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４卷第６期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４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２

圆形复合材料易碎盖定向分离

孙志彬１ 王新峰２ 周光明２

（１．沈阳飞机研究设计所，沈阳，１１００３５；

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要：研究了复合材料易碎盖分离体定向抛出的策略。通过改变局部薄弱区搭接厚度和保持部分分离体与法兰

边不刻断两种方式控制薄弱区强度，设计了４种不同薄弱区结构分布形式的复合材料易碎盖。对于薄弱区采用

了可失效的弹塑性本构建立了不同薄弱区结构分布形式的复合材料易碎盖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了冲破过程的

数值仿真。根据数值仿真结果制作了其中两种结构形式的易碎盖并进行了模拟冲破试验。计算与试验结果表明

了通过改变薄弱区的强度实现圆形复合材料易碎盖侧抛方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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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发射箱盖是导弹贮存和发射系统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承压能力，阻止

内部气体外泄，而且在发射时发射箱盖需要迅速打

开，不能影响导弹的姿态。我国目前的导弹发射箱

盖常采用机械打开盖或爆破盖等各种形式的金属

盖［１４］
。机械打开盖是利用液压系统或电动系统将

盖打开，不仅质量较大，而且反应较慢，不利于提高

导弹部队的战斗快速反应能力。爆破盖的开盖操作

则十分迅速，但由于火工产品安装的复杂性以及高

成本使其在应用时有一定的局限性。

复合材料由于其轻质高强、可设计性强和高的

抗腐蚀性等众多优点而在航空航天领域被广泛应

用［５６］
，因而使用复合材料导弹发射箱盖已成为国

内外导弹发射装置领域新的趋势。Ｄｏａｎｅ
［７］应用玻

璃纤维和环氧树脂设计了一种穿透式复合材料易

碎盖，在与弹头接触区域预留薄弱区，具有结构简

单、质量轻等优点。但这种穿透式复合材料易碎盖

在发射时会对导弹端头产生损伤。文献［８～１１］在



此基础上利用复合材料研制出另一种结构形式的

易碎盖，利用发射前导弹引擎产生的气流冲击易碎

盖，易碎盖以预定的四瓣形式飞掉，不会对导弹发

射产生不利影响。在国内，周光明等人与航天三院

８３５９所继续合作研制整体冲破式复合材料导弹发

射箱盖［１２１３］
，在发射时受燃气流激波的冲击，盖子

主体沿预制的薄弱区与安装法兰整体分离抛出。但

该种复合材料易碎盖由于燃气流冲击能量较高，且

分离出去的盖子主体质量也较大，其随机向四周抛

射会对周边的设备造成潜在的威胁。

本文在现有整体冲破式复合材料易碎盖的基

础上对其薄弱区结构形式进行了设计，研究了复合

材料易碎盖分离体定向抛出的策略。

 易碎盖结构形式

周光明等人［１３］根据圆形复合材料易碎盖所承

受的外压要高于内压的受力特点，将易碎盖设计成

圆帽形状，薄弱区位于易碎盖下端的垂直段，如图１

所示。在薄弱区域先将易碎盖切割为主体与框架两

部分，再通过加贴高强纤维布层将两部分相连接。

冲破时加贴层与框架之间树脂层发生破坏，主体与

加贴层能整体与框架分离，薄弱区的具体结构如图

２所示。

在初始设计中加贴层的厚度相同，理论上沿易

碎盖周向各处薄弱区的强度一致。但复合材料制品

在制造中难免会存在微气泡等各种缺陷，薄弱区强

度在某一确定值附近波动。当易碎盖受到燃气流冲

击时，薄弱区沿周向的受力一致，会在某一强度较

图１ 易碎盖结构示意图

图２ 薄弱区结构示意图

