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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体高速入水时多孔泡沫的缓冲降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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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航行体高速入水时的缓冲降载问题，设计了适用的缓冲头罩及多种开孔形式的缓冲泡沫构型，基于

任意拉格朗日-欧拉方法，建立了航行体高速入水缓冲降载数值计算模型。并通过数值仿真对不同开孔形式的缓冲泡

沫降载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多孔缓冲泡沫在分散航行体入水冲击力及吸收冲击能量方面表现出显著优

势，具有更好的缓冲效果。同时，缓冲头罩在入水时会发生局部渐进破碎，缓冲罩壳与航行体之间的连接器处的缓冲

头罩外壁面的变形和破裂是由于撞水时产生的应力集中分布引起的。多孔泡沫接触水面时，前端部分会进入坍塌阶

段，吸收大量能量并产生塑性变形，孔隙减少，此阶段为缓冲泡沫的主要能量吸收阶段。相比之下，不开孔泡沫的降

载性能较差。因此，采用多孔泡沫是一种更优的航行体高速入水缓冲降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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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dressing the buffering and load reduction challenges during high-speed water entry vehicle, applicable buffer head 

covers and various open-cell buffer foam configurations were designed. In the 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 method, as the 

material flows within the spatial grid, the grid itself is able to move. This unique feature allows the 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 

method to harness the advantages of both the Lagrangian and Euler methods. It not only overcomes numerical calculation 

challenges stemming from element distortion but also facilitates accurate computation of large deformations and displacements 

in solids and fluids. This makes it particularly well-suited for addressing high-speed water buffer load reduction problems. 

Based on the 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ian method and considering the large deformation of the buffer foam and the hood, a 

numerical calculation model for buffering and load reduction during high-speed water entry of navigational bodies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s, an in-depth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load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buffer 

foams with different open-cell patter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pen-cell buffer foam exhibit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dispersing the impact force and absorbing impact energy during water entry of navigational bodies, offering better buffering 

effects. Simultaneously, the buffer head cover experiences local progressive fragmentation upon water entry. The d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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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upture of the outer wall surface of the buffer head cover at the connector between the buffer shell and the navigational 

body are caused by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generated during water impact. When the open-cell foam contacts the 

water surface, the front part enters the collapse stage, absorbing a large amount of energy and undergoing plastic deformation, 

resulting in a reduction of pores. This stage is the primary energy absorption phase for the buffer foam. In comparison, closed-

cell foam exhibits poorer load reduction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e adoption of open-cell foam represents a superior solution 

for buffering and load reduction during high-speed water entry of navigational bodies.

Keywords: high-speed water entry; buffer load reduction; energy absorption; porous foam

航行体在高速入水时，由于空气与水的介质性质差异巨大，其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载荷。这种载荷

不仅对航行体的头部结构稳定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还可能导致结构的损毁。因此，为了保护航行体

免受冲击载荷的破坏，研究并采取有效的降载措施显得至关重要。诸多学者在深入研究后，提出了多

种降载策略。目前主流的降载措施主要有航行体头部形状控制降载[1]，引入气体缓冲降载[2]和加装缓

冲头帽装置降载[3]等方式。

其中，改变航行体的头部形状是最直接且有效的方法之一。通过流线型设计，航行体在入水时的

流体动力性能得以改善，从而减少了自由液面对其头部的冲击力。Kubota 和 Mochizuki[4]的研究实验

进一步证实了头部形状对航行体入水时的冲击载荷及流场分布具有显著影响。他们发现，合理的头部

形状设计可以有效地分散入水冲击力，从而降低航行体入水时的载荷。石汉成等[5] 学者则通过数值

仿真的方法，对不同头部形状的水雷在入水过程中的头部加速度和速度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

研究结果显示，斜锥形的头部设计在降载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SHI[6]等人更进一步，结合数值仿真

