的位置即为冲击波波阵面的位置,中速撞击下的波阵面

区域相较于高速撞击更加平缓。从图2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应力增强现象,跨过冲击波阵面,应力由波前

应力迅速增加到波后应力并几乎保持不变。

2-201310

爆  炸  与  冲  击               第39卷  第1期 



图2 两种冲击速度下的应力分布图

Fig.2One-dimensionalstressdistributionsattwoimpactvelocities

2.2 基于应力分布得到冲击波速度

图3 一维的应力分布及其应力梯度分布

Fig.3One-dimensionalstressdistributions
andthecorrespondingstressgradients

  可以由应力分布梯度来确定冲击波波阵面Φ
的位置,如图3所示。应力分布梯度反映了一维

应力在加载方向上的变化,在应力梯度绝对值达

到最大的拉格朗日坐标位置,应力变化最快,这个

位置即为当前时刻冲击波波阵面的位置。中速和

高速压溃下波阵面位置均可以采用此方法得到。
不同冲击速度下得到的波阵面位置随冲击时间变

化关系如图4所示。在恒速压缩情形下,冲击波

的波阵面位置与冲击时间关系为线性关系。可通

过对线性关系拟合得到的斜率来预估冲击波速

度。从图4中可以看出,冲击速度越大,斜率越

大,则相应的冲击波速度也越大。

图4 不同冲击速度下冲击波位置随时间的关系

Fig.4Variationofshockfrontpositionwithimpacttime
atdifferentimpactvelocities

2.3 一维冲击波理论

  除了由有限元结果直接得到的应力信息来得到冲击波速度之外,一维冲击波理论也可以对蜂窝中

的冲击波传播行为进行描述。由应力波理论[17],跨波阵面的质量和动量守恒关系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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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t)-vA(t)=vs(t)(εB(t)-εA(t)) (3)

σB(t)-σA(t)=ρ0vs(t)(vB(t)-vA(t)) (4)
式中:vs(t)是冲击波速度,σB、εB、vB为波后方的应力、应变和速度,σA、εA、vA为波前方的应力、应变和速

度。联立这两个守恒关系可以得到冲击波速度与波前波后应力、应变的关系为:

vs(t)= σB(t)-σA(t)
ρ0(εB(t)-εA(t))

(5)

图5 一维应力和应变分布及其理想化

Fig.5One-dimensionalstressandstraindistributions
andtheidealizations

  如果能直接从有限元结果中得到波前和波后应

力/应变信息,就可以由式(5)计算得到冲击波速度

的大小。为了简便,这里将这种结合冲击波理论和

数值模拟结果的方法叫做一维冲击波理论方法。

  通过对一维应力和应变分布求平均值,可以得

到波前和波后的应力和应变,如图5所示。图中一

维应变分布采用文献[8]提出的局部应变计算方法

得到。在求平均的过程中,为了消除冲击波波阵面

平均效应的影响,将紧邻波阵面附近1.5倍胞元半

径Rc内的数据排除掉。波后应力和应变信息由冲

击端到Φ-1.5Rc区域内平均得到,波前应力应变信

息由Φ+1.5Rc到支撑端区域平均得到。再由式(5)
就可以得到不同冲击速度下的冲击波速度。

2.4 冲击波速度的比较

  通过截面应力和局部应变场等有限元方法以及一维冲击波理论方法都可以得到冲击波速度。此

外,也可由已有的冲击波模型得到冲击波速度的大小。由R-PP-L模型[2]得到的冲击波速度为:

vs=v/εL (6)
式中:εL为多胞材料的锁定应变。由R-PH模型[13]得到的冲击波速度为:

