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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了能够反映高功率连续激光辐照碳纤维增 强 复 合 材 料（ＣＦＲＰ）层 合 板 时 材 料 发 生 烧 蚀、热 解 与 层 间 开

裂等热力损伤效应的多尺度分析模型。从细观尺度分别建立了纤维和基体的热解动力学方程，通过热重分析获得

热解动力学参数，进而得到ＣＦＲＰ层合板宏观的热物与力学性能参数。通过内聚力模型建立了激光辐照引起层间

开裂的分析模型，提出并建立了热解和 层 间 开 裂 效 应 阻 碍 能 量 传 递 的 热 阻 模 型。将 多 尺 度 模 型 获 得 的 热－力 学 性

能参数与热力耦合数值模型相结合，模拟了高功率连续激光引起的烧蚀、热解及层间开裂行为，模拟结果与实验结

果吻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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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高温环境下碳纤维增强 复 合 材 料（ＣＦＲＰ）会 经 历 复 杂 的 物 理 化 学 过 程，如 基 体 的 软 化、熔 融、热 解、汽

化，热解残碳的生成、发展和氧化，碳纤维的氧化、升华，热膨胀或热收缩引起的纤维／基体界面脱粘、基体裂

纹扩展和层间开裂等［１－５］。同时，ＣＦＲＰ的热物性能和力学性能不仅与温度相关，还与温升历程相关［６－７］。高

功率密度激光辐照下的ＣＦＲＰ损伤与破坏行为几乎包含上述所有的复杂过程或现象。一方面，高热流载荷

引起的热效应使得ＣＦＲＰ发生 快 速 的 热 解、氧 化 反 应 和 相 变 行 为；另 一 方 面，激 光 辐 照 下ＣＦＲＰ基 体 的 碳

化、分解造成材料强度降低，复合材料的热膨胀或热收缩效应以及热解气体的热膨胀等行为容易诱发复合材

料层合板层间裂纹扩展并导致层间开裂；此外，层间开裂会阻滞激光能量进一步沿层间传递，而热解区域由

于存在孔隙相也会形成热阻效应。到目前为止，能够全面反映上述激光辐照ＣＦＲＰ的热烧蚀、热传递和热

力损伤过程的分析模型还比较少见。
本文首先建立包含热解效应的细观热－力学分析模型，由此得到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宏观热物性能和力学

性能。通过对ＣＦＲＰ层合板进行热重分析（ＴＧＡ），考虑不同环境（氧化环境、氮气环境）、不同升温速率等因

素，得到不同条件下ＣＦＲＰ层合板的热解动力学参数。在此基础上，引入层间热阻的概念，建立能够反映高

功率连续激光辐照ＣＦＲＰ层合板时材料发生烧蚀、热解与层间开裂等热力损伤效应的多尺度分析模型。将

细观热－力学分析模型引入热力耦合数值分析模型，实现对高功率连续激光辐照ＣＦＲＰ层合板的热解、烧蚀、
传热和层间开裂行为的数值模拟。

２　多尺度热－力学模型
２．１　ＣＦＲＰ层合板多尺度热解模型

图１ 高温下ＣＦＲＰ层合板的多尺度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ＦＲＰ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所用材料为ＣＦＲＰ层合板ＣＣＦ３００／ＢＡ９９１６，铺层方式为［４５°／０°／－４５°／９０°］２Ｓ，其中下角标“２”是 指 按

照［４５°／０°／－４５°／９０°］的铺层方式依次重复两次铺层，下角标“Ｓ”是指对称，即按照［４５°／０°／－４５°／９０°］２ 的铺

层方式再进行对称铺层。因此，本文研究的层合板是一种对称层合板。单层厚度为０．１２５ｍｍ，试样尺寸为

５０ｍｍ×５０ｍｍ×２ｍｍ。针对这种层合板建立了高温条件下从细观到宏观 的 多 尺 度 分 析 模 型，如 图１所

示。高温环境下，层合板的热力行为可由４个层级表征：第一层级为高温环境下纤维和基体的细观热解组分

相构成的不规则胞元；第二层级为由基体包裹的纤维束胞元；第三层级为单向复合材料铺层（或者单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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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层级为复合材料层合板。
主要从第一层级建立纤维和基体的热解动力学方程，得到纤维和基体在不同温度、不同温升速率下的热

解动力学参数，进而依据多尺度模型得到单向复合材料的热物性能和力学特性，为激光辐照ＣＦＲＰ层合板

热力损伤效应的数值模拟提供基础性数据。

２．２　细观热解动力学参数

由高温下ＣＦＲＰ层合板多尺度模型中的第一层级模型可以看出，在高温条件下，碳纤维和树脂基体发

生热解。细观尺度下，初始的树脂基体热解后，基体由树脂聚合物相、热解碳相、孔隙相组成；初始的碳纤维

相热解后，碳纤维由无定形碳纤维相、结晶碳纤维相、孔隙相组成。可以通过映射关系将不规则分布的细观

热解组分与规则分布的细观模型关联起来，以此描述热解过程中各组分的含量变化。
假定热解过程中复合材料的总体积近似保持不变，高温下ＣＦＲＰ的质量变化可以用密度的变化代替，