模拟与实验，详细分析了不同头部形状的航行体入水时的表现。他们发现，在同等条件下，尖拱形头

部的航行体在入水时所受的最大冲击载荷明显小于钝头形状的航行体，且这一载荷仅为钝头形状航行

体最大冲击载荷的四分之一。此外，Guo 等[7] 学者则通过试验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不同头

部形状航行体（包括扁平型、椭圆型和半球型）在高速水平入水时的冲击载荷特性。他们的研究发

现，提高航行体的头部形状系数（CRH），其阻力系数会随之减小。这意味着，通过合理的头部形

状设计，不仅可以降低航行体在入水时的冲击载荷，还可以改善其整体的流体动力性能。

尽管航行体头部形状控制降载方法无需增加额外的设备和材料，有利于简化航行体的结构，但是

多用于低速入水问题，对于高速入水问题，仅仅依靠头部形状优化难以达到理想的降载效果。除了改

变头部形状外，还有其他降载措施也被广泛研究，如引入气体缓冲降载，这是通过在航行体入水前在

其的头部或周围通入气体来形成一个气体缓冲层，利用气体的流动特性来分散和吸收航行体入水时产

生的巨大冲击力，这种方法能够有效的减少航行体入水冲击力，降低对航行体结构的损伤。潘龙[8]等

人率先提出了通过主动通气技术来实现降载的方法，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方法在减少航行体入水冲击

载荷方面的有效性，同时揭示了气体缓冲降载方法背后的缓冲机制及原理。SUN[9]等人采用在航行体

头部引入气体的方法，成功的创建了一层人工气垫，并且证明了该人工气垫在缓冲降载方面的作用。

王峻[10]等人深入探讨了不同的喷射气体量对航行体入水过程中的载荷影响、喷气产生的空泡大小以

及航行体入水弹道稳定性的影响，发现通过调整喷气量的大小能够有效降低航行体头部在入水时遭受

的最大砰击压力，并且指出随着喷气量的增加，会带来更好的降载效果。赵海瑞等[11]研究了装备头

部喷气装置对航行器高速入水冲击载荷的影响，发现装备了圆盘空化器和侧向喷气装置的航行体，其

喷出的气体能够促进航行体入水超空泡的形成，进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航行体高速入水时与水面的

接触面积，来达到有效降低航行体高速入水时受到的巨大砰击载荷的目的。

引入气体缓冲降载方法可以通过调整喷气量大小灵活控制降载效果，但需要配备相应的喷气控制

系统，增加了航行体的复杂性，并且这种方法在针对更高速入水问题有所不足。除了改变头部形状和

引入气体缓冲外，加装缓冲装置也被广泛研究，加装缓冲头帽装置降载方法是通过在航行体的头部安

装专门设计的缓冲头帽，这些缓冲装置能够在航行体高速入水时起到减震缓冲的作用，在航行体入水

录
用
稿
件
，
非
最
终
出
版
稿



时，缓冲头帽先接触水面，通过其快速溃灭来吸收大量的能量，实现降低航行体高速入水过程中的对

航行体头部的冲击。本文的研究方向就隶属于加装缓冲头帽降载装置这一大类。宣建明[12]等的研究

深入探讨了缓冲头帽入水流场及其罩壳破碎机制，验证了使用泡塑等缓冲材料制成的头帽在降低入水

冲击载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指出，鱼雷入水时采用泡塑缓冲件的缓冲头帽在降低鱼雷入水冲击

载荷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Horton[13]等则提出一种利用吸能材料作为缓冲介质的方法，以保护航行体

免受高速入水冲击的损害。在众多吸能材料中，泡沫材料[14]因其低密度和优秀的能量吸收能力成为

吸能降载材料的首选，特别是泡沫铝以其显著的吸能效果备受关注。曾斐[15]等人对泡沫铝的降载特

性进行了综合评估，为缓冲头帽的材料选择和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泡沫铝作为一种优