小的位置首先产生破坏。因此分离出去的盖子主体

随机向四周抛射。

为满足侧抛要求，薄弱区的强度应有所变化，

可通过调整薄弱区的搭接长度、搭接厚度或对局部

区域的薄弱区不刻断来满足这一要求。而对该种结

构形式的复合材料易碎盖由于受其整体高度的限

制，搭接长度的调整范围很小，因此主要研究改变

局部薄弱区搭接厚度和不刻断两种强度调整方式。

 有限元建模

该种复合材料易碎盖主体是以高强玻璃纤维

平纹机织布和环氧树脂作为增强材料和基体材料，

因此在有限元分析中将分离体部分和法兰边部分

等效为二维正交各向异性壳单元。对于薄弱区单元

采用ＤＹＴＲＡＮ中的ＤＭＡＴＥＰ材料，是一种考虑

失效的弹塑性材料。ＤＭＡＴＥＰ卡片的应力应变

曲线如图３所示。当该材料不调用失效模型时，其

材料本构为弹塑性本构，而在调用ＦＡＩＬＭＰＳ卡片

后即为最大塑性应变失效模型。在加载过程中当单

元的应力达到犲０时，材料进入塑性阶段，而当单元

应变犠达到ＦＡＩＬＭＰＳ卡片中所设定的临界值犠０时

发生失效，直接删除该单元。由于该复合材料及其

薄弱区典型结构形式试件在拉伸试验中均表现为

脆性断裂，没有塑性应变出现，因此选取其试验得

到的断裂应变为失效临界应变犠０。

图３ ＤＭＡＴＥＰ卡片应力应变曲线

由于结构具有对称性，为提高计算效率只采用

整个模型的一半来进行有限元的分析。在分析中不

考虑主体与法兰边的破坏，着重研究它们之间的分

离情况，因此在薄弱区附近对网格进行了细化，严

格控制该部分的单元质量。整个模型共有１２９９０个

单元，１２７６３个结点，如图４所示。

在圆形复合材料易碎盖实际安装时，通过圆环

形金属压环将整个法兰翻边固定在发射筒上。所以

在有限元分析中也对模型中法兰的翻边上全部节

点施加了固支约束条件。而对于截取的对称面，采

用对称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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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圆形复合材料易碎盖有限元模型

在实际情况中，易碎盖被冲破时受到的是导弹

发射时尾流通过同心筒传递过来的激波压力。在有

限元计算中将其等效为施加在易碎盖顶部的一个

随时间变化的均布压力。该均布压力随时间表现为

后峰锯齿波，峰值载荷为 ０８ＭＰａ，作用时间为

００２ｍｓ。在分析中总计算时间为４０Ｅ－５ｓ。

主体和法兰材料的力学性能参数列于表１中，

由相应实验测得。对于薄弱区单元的材料属性取

爠＝１６４８ＧＰａ，犨＝０３，而薄弱区的强度参数根据

各部分的搭接参数具体设定。

表 主体与法兰材料性能参数表

刚度 爠１燉ＧＰａ爠２燉ＧＰａ爢１２燉ＧＰａ μ１２

数值


１６４８ １６１８ ８７３ ０３

强度 牀爴燉ＭＰａ牀爞燉ＭＰａ牁爴燉ＭＰａ牁爞燉ＭＰａ爳燉ＭＰａ

数值 ３５０ ３４２ ３５０ ３４２ ６０

 薄弱区结构设计方案

为实现圆形复合材料易碎盖主体按预定方向

分离，需对薄弱区的强度分布进行设计。使其在强

度较低的一侧首先出现破坏，并逐渐向高强度区域

扩展，最后在强度最大的区域与法兰边完全分离。

由于该易碎盖的薄弱区结构形式为复合材料

双面搭接结构，其强度主要由搭接长度和搭接厚度

两个参数决定。但该种结构形式的复合材料易碎盖

由于受到法兰边垂直部分高度的限制，调整搭接长

度的幅度很小。因此主要通过调整搭接厚度来实现

薄弱区强度的变化。余小青
［１４］的研究表明，复合材

料双面搭接结构的强度随补片厚度的提高并不是

呈线性增加，而是补片达到一定厚度后其粘结强度

趋于一定值。表２给出了该种易碎盖确定搭接长度

下薄弱区的强度与搭接厚度的关系。由表中可见，

当搭接厚度达到１０ｍｍ后随着补片厚度的继续

增加，薄弱区强度提高的幅度有限。

表 搭接厚度与粘结强度关系表

搭接厚度燉ｍｍ ０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粘结强度燉ＭＰａ ４３４ ４６２ ４６５ ４６７