从而可以用体积分数表征升温过程中组分相的含量［７］：

ρ＝珋ρｆφｆ＋珋ρｍφｍ， （１）

珋ρρｆ＝ρｆφｆ， （２）

珋ρｍ ＝ρｂφｂ＋ρｐφｐ， （３）

φｐ＝ρ
ｂ

ρｐ
（１－φｂ）（１－Γ）， （４）

φａ＝φ
ｆ－φ

０
ｆ １－Γ（ ）ｆ
Γｆ

， （５）

φａ＋φｌ＝φｆ， （６）
式中ρ为材料的总体密度，φｉ为不同相的体积分数，ρｉ为不同相的密度（ｉ＝ｆ，ｂ，ｐ，ａ，ｌ，ｇ，ｍ），下标ｆ代表

纤维，ｂ代表树脂聚合物，ｐ代表热解碳，ｇ代表孔隙，ａ代表无定形碳纤维，ｌ代表结晶碳纤维，ｍ代表基体，
上方横线代表平均值。Γ和Γｆ 分别为基体和纤维热解方程的气化常数。

根据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方程，结合（１）～（６）式，可以得到高温条件下纤维和基体的热解动力学方程为［１，７－８］

φｂ
ｔ ＝－

Ｊφ
ｎ
ｂｅｘｐ －

ＥＡ（ ）ＲＴ
， （７）

φｆ
ｔ ＝－

Ｊｆφｆ－φ
０
ｆ １－Γ（ ）［ ］ｆ

ｎｅｘｐ －
ＥＡｆ（ ）ＲＴ

， （８）

φｆ＋φｂ＋φｐ＋φｇ＝１， （９）
式中ＥＡ 和ＥＡｆ分别为基体和纤维的热解活化能，Ｊ和Ｊｆ分别为基体和纤维的指数前因子，ｔ为时间，Ｒ为气体

常数，Ｔ为温度，ｎ为反应级数。
通过ＴＧＡ，利用多步分解模型［８］可以获得不同环境下的热解动力学参数。图２所示为不同环境和升温

速率下复合材料的失重行为。可以发现，随着升温速率的升高，在同一温度下复合材料的失重呈下降的趋

势，这主要是由于当升温速率较低时，复合材料的热解比较充分。

图２ 不同环境下ＣＦＲＰ层合板的ＴＧＡ曲线。（ａ）氮气环境；（ｂ）氧化环境

Ｆ　 ｉｇ．２ ＴＧＡ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ＦＲＰ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ｏｘ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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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方程对热重曲线进行拟合，可以获得热解动力学参数。热解动力学方程中纤维和基体

的反应级数均取为ｎ＝３，其他参数见表１。
表１　热解动力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ｂ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ＥＡ／（１０２　ｋＪ·ｋｇ－１）Ｊ／（１０６　ｋｇ·ｍ－３·ｓ－１） Γ ＥＡｆ／（１０２　ｋＪ·ｋｇ－１）Ｊｆ／（１０６　ｋｇ·ｍ－３·ｓ－１） Γ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５　 ３．２　 １　 １．７３　 ６．０　 １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　 ３．０　 ０．０５　 １．０２　 ４．３　 ０．７

　　基于ＴＧＡ所得的热解动力学参数，可以得到不同组分相的失重规律。图３所示为氮气环境中升温速

率为５℃／ｍｉｎ条件下各组分的变化曲线，其中ｍ０ 为材料初始总质量，ｍ 为受热后材料的总质量，ｍｉ（ｉ＝ｆ，

ｂ，ｐ）表示各组分的质量。可以发现复合材料的失重主要是由基体热解引起的，纤维的质量基本没有损失，
表明纤维具有良好的耐高温性能。这主要是由于氮气环境下不存在氧化反应，碳纤维只能以相变的形式损

失质量；而基体的热解温度较低，约３００℃就开始发生热解。

图３ 氮气环境下升温速率为５℃／ｍｉｎ时不同相含量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Ｐｈａ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５℃／ｍ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３　热物性能

根据高温下ＣＦＲＰ层合板的层级模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每一高层级均由其下一级的周期性低层胞元