秀的缓冲材料，能够有效地减缓高速入水过程中对航行体的砰击，提高结构的稳定性。在数值模拟方

面，SHI[16]等人通过任意拉格朗日-欧拉方法对携带泡沫铝缓冲结构的自主水下航行器进行了仿真，

发现缓冲头帽能够在弹体垂直入水时能够显著降低入水砰击压力峰值，达到 42.2%的降低效果。孙龙

泉[17]等人通过耦合欧拉-拉格朗日方法对携带泡沫铝缓冲块的高速入水航行体降载性能进行了数值仿

真研究，发现提高航行体入水速度使得航行体入水加速度峰值的降载率在减小，并且降载率也随着所

用泡沫铝的密度提高而表现出先高后低的趋势。

本文致力于探索航行体在高速入水过程中的缓冲降载策略，针对航行体高速入水缓冲降载问题开

展数值仿真研究，深入分析多孔泡沫结构在减轻航行体入水冲击方面的效能。基于任意拉格朗日-欧
拉方法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建立高速入水数值计算模型并加以验证。随后通过引入多孔泡沫缓冲

结构，进而开展一系列航行体高速入水多孔泡沫缓冲降载数值计算，分析多孔缓冲泡沫结构对航行体

高速入水过程中入水流场、动力学特性及入水砰击载荷的影响。通过与传统非多孔缓冲泡沫方案对比

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多孔泡沫结构在降低航行体高速入水时的砰击压力方面的优势，

为航行体高速入水缓冲降载结构的研究提供参考。

1 计算方法
1.1 控制方程

任意拉格朗日-欧拉方法很好的结合了拉格朗日方法与欧拉方法的优势，能够对复杂物理过程进

行有效模拟。具体控制方程如下：

质量守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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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张量σij用于描述流体或固体内部各点处的应力状态，其表达式为：

                               （4）
)(- ,, ijjiijij vvp  

1.2 罚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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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几何模型构建和网格细分的过程中，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允许固体结构与流体结构的网格在

空间中相交或重叠。为了实现这两种不同介质之间的有效耦合，并确保力学参数能够正常传递，通常

采用罚函数耦合[18]的约束方法来模拟固体和流体界面的动力学行为。罚函数法主要用于处理流体和

固体相互作用时界面上的不连续性问题，运用罚函数的方法[19]，可以通过在界面上施加额外的界面

力来补偿这种不连续。

罚函数约束方式的核心理念在于，一旦检测到固体与流体界面上存在表面穿透或相对位移，就需

要引入罚函数来调整界面力的大小，确保力的平衡。这种界面力的分布取决于穿透现象的严重程度，

即界面力的强度与表面穿透的程度成正比[20]，从而允许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力的大小。通过追踪和调

节固体和流体之间的界面力，能够提高数值模拟的可靠性。

界面力方程[21]：

                               （5）
d

V
KApdkF i 

2 数值方法验证与计算模型设置
2.1 数值方法验证

为证明所采用数值计算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此分别对航行体高速入水过程和航行体高速入

水缓冲降载过程将数值结果与试验进行对比验证。

2.1.1 航行体高速入水过程验证
为了证实本文所采用计算方法在模拟航行体高速入水问题上的有效性，采用与已知试验对比的方

法来验证数值计算的有效性。基于李尧[22]开展的钝头航行体高速入水实验研究，建立了与实验相同

的数值计算模型，如图 1 所示，D=120mm。

                      
图 1 实验数值计算模型

Fig.1 Experimental numerical calculation model

如图 2 所示为钝头航行体以 89.67m/s 速度入水空泡演化过程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不同

时刻数值与试验对比形态基本相同，可以说明建立的数值方法可以有效计算高速入水过程流场演化。

录
用
稿
件
，
非
最
终
出
版
稿



 

0ms            1ms           2ms           5ms           10ms

0ms            1ms           2ms            5ms           10ms

图 2 航行体以 89.67m/s 速度入水空泡演化过程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cavitation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vehicle entering water at 89.67m/s