鉴于改变补片厚度对薄弱区强度的调整范围

有限，因此对薄弱区强度控制采用调整补片厚度或

保留局部主体与法兰之间不刻断的方式来实现。沿

周向将薄弱区分为３部分：（１）薄弱区搭接厚度为

０５ｍｍ，强度为４３４ＭＰａ；（２）薄弱区搭接厚度为

１０ｍｍ，强度为４６２ＭＰａ；（３）主体与法兰间不刻

断，强度为３４２ＭＰａ。图５为薄弱区强度分布示意

图，其犜、犝分别表示为第二种薄弱区结构和第三种

薄弱区结构在整个薄弱区所在区域所占的角度。

图５ 薄弱区强度区域分布示意图

本文分析了以下４种工况的薄弱区结构形式：

（１）工况１ 犜＝０°，犝＝０°，整个易碎盖中薄弱

区搭接厚度均为０５ｍｍ；

（２）工况２ 犜＝１５°，犝＝０°，易碎盖中搭接厚度

为１０ｍｍ的薄弱区占了１燉１２，其余部分搭接厚度

为０５ｍｍ；

（３）工况３ 犜＝３０°，犝＝０°，易碎盖中搭接厚度

为１０ｍｍ的薄弱区占了１燉６，其余部分搭接厚度

为０５ｍｍ；

（４）工况４ 犜＝１５°，犝＝５°，易碎盖中搭接厚度

为１０ｍｍ的薄弱区占了１燉１２，未刻断的薄弱区占

整个薄弱区的１燉３６，其余部分搭接厚度为０５ｍｍ；

不同薄弱区结构形式的厚度变化由壳单元的

厚度来定义，薄弱环节处不同厚度壳单元之间采用

共节点的方式进行连接。

 数值结果与讨论

由总计算时间选取的较短，当薄弱区单元完全

破坏后，其相邻节点的相对位移较易碎盖主体的变

形小很多，使得在位移云图上无法看出其侧抛的趋

势。所以选取模型两端的节点，根据节点的位移来

判断模型的侧抛。将左端薄弱区上部第５５５２４７号

节点定义为节点爧１，下部第５５２０６０号节点定义为

节点爧２。右端薄弱区上部第５５５２５６号节点定义为

节点爲１，下部第５５２５９１号节点定义为节点爲２，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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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所示。由于下端面固支，所以可以把节点爧２，

爲２作为基准节点来判断参考节点爧１，爲１与其的

相对位移，确定其分离后运动趋势。

图６ 薄弱区节点示意图

对于薄弱区工况１结构形式的易碎盖，在加载

至 ００１５５ｍｓ时薄弱区全部产生破坏，如图 ７所

示。此时作用在主体上的均布压力为０６ＭＰａ，而

在静强度校核时该易碎盖的承载设计承载能力为

０７ＭＰａ。表明在同等压力水平下，受到冲击载荷

时易碎盖的应力响应要比受到准静态作用时高。

图７ 工况１薄弱区破坏形式图（白色为破坏单元）

图８（ａ～ｄ）分别给出了节点爧１和爲１相对其基

准节点爧２和爲２沿牀轴和牁轴的相对位移变化曲

线，横轴为加载时刻，纵轴为节点坐标。由图８（ａ，

ｂ）可以看出由于基准节点定义在受约束的法兰边

上，因此基本不随载荷的增加而产生显著变化。而

爧１和爲１节点由于其牀轴坐标与基准节点相同，因

此在破坏发生前其曲线基本与爧２和爲２的曲线重

合，而薄弱区产生破坏后曲线表现出明显的变化。

爧１节点迅速向牀轴正向移动，爲１节点则迅速向牀

轴负向移动，主体分离边界呈现向内收缩的趋势。

而由图８（ｃ，ｄ）可以看出爧１和爲１节点在破坏

发生前其曲线也基本呈水平延伸状态，而薄弱区产

生破坏后迅速向牁轴正向移动，且运动轨迹完全一

致。并且薄弱区强度一致时，易碎盖沿周向具有旋

转对称性，当薄弱区发生破坏时主体分离边界上任

一点处向上的运动速度均相同，易碎盖主体沿垂直

方向飞出。

图９给出了易碎盖薄弱区为工况２结构形式时

图８ 工况１基准节点与参考节点位移变化曲线图

的破坏过程。由图中可见，在１５３Ｅ－５ｓ时刻易碎

盖薄弱区在爲１节点开始出现破坏，并沿周向逐渐

扩展。当加载到 １６７Ｅ－５ｓ时，搭接厚度为 ０５

ｍｍ的薄弱区全部产生破坏。随着载荷的进一步增

加，损伤逐渐扩展至搭接厚度为 １０ｍｍ的薄弱

区，而当加载到１９２Ｅ－５ｓ时刻，所有薄弱区全部

产生破坏，主体与法兰边分离飞出，当前时刻作用

在易碎盖上的均布压力幅值为０７６８ＭＰａ。

在工况２情况下，易碎盖薄弱区左右两端参考

节点与基准节点时间位移曲线变化趋势与工况１

基本相同，但爧１节点和爲１节点沿牁轴的运动速度

不再一致。图１０给出了爧１节点和爲１节点的牁轴

节点坐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由图中可以看出对于

节点爲１位移曲线要高于爧１节点，表面易碎盖分离

体出现了向左侧翻转的运动趋势。

由于盖子主体与框架分离后各点的运动速度

不尽相同，为研究分离体的整体运动趋势，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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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工况２薄弱区破坏形式（白色为破坏单元）