vs=v+ C/ρ0 (7)
式中:C为多胞材料的塑性硬化参数。在本文中,εL=0.64,C=0.226MPa。

图6 不同方法得到的冲击波速度的比较

Fig.6Comparisonofshockwavespeedsobtained
usingdifferentmethods

  由不同方法得到的冲击波速度如图6所示。由

一维冲击波理论方法以及R-PH冲击波模型得到的

冲击波速度比较接近有限元方法得到的冲击波速

度,并且与冲击速度的差值均为一个常值,即材料冲

击参数。然而由R-PP-L模型预估得到的冲击波速

度明显高于有限元结果。这是由于R-PP-L模型采

用的是锁定不变的压实应变,实际上其值小于动态

压溃的压实应变。由质量守恒关系可以发现,压实

应变越小,冲击波速度越大。R-PH 模型中的压实

应变是随冲击速度变化的动态应变,因此更加适合

描述多胞材料在动态压溃下的冲击波传播。

3 分析和讨论

3.1 冲击波速度的一致近似

  前文中通过应力分布得到了高速冲击下的冲击波速度与冲击速度的关系。在中等冲击速度下,仍
然可以观察到冲击波传播的现象[4,8],因此仍然采用应力梯度分布方法来确定冲击波速度的大小,结果

见图7。当冲击速度很高的时候,冲击波速度与冲击速度呈线性关系并且两者之间的差值几乎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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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13]。但随着冲击速度的减小,冲击波速度趋近于常数。因此,冲击波速度对冲击速度的一阶导数

在低速和高速下分别趋于0和1,从低速到高速的完整曲线具有明显的S型特征。利用S函数(sigmoid
function),冲击波速度对冲击速度的一阶导数可以写作:

dvs
dv= 1

1+e
b-v
a

(8)

式中:a和b为待定参数。上式的积分形式可以写作:

vs=aln(1+e
v-b
a )+c (9)

图7 冲击波速度与冲击速度的关系

Fig.7Variationsoftheshockwavespeed
withtheimpactvelocity

式中:c为待定参数。可用式(9)对有限元结果进行

拟合,从图7可见拟合效果较好,其中拟合参数为a
=3.603m/s,b=40.68m/s和c=54.91m/s。若

式(8)右边的值较小,对应于低速冲击,此时并不能

观察到冲击波传播的现象,因此不妨取该值为0.05,
可以估算从均匀模式向过渡模式转变的临界速度

vc1=b-aln19=30.07m/s。若式(8)右边的值较

大,对应于高速冲击,不妨取该值为0.95,可以估算

从过渡模式向冲击模式转变的临界速度vc2=b+
aln19=51.29m/s。可见参数a和b的线性组合反

映了模式转变速度的大小。当0<v≪b时,冲击波

速度vs近似等于c。当v≫b时,1+e
v-b
a ≈e

v-b
a ,此

时冲击波速度vs=v-b+c,和R-PH模型中得到的

冲击波速度与冲击速度变化关系一致,即c1=c-b。
因此,式(9)表征了冲击波速度与冲击速度的一致近似关系。

3.2 动态应力应变状态的一致近似

  在本文中考察的恒速冲击情形中,若取εA=0,vA=0,vB=v和σA=σ0,由跨波阵面的守恒关系式

(3)和(4)有:

εB=v/vs
σB=σ0+ρ0vv{

s

(10)

将式(9)代入上式,可得:

εB=v/aln1+e
v-b

( )a +[ ]c

σB=σ0+ρ0valn1+e
v-b

( )a +[ ]{ c
(11)

  与有限元结果的比较如图8所示,图中虚线对应于式(11)。可见式(11)与有限元结果存在一定的

误差。事实上,在恒速冲击下,冲击波波阵面前方的应变和粒子速度不能直接忽略。

  图9给出了不同冲击速度下试件中的速度分布情况,局部粒子速度在冲击波波阵面位置附近约两

个胞元区间内急剧变小。当冲击速度为中等大小时,波阵面位置处的粒子速度变化更为平缓。整个波

前区域处于低速状态,近似呈线性分布,与冲击速度的大小关系不大。冲击波前方的粒子速度和变形不

能忽略,可以通过图9估算vA≈10m/s,初始压溃应变εA取准静态实验中常用的ε0=0.02。因此,由跨

波阵面的守恒关系式(3)和(4)有:

εB=ε0+(v-vA)/vs
σB=σ0+ρ0(v-vA)v{

s

(12)

将式(9)代入上式,可得:

εB=ε0+(v-vA)/aln1+e
v-b

( )a +[ ]c

σB=σ0+ρ0(v-vA)aln1+e
v-b

( )a +[ ]{ 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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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波后应变和波后应力随冲击速度的变化