图 3 所示为钝头航行体以 89.67m/s 速度入水加速度曲线对比，可以看出数值模型计算的加速度

峰值与试验测得的结果非常接近，验证了所建立的航行体入水数值模型足以求解该类问题，也说明了

本文采用的数值计算方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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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航行体以 89.67m/s 速度入水加速度曲线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acceleration curve of vehicle entering water at 89.6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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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航行体高速入水缓冲降载过程验证
为了研究缓冲降载材料构型对航行体入水所受冲击载荷的影响，本文采用数值计算来模拟航行体

高速入水缓冲降载过程，故缓冲降载数值模拟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至关重要。基于李尧[22]开展的钝头

航行体高速入水实验研究，建立了与实验相同的数值计算模型，钝头航行体与上文图 1 所示一致，缓

冲模型示意图如图 4 所示，D=120mm，b=1mm。   

                     
图 4 缓冲模型示意图

Fig.4 Buffering model diagram

如图 5 所示为钝头航行体以 89.67m/s 速度入水空泡演化过程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不同

时刻数值与试验对比形态基本相同，数值计算得到的航行体高速入水缓冲降载过程空泡演化以及自由

液面的变化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0ms           1ms            2ms           5ms           10ms

 0ms           1ms           2ms           5ms           10ms

图 5 航行体以 89.67m/s 的速度入水的数值与试验对比

Fig.5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umerical value and the test of the vehicle entering the water at a speed of 89.6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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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所示为钝头航行体以 89.67m/s 速度入水加速度曲线对比，可以看出数值模型计算的加速度

峰值与试验测得的结果非常接近，验证了所建立的航行体入水数值模型足以求解缓冲降载问题。

图 6 钝头航行体以 89.67m/s 速度入水加速度曲线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acceleration curve of a blunt body entering water at 89.67m/s

2.1.3 网格无关性验证
为进行网格无关性验证，以航行体以 89.67m/s 速度入水为验证模型，将流域分别划分为三种不

同尺寸大小的网格模型，分别是粗网格（流域最小网格尺寸为航行体头部中心网格尺寸的 1.76 倍）、

中网格（流域最小网格尺寸为航行体头部中心网格尺寸的 1.6 倍）、细网格（流域最小网格尺寸为航

行体头部中心网格尺寸的 1.44 倍），计算结果如图 7 所示，粗网格加速度峰值明显高于中网格和细

网格加速度峰值，并且中网格加速度峰值与细网格加速度峰值误差范围在 5%以内，可以认为，采用

中网格尺寸进行计算能够使结果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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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网格尺寸轴向加速度对比曲线

Fig.7 Comparison curve of axial acceleration with different mesh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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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计算模型设置

本文设计了一种结合整流罩和填充泡沫的缓冲头帽，用于在航行体高速入水时吸收入水冲击力。

该缓冲头帽的设计一方面，需要具备足够的强度以保证在入水前运动过程中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它

还需要在撞击水面时能够迅速破碎，以免干扰航行体后续的运动轨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节选用

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材料来模拟缓冲罩壳，该材料基于不饱和聚氨酯树脂，以短切玻璃纤维作为增强材