图１０ 节点爧１与节点爲１的牁轴位移对比曲线

心点为代表点，通过该点的速度大小及方向判定盖

子分离体的抛离情况。因此，易碎盖薄弱区为工况

２结构形式在００４ｍｓ计算结束时中心点的沿牀轴

的运动速度为－０６３２ｍ燉ｓ。

易碎盖薄弱区采用工况３和工况４结构形式的

计算结果与工况２较为相似，均在爲１节点附近区

域首先出现破坏，并随着载荷的增加逐渐向爧１节

点扩展，并且参考节点爧１和爲１相对其基础节点爧２

和爲２关于牀轴和牁轴的坐标时间历程曲线也表

现相同的规律。工况３在００１９５ｍｓ时完全破坏，

此时均布压力幅值为０７８ＭＰａ。工况４在００２２ｍｓ

时完全破坏，虽然此时冲击载荷已经作用结束，但

在易碎盖主体惯性力的作用下仍可实现其与法兰

边的完全分离。

表３给出了易碎盖薄弱区采用４种结构形式在

００４ｍｓ计算结束时分离体中心点的沿牁轴和牀

轴的运动速度。

表 种工况分离速度表 │燉┈

工况 工况１ 工况２ 工况３ 工况４

牁向速度 ２６７１ ３０９５ ３２１１ １１５５

牀向速度 ０ －０６３２ －１３４０ －４０１７

由表中可见，随着局部区域薄弱区强度的提

高，易碎盖分离体的侧向速度随之增加，表现出明

显的侧抛趋势。但在工况４中，由于局部薄弱区强

度过高，使得部分冲击能量消耗在结构的破坏中，

易碎盖分离体的分离速度有所降低。因此需合理控

制薄弱区强度以避免出现不能冲破的情况。

 试 验

采用自制冲破装置进行了工况２和工况４两种

结构形式复合材料易碎盖的模拟冲破试验，每组６

个试验件。安装时将强度较高部分薄弱区中心点安

装在进气口相对的位置。由于受试验条件限制，在

模拟试验中采用气泵加载的方式，压力值由气压表

测得，并对试验的全过程进行了摄像。

在对采用工况２中薄弱区设计方案而制作成

型的易碎盖的试验中，由于薄弱区的搭接强度不一

样，从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出易碎盖基本从薄弱区强

度最低区域开始发生破坏分离，直至主体与框架结

构完全分离。有４个试验件的落地点在与预计抛射

方向两侧各约６０°的夹角范围内，另两件则基本背

离了预计方向。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两部分薄弱区强

度相差较小，而复合材料产品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不

稳定因素，导致薄弱区损伤起始点和扩展速度与理

想状态有所差别。但总体上也呈现出侧向分离的趋

势。

在对采用工况４中薄弱区设计方案而制作成

型的易碎盖的试验中，其中有５个易碎盖的主体在

分离后落地点在与预计抛射方向两侧各约４０°的夹

角范围内。但有一个试验件的主体未与法兰边完全

分离，形成侧翻挂在发射筒外侧。主要是加载方式

也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冲击能力较低所致。

根据试验结果，验证了通过改变薄弱区的强度

来达到圆形复合材料易碎盖侧抛这种方案的可行

性。通过提高不同区域薄弱区的搭接强度的差异对

侧抛的影响更为显著，但也应合理选择薄弱区强度

与其区域所占比例。这样既可有效控制分离方向，

也可保证易碎盖主体与法兰之间完全分离。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通过控制薄弱区强度来实现复合

材料易碎盖分离体定向抛出的策略，并对４种不同

薄弱区结构形式的复合材料易碎盖的冲破过程进

行了数值仿真。制作了其中两种结构形式的易碎盖

并进行了模拟冲破试验。计算与试验结果表明了通

过改变薄弱区的强度实现圆形复合材料易碎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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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方案的可行性，工况４方案可更加有效地控制分

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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