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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涌讨显微观察及 射线分子取向测量
,

研究了纤维增强热致液晶的分层结构
,

实验测定了皮

层及芯部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能
,

并用 模型进行性能预测

关橄词 热致液晶
,

纤维增强
,

取向
,

动态力学性能

注射成型时
,

热致液晶在模壁附近及流道中部的流动状况有很大不同
,

导致形成笋壳状
皮芯结构 〔’〕 刚硬的脆性皮层在受力时易于剥离

、

开裂
,

影响材料的性能 热致液晶材料的

分层力学性能已见于报导 〔 加入短纤维后
,

层状结构是否依然存在
,

材料内部微观结构

状况及其对宏观力学性能影响如何
,

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实 验 方 法

试验材料为
,

其基体材料为 热致液晶
,

化学成分为
。 , 基体中加入 , 的短切玻璃

纤维后即成 粒料经充分干燥后按文献 给出的标准工艺参数注射加工
,

成为标准拉

伸试样 试样标距
,

截面尺寸
沿拉伸试样中心线纵剖制片

,

在 一 光学显微镜上观察 用于 射线分析的设

备为 一 射线衍射仪 从注射拉伸试样中分层取样
,

尺寸为

样品粘贴在厚度为 的 膜上
,

然后固定在晶体测角仪上 入射 射线及讯号接
收器均与样品表面成

“

即 固定为
“

将测角仪的方位角作
“

变化
,

所得

衍射图反映了样品中有序结构畴区的取向

材料的显微观察及基体分子取向实验结果表明
,

热致液晶试样具有“三明治 ”

状的夹层结
构

,

其皮
、

芯厚度均约为 按照该分层原则将试样分层剥离
,

制成动态力学性能试样

动态力学试验在 上进行 采用固定频率 乙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一 。 香港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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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收到初稿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本文联系人 卢锡年
,

北京市 峨期
,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材 料 研 究 学 报 年

二

尘 。
诊 石

、十,电几
工口人护阅、、

。尸、才
厅曰公一‘妇

汤汤小、、
奋奋冷、、

奋奋小、、
喇喇洲今卜

曰中喇肠州钧月冲口脚脚

·

一乌 , , 才 、 , 一洁

二 ,

井 万产

一

口

图 不同取样深度材料的 射线衍射图
一

口

图 衍身拍革半高宽 及峰高万沿试件厚度变化

伴 沐

讲

以 创中币比《卜州 斤叭 ,妇

, ·工﹂的
」洲

哎曰内‘几乙

田
,灿甲艺

一﹄

闷

曲甲心一匀

宁︼

、 “

切
吞」石

二 ’

切
扣

」
、 、口 夕

一 一

,

叩

一 ,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

图 试样皮层的动态力学性能 图 试样芯部的动态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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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动态力学性能实验值与计算预测值的比较

结 论

玻纤增强热致液晶材料在注射成型过程中产生层状结构 皮
、

芯材料中纤维取向及基体
分子取向均有较大差异 由于纤维的加入

,

注射成型热致液晶的层化特征已有所减弱 用

并联模型描述材料的粘弹行为是合理的
,

通过该模型可以对整体材料的贮能模量

作出准确的预测
,

损耗模量预测结果亦可认为定性合理

本文工作中
,

香港理工学院 协助完成试件加工
,

清华大学陶昆教授承担 射线分析
,

谨致深切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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