料[23]。这种复合材料在遭受瞬时强冲击载荷时容易发生脆性破坏，从而能够满足缓冲头帽在入水冲

击时的快速破碎，具体的复合材料参数详见表 1，连接器的材料选取与罩壳一致。航行体及其缓冲头

帽的数值计算模型如图 8 所展示，其中包括航行体本身、整流罩以及缓冲泡沫的基本构型，而缓冲头

帽的设计示意图则在图 9 中给出，D=324mm，b=2.5mm。本文主要研究多孔缓冲泡沫对航行体入水

降载的影响，不关注航行体本身的结构响应，因此假设航行体为刚体，取 7075 铝合金的密度

2810kg/m3。缓冲泡沫采用聚氨酯泡沫（PU）泡沫，材料参数见表 2，尺寸见图 9。此外，为了模拟

整个航行体高速入水过程及缓冲效果，构建了数值计算域并对其进行网格细分，如图 10 所示，整个

计算域为直径 6 米、高 8 米的圆柱体。为了消除应力波的影响，计算域的前后两侧以及底部都采用了

无反射边界条件。

表 1 罩壳复合材料参数

Table 1 Shell composite material parameter table

材料
密度/(kg·m-

3)
杨氏模量/GPa

泊松

比

屈服应力

/MPa

切线模量

/MPa

缓冲头帽 1200 8.5 0.33 45 9

表 2 缓冲泡沫材料参数

Table 2 Buffer foam material parameter table

材料 密度/(kg·m-3) 杨氏模量/GPa 泊松比 屈服强度/MPa

缓冲泡沫 100 1 0.24 1.4

图 8 航行体及整流罩与缓冲泡沫计算模型

Fig.8 Calculation model of vehicle and fairing and buffer foam

                    
图 9 缓冲头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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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Buffer head cap diagram

                         

图 10 数值计算域及带缓冲部件航行体网格划分示意图

Fig.10 Numerical calculation domain and grid division diagram of vehicle with buffer component

为深入探究各种缓冲泡沫构型的性能，共选取了六种不同的工况进行数值仿真分析，具体的工况

详见表 3。此外，图 11 展示了五种具有不同开孔构型的缓冲泡沫的设计示意，每种构型的开孔直径

均设定为 20mm。

表 3 工况

Table 3 Simulation cases

工况 速度/（m·s−1） 缓冲泡沫

1 80 不开孔

2 80 弯孔 1

3 80 轴向孔 2

4 80 周向孔

5 80 轴向孔 1

6 80 弯孔 2

(a) Curved Hole 1             (b) Curved Hole 2                (c) Axial hole 1

 

(d) Axial hole 2                (e) Circumferential hole 

图 11 不同开孔构型的缓冲泡沫示意图

Fig.11 Diagram of buffer foam with different open cell configu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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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多孔泡沫缓冲条件下入水流场演化特性

如图 12 所示为缓冲泡沫采取弯孔 1 形式开孔工况的入水空泡演化与缓冲装置破坏的过程。从图

中可以观察到，航行体在入水初期，缓冲头罩首先接触自由液面，并在强烈的冲击力作用下开始破坏。

随后，缓冲泡沫开始发挥作用，吸收由撞击引起的能量，同时也迅速开始破碎。随着航行体继续深入

水中，罩壳的残片向外扩散，虽然未能完全破碎，但对于空泡的形成和演化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在

t=5ms 时，缓冲头罩和缓冲泡沫发生明显的挤压变形，但此刻两者尚未完全破碎。随着航行体入水位

移增加，到了 t=10ms 时刻，缓冲头罩发生了明显的破碎。在这一过程中，航行体挤压缓冲头罩产生

的初期空泡，随着航行体的继续运动，缓冲泡沫在航行体头部和水面的共同作用下沿着航行体的轴向

被压缩，同时在径向上发生膨胀。这种纵向膨胀对缓冲头罩施加了进一步的撑进力，导致缓冲头罩在

受到挤压的同时发生破裂，并向侧面扩散。随着缓冲泡沫的快速溃灭，航行体与水面之间的间隔逐渐

缩小，直至发生直接接触。此时，航行体的直接触水进一步引发了入水空泡的新一轮扩张，这个新扩

张阶段的空泡与原有的空泡壁面相融合，形成了向航行体方向收缩的空泡壁面。  

 
1ms           5ms           10ms          15ms          20ms          25ms 

图 12 工况 2 入水流场演化与破坏过程

Fig.12 Evolution and failure process of inflow flow field in condition 2

如图 13 所示为工况 2 入水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在 t=1.6ms 时缓冲泡沫接触自由液面，此时

航行体入水加速度迅速上升并达到峰值，后随着缓冲泡沫的压实变形吸能逐步恢复稳定，这个时段的

变化趋势与无缓冲条件入水工况具有一定的相似。

      
图 13 工况 2 入水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Splash crown

 risesEntry point
Hood breakage

Cavity shrinkage

Foam fra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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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3 Condition 2 Water acceleration curve with time

