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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横向模量略高于圆截面纤维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承受横向载荷情况下 ,纤维排列方式

会直接影响应力空间化的分布。相比之下 ,六角形

排列是纤维在各个方向分布最均匀的情况 ,介于方

形排列与方形对角排列之间 ,方形排列的邻近纤维

间距最长 ,方形对角排列的邻近纤维间距最短。因

此 ,方形排列情况与方形对角排列情况呈现出最大

和最小的横向模量 ,而六角形排列情况的横向模量

则居于中间。

纤维截面形状对应力转移的影响以及纤维排列

方式对基体应力空间化分布的影响 ,都会由于纤维

密度的增加而表现出纤维间的相互增强作用 ,因此

当纤维体积含量更高时 ,纤维截面形状及排列方式

对宏观弹性性能的影响更为显著。

另外 ,由于纤维截面形状主要影响纤维/ 基体界

面附近基体的局部应力集中 ,而纤维排列方式在更

大范围内影响基体的应力分布 (在较大纤维密度情

况下) ,因此在较高纤维体积含量情况下 ,纤维排列

方式对宏观弹性性能的影响比纤维截面形状的影响

要大。

4 　结论

在分析复合材料宏、细观场量之间联系的基础

上 ,建立了一种纤维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宏 —细观

力学模型 ,该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复合材料宏观弹

性性能 ,并能够考虑复杂细观结构的情形。利用该

模型 ,研究了细观结构特征对宏观弹性性能的影响。

计算表明 ,纤维截面形状及排列方式对复合材料纵

向弹性模量几乎没有影响 ,但对横向弹性模量、纵横

剪切模量则有一定影响 ,影响程度随纤维体积含量

的增加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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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有机薄膜保护剂

新型固体薄膜保护剂具有优良的抗腐蚀性能 ,可提高电接触元器件的抗腐蚀能力 ,抗潮湿、盐雾、霉菌以

及工业大气中 H2S、SO2、CO2、NO2 等各种腐蚀介质对金属表面的腐蚀 ;优良的润滑性能 ,可延长金属元器件、

工具、量具、冷作模具的使用寿命 ,降低插拔件的插拔力 ;优良的电气性能 ,电接触稳定 ,不影响接触电阻、高

频特性 ,对提高电接触可靠性有重大作用。

本保护剂技术先进、工艺稳定、应用面广 ,投资少 ,见效快。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航海、电子工业、电

力工业、机械工业等领域。在机械加工领域的应用 ,可使低速工作的刀具、量具以及冷作模具的寿命延长 1

～10 倍 ,并使被加工工件粗糙度降低 1～2 级 ,故其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邮电学院化学防护研究所 ,010 - 6202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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