Fig.8Variationsofstrainandstressbehindshockfront
withimpactvelocity

  如图8所示,这个结果与有限元结果吻合较好。引入无量纲参数ξ=e
v-b
a ,式(13)可以进一步写作:

εB=ε0+ lnξ+β-α
ln(1+ξ)+γ

σB=σ0+B(lnξ+β-α)ln(1+ξ)+[ ]
{ γ

(14)

式中:α=vA/a,β=b/a,γ=c/a和B=ρ0a2。因此,式(14)给出恒速冲击下动态应力应变状态的一致

近似关系。准静态和动态应力应变关系的比较如图10所示。在图10中,准静态应力应变曲线及动态

应力应变状态点由有限元计算得到,动态应力应变曲线由式(14)得到。在动态应力应变关系的曲线上

的每个点都对应着特定的一个冲击速度。在高应变情形下,动态应力应变关系位于准静态曲线右侧,这
与已有文献中的结论一致。随着应变的减小,动态的应力应变关系逼近准静态应力应变曲线。

图9 不同冲击速度下的速度分布

Fig.9Velocitydistributionsatdifferentimpactvelocities

图10 准静态及动态应力应变关系

Fig.10Quasi-staticanddynamicstress-strainrelations

4 结 论

  采用细观有限元模型研究了随机蜂窝结构在恒速冲击下的动态性能,采用截面应力计算方法得到

了随机蜂窝试件内的应力分布和冲击波速度,比较了高速冲击下由不同方法得到的冲击波速度与冲击

速度的关系。结果表明,R-PP-L模型高估了冲击波速度,但R-PH模型以及一维冲击波理论得到的冲

击波速度与有限元模拟得到的结果接近。在冲击速度很高的时候,冲击波速度与冲击速度的关系趋于

线性,但随着冲击速度的减小,冲击波速度不断减少并趋于常数。最后,发展了可以表征冲击波速度与

冲击速度的关系的一致近似模型,并基于一维冲击波理论发展了动态应力应变关系的一致近似模型。
这个模型可以对多胞材料在过渡模式及冲击模式下的动态压溃行为进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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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tress-strainstatesofcellularmaterials
andauniformlyapproximatedrelation

WANGPeng1,2,ZHUChangfeng1,ZHENGZhijun1,YUJilin1
(1.CASKeyLaboratoryofMechanicalBehaviorandDesignofMaterials,

DepartmentofModernMechanics,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

Hefei230026,Anhui,China;

2.InstituteofSystemsEngineering,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

Mianyang621999,Sichuan,China)

Abstract:Cellularmaterialunderhigh-speedimpactisdeformedinamodeoflayer-wisepropagationof
crushingbands,whichcanbecharacterizedbytheplasticshockmodels.Inthispaper,weobtained
theone-dimensionalstressdistributionofarandomhoneycombunderconstant-velocitycompression
usingthecross-sectionalstresscalculationmethod,analyzedtheshockwavepropagation,andexam-
inedtherelationbetweentheshockwavevelocityandtheimpactvelocityobtainedbydifferentmeth-
odsunderhigh-velocityimpact.TheresultsshowthattheshockwavespeedisoverestimatedbytheR-
PP-L(rate-independent,rigid-perfectplastic-locking)model,buttheshockwavespeedsobtainedby
theR-PH(rate-independent,rigid-plastichardening)modelandtheone-dimensionalshocktheoryare
closetothatoffiniteelementsimulation.Therelationbetweentheshockwavevelocityandtheimpact
velocitytendstobelinearathighimpactvelocities,andtheshockwavespeedreducestoaconstant
withthedecreaseoftheimpactvelocity.Inlightofthesecharacteristicsandbasedontheplastic
shockwavemodel,wedevelopedauniformlyapproximatedmodelisdevelopedtocharacterizetherela-
tionbetweentheshockwavevelocityandtheimpactvelocityandthedynamicstress-strainrelationof
cellularmaterial.
Keywords:cellularmaterial;stressdistribution;shocktheory;shockwavespeed;constitutiverel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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