如图 14 所示为无缓冲工况与工况 2 和工况 1 的航行体总能量随时间变化曲线，通过航行体入水

后的总能量变化趋势也能体现出缓冲性能的优劣，可以看到无缓冲条件航行体入水后衰减速度最快，

在 t=5ms 时航行体开始接触水面，在撞击水面的瞬间航行体受到极大的冲击载荷，使得航行体的总能

量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衰减。工况 1 是携带不开孔缓冲泡沫的降载方案，随着缓冲头罩接触水面先吸收

了一部分能量，使得缓冲头罩撞水后航行体总能量下降较为平缓，但随着航行体入水位移的增加，航

行体总能量快速降低。工况 2 是携带开弯孔缓冲泡沫的降载方案，从曲线中可以看出开弯孔缓冲泡沫

的工况比不开孔缓冲泡沫工况的航行体总能量下降更为平缓。如图 15 所示为无缓冲工况与工况 2 和

工况 1 的航行体轴向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航行体携带开孔泡沫入水工况的轴向加

速度相比不开孔泡沫工况的轴向加速度更低，这是因为开弯孔的结构可以将航行体的入水冲击力分散

到整个缓冲泡沫，并利用弯孔形状的改变来进一步的吸收航行体的入水冲击能量，从而提高缓冲泡沫

的吸能效果和能力。

 
图 14 无缓冲工况与工况 2 和工况 1 的航行体总能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14 Time variation curve of total vehicle energy under unbuffered conditions and conditions 2 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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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无缓冲工况与工况 2 和工况 1 的航行体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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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5 Time variation curve of acceleration under unbuffered conditions and conditions 2 and 1

3.2 不同开孔泡沫缓冲条件下入水流场演化特性

图 16 到图 20 为其他五种工况下航行体以 80m/s 的速度入水流场演化与动态破碎过程，图 21 所

示为无缓冲条件下航行体以 80m/s 速度入水空泡形态，取航行体刚入水的时刻为 1ms，可以看出，无

缓冲条件下，航行体头部猛烈撞击水面，形成一个迅速向外扩张的空泡，在水流的冲击力和惯性的作

用下继续扩大，空泡壁面呈现出明显的向外扩张的现象。有缓冲工况下缓冲头罩和缓冲泡沫在撞击水

面的瞬间开始发挥作用，缓冲头罩首先接触到自由液面，能够吸收和分散一部分冲击力，随后缓冲泡

沫在撞击过程中压缩和溃灭，进一步吸收和减缓了剩余的冲击力。航行体入水后形成的空泡壁面呈现

出向内收缩的现象，这意味着航行体入水冲击力被有效地降低。同时由于缓冲头罩与缓冲泡沫的破碎

溃灭，使得有缓冲工况航行体入水空泡直径小于无缓冲条件下航行体入水空泡直径，进一步证实了缓

冲降载措施的有效性。不同孔型泡沫工况的破碎时间与空泡轮廓均有所差异。

 

1ms       3ms         6ms         9ms         12ms         15ms    

图 16 工况 1 入水流场演化与破坏过程

Fig.16 Evolution and failure process of inflow flow field under condition 1

1ms         3ms         6ms         9ms        12ms       15ms    

图 17 工况 3 入水流场演化与破坏过程

Fig.17 Evolution and failure process of inflow flow field under condition 3

1ms        3ms        6ms         9ms         12ms          15ms    

图 18 工况 4 入水流场演化与破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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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8 Evolution and failure process of inflow flow field under condition 4

1ms        3ms        6ms        9ms        12ms          15ms    

图 19 工况 5 入水流场演化与破坏过程

Fig.19 Evolution and failure process of inflow flow field under condition 5

1ms         3ms           6ms          9ms        12ms        15ms    

图 20 工况 6 入水流场演化与破坏过程

Fig.20 Evolution and failure process of inflow flow field under condition 6

1ms         3ms          6ms         9ms         12ms        15ms    

图 21 无缓冲条件下入水空泡演化

Fig.21 Evolution of water inlet cavitation under unbuffered conditions

3.3 入水过程中整流罩的动态损伤与缓冲泡沫变形吸能演化

图 22 到图 27 为六种工况下航行体以 80m/s 的速度入水的动态破碎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缓冲头罩

尖端首先接触水面并发生局部渐进破碎，这个破碎现象并非一次性发生，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一

种渐进的方式进行。连接器处的缓冲头罩外壁面变形破裂，具体表现为该位置处出现了应力集中并且

有环状的变形，这是由于冲击力的分布和局部破碎引起的，进一步说明了高速入水过程中冲击力的重

要性和复杂性。随着航行体入水深度的增加，缓冲头罩尖端的局部渐进破碎面积迅速变大，这表明随

着入水位移的增加，冲击力和能量吸收的需求也在增加。

工况 1 头罩前端破碎，罩壳尾部相对完整，这是因为工况 1 携带的缓冲泡沫为不开孔泡沫，航行

体入水后，缓冲头罩尖端发生局部渐进式破碎，随着航行体入水位移的增加，缓冲泡沫受到挤压变形

吸能并向径向扩张，对缓冲罩壳前端施加一个撑进力，使得缓冲罩壳前端破碎，而罩壳尾部在相同入

水位移处保持相对完整。工况 2 到工况 5 这四个工况属于不同形式的缓冲泡沫开孔方式，由于所携带

的缓冲泡沫增加了孔洞与通道，使得航行体入水后将水流通过孔洞分散，使得缓冲泡沫挤压变形的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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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扩张对缓冲罩壳产生的撑进力作用在缓冲罩壳的前部及后部，缓冲罩壳破碎相对完整。工况 6 是航

行体所携带缓冲泡沫头部与尾部均开弯孔的开孔形式，在航行体入水后，在头尾均开弯孔的作用下，

缓冲泡沫随着航行体入水位移的增加而变形溃灭，此时的缓冲头罩受到缓冲泡沫撑进力的作用破碎的

时间后移。

3ms        6ms        9ms        12ms        15ms       

图 22 工况 1 条件下整流罩的动态损伤

Fig.22 Dynamic damage of fairing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1

5ms      10ms        15ms        20ms        25ms       

图 23 工况 2 条件下整流罩的动态损伤

Fig.23 Dynamic damage of fairing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2

5ms        9ms       13ms        18ms        23ms       

图 24 工况 3 条件下整流罩的动态损伤

Fig.24 Dynamic damage of fairing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3

1ms        4ms        8ms        12ms        17ms       

图 25 工况 4 条件下整流罩的动态损伤

Fig.25 Dynamic damage of fairing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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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s      10ms        15ms        20ms        25ms       

图 26 工况 5 条件下整流罩的动态损伤

Fig.26 Dynamic damage of fairing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5

3ms         6ms        9ms        12ms       15ms       

图 27 工况 6 条件下整流罩的动态损伤

Fig.27 Dynamic damage of fairing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6

图 28 为不开孔泡沫的应变云图及破坏过程，可以看出泡沫不开孔工况下只有泡沫前端溃灭，而

泡沫主体结构仍然存在，泡沫发生挤压变形。图 29 到图 33 为多孔泡沫的应变云图及破坏过程。随着

航行体入水对泡沫的挤压，缓冲头罩尖端局部破碎后，泡沫前端接触到水面，此时由于冲击载荷的作

用，泡沫前端部分材料进入坍塌阶段，此时多孔泡沫吸收大量的能量，泡沫材料产生塑性变形，孔隙

变少，这个阶段为缓冲泡沫的主要能量吸收阶段。

1ms       3ms       6ms       9ms       10ms      15ms  

图 28 工况 1 条件下泡沫应变云图及破坏过程

Fig.28 Strain cloud image and failure process of foam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1

 1ms        5ms       10ms       15ms      20ms      25ms  

图 29 工况 2 条件下泡沫应变云图及破坏过程

Fig.29 Strain cloud image and failure process of foam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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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s       5ms       10ms       15ms      20ms      25ms  

图 30 工况 3 条件下泡沫应变云图及破坏过程

Fig.30 Strain cloud image and failure process of foam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3

1ms       4ms       7ms       10ms      13ms      17ms  

图 31 工况 4 条件下泡沫应变云图及破坏过程

Fig.31 Strain cloud image and failure process of foam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4

1ms       5ms       9ms       13ms      18ms      23ms  

图 32 工况 5 条件下泡沫应变云图及破坏过程

Fig.32 Strain cloud image and failure process of foam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5

1ms     3ms        6ms       9ms       10ms       15ms  

图 33 工况 6 条件下泡沫应变云图及破坏过程

Fig.33 Strain cloud image and failure process of foam under working condit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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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航行体运动参数分析

如图 34 所示为不同工况下航行体位移变化曲线。可以看出不同工况下的位移变化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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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不同工况下航行体位移时域曲线

Fig.34 Time domain curve of shifting position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图 35 所示为不同工况下航行体入水轴向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36 所示为不同工况下航行体

入水轴向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图中的缓冲区表征航行体入水时缓冲泡沫吸收和分散了航行体的入

水动能，降低了航行体入水冲击力。当缓冲材料被压实脱落的瞬间，会对航行体产生较大的冲击，并

产生应力波由航行体头部传向航行体尾部，此时为泡沫压实区，出现第二个加速度峰值，在传播的过

程中应力波会随着航行体入水以及泡沫溃灭而逐渐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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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无缓冲工况下航行体加速度时域曲线

Fig.35 Time domain curve of vehicle acceleration under unbuffered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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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不同工况下航行体加速度时域曲线

Fig.36 Time domain curve of vehicle acceleration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如图 37 所示为不同工况下航行体入水降载率的对比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相比于不开孔泡沫，

多孔泡沫对航行体入水降载效能更优。这是因为多孔泡沫具有更多的孔洞和通道，当航行体入水后，

水会通过孔洞进入，将冲击能量分散到缓冲泡沫中，降低冲击力向航行体传递，起到分流的作用，其

次孔洞与通道的存在使得缓冲泡沫的体积和密度分布不均匀，这有助于将航行体入水冲击能量分散到

整个泡沫结构中。

图 37 不同工况下降载率对比

Fig.37 Comparison of load reduction in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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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针对航行体高速入水缓冲降载问题进行研究，并设计了相应的缓冲头罩与不同形式的开孔缓

冲泡沫，对不同开孔形式缓冲泡沫的降载性能进行评估，得出以下结论：

（1）无缓冲条件下航行体入水后航行体总能量衰减速度最快，而在携带不开孔缓冲泡沫和多孔

缓冲泡沫的情况下，航行体的总能量下降速度相对较慢。尤其是多孔缓冲泡沫方案，能够更有效地分

散航行体入水冲击力并吸收能量，具有更好的缓冲效果。

（2）缓冲头罩在入水时会发生局部渐进破碎，这种破碎现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入水位移的增

加而逐渐发展的。连接器处的缓冲头罩外壁面的变形和破裂是由于撞水时产生的应力集中分布引起的。

不同开孔形式泡沫的变形受自身孔型结构影响，多孔泡沫接触水面时，前端部分会进入坍塌阶段，吸

收大量能量并产生塑性变形，孔隙减少，此阶段为缓冲泡沫的主要能量吸收阶段。

（3）通过对比加速度曲线，可以知道多孔泡沫的降载效能相比于不开孔泡沫更优，其中的弯孔

2 形式开孔方案降载率可达到 47.5%，而不开孔泡沫方案的降载率仅为 32.6%，多孔泡沫具有更多的

孔洞和通道，能将冲击能量分散到整个泡沫结构中，降低冲击力对航行体的传递，起到分流的作用。

同时，孔洞与通道的存在也导致缓冲泡沫的体积和密度分布不均匀，也有助于将航行体入水冲击能量

分散到整个泡沫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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