形成。细观尺度下的基体相和纤维相形成基体包裹的纤维束胞元，周期性的基体－纤维束胞元构成了单层复

合材料。因此，高温下单层复合材料的宏观比热容和导热系数［１］可以由基体和纤维热解相的热解量表征，即

ｃ＝ ∑
ｉ
ρｉｃｉφ（ ）ｉ ∑

ｉ
ρｉφ（ ）ｉ －１，ｉ＝ｆ，ｂ，ｐ，ａ，ｌ，ｇ， （１０）

λα ＝λ
０
α

φ
０
ｂ

Ｔ
Ｔ（ ）０

１／２

φｂ＋ｎλφ（ ）ｐ ， （１１）

式中ｃｉ为热解后各组分相的比热容；λ０α 为室温Ｔ０ 下α方向的导热系数，ｎλ 为实验值，φ
０
ｂ为基体的初始体积分

数。
氮气环境中不同温升速率下比热容和横向导热系数随温度的变化分别如图４、５所示。从图４可以看

到，在３００℃左右比热容迅速减小，在该阶段，层合板的基体开始急剧热解。直到约６００℃时，密度达到稳定

状态，基体的热解已基本完成。密度的变化直接反映热解过程中不同相的含量变化，如图３所示。当升温速

率较低时，复合材料能更完全地热解。由图５可以发现，在温度比较低的阶段，热解尚未发生，复合材料的导

热性能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提高；达到热解温度后，基体开始热解，随着热解过程的加剧，孔隙率提高，导致复

合材料的导热性能降低，横向导热系数逐渐减小；最后当热解完成时，随着温度的升高，热解碳使复合材料

的导热性能略有提高，横向导热系数不再显著变化。

２．４　力学性能

在高温下，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取决于温度Ｔ和加热时间ｔ。根据高温下ＣＦＲＰ层合板的层级模型进

行分析，高温下单层板的弹性特性同样可以由基体和纤维热解相的热解量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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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氮气环境中不同温升速率下比热容

随温度的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ｈｅａ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图５ 氮气环境中不同温升速率下横向导热系数

随温度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１ ＝Ｅｆａ１ψｆ
Ｅ２ ＝Ｅｂａ２

Ｇ１２ ≈
Ｅ２

２　１＋ν（ ）２１

ν２１ ＝０．

烅

烄

烆 ３

， （１２）

式中Ｅ１、Ｅ２ 分别为纵向（纤维方向）和横向（垂直于纤维方向）的弹性模量，Ｅｆ 和Ｅｂ 分别为纤维和基体的弹

性模量，Ｇ１２ 为面内剪切模量，假定泊松比ν２１ 基本不随温度变化。无量纲函数ａ１ 和ａ２ 与纤维、基体的热解相

关，分别描述了高温下复合材料纵向和横向弹性性能的变化。
图６所示为不同升温速率下单向复合材料纵向和横向模量比值的变化。可以看出，升温速率越快，弹性

模量比值的下降速率越慢；随着温度的升高，弹性模量比值显著减小，热解完全后模量比值不再显著变化。

图６ 不同升温速率下弹性模量比值随温度的变化规律。（ａ）纵向弹性模量比值；（ｂ）横向弹性模量比值

Ｆｉｇ．６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　ｒａｔｉｏ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　ｒａｔｉｏ；（ｂ）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　ｒａｔｉｏ

３　ＣＦＲＰ层合板热力损伤模型
３．１　热损伤

高功率连续激光辐照ＣＦＲＰ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包括热解、烧蚀和氧化等热损伤 行

为［９］。热解发生在材料内部，而烧蚀与氧化则主要发生在材料边界上。烧蚀边界上的热源项主要包含激光

输入能量、热对流、热辐射、热解耗能、氧化热能、相变热能等，如图７所示，其中ｑｌａｓｅｒ表示激光输入热流能量，

β为吸收系数，ｑｒａｄ 表示材料表面向外界的辐射热流能量，ｑｃｏｎｖ 表示材料表面与外界的对流换热能量，ｑｏｘｉ表示

热解碳与碳纤维发生氧化释放的热流能量，ｑｐｙｒ表示基体热解耗散的热流能量，ｑｐｈａｓ表示热解碳、碳纤维等发

生相变耗散的热流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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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ＣＦＲＰ层合板激光烧蚀换热边界条件

Ｆｉｇ．７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ＦＲＰ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连续激光辐照下ＣＦＲＰ表面的热流边界条件可以表示为

ｑｎｅｔ＝βｑｌａｓｅｒ－ｑｒａｄ－ｑｃｏｎｖ＋ｑｏｘｉ－ｑｐｙｒ－ｑｐｈａｓ。 （１３）

　　热解会在材料内部形成孔隙，引起的能量耗散可以用体热源项ｑｐｙｒ描述。此处热解能量耗散包括热解

反应吸热能量和热解气流流动能量两部分，总的能量耗散［３，９－１０］可表示为

ｑｐｙｒ＝ＱＶρｔ－
Ｖ φｇρｇυ（ ）ｇ ·!ｈｇ， （１４）

ｈｇ＝∫
Ｔ

Ｔ０
ρｇｃｇｄＴ＝ρｇｃｇ Ｔ－Ｔ（ ）０ ， （１５）

式中Ｑ表示材料的单位质量的热分解热流能量，Ｖ 为材料的体积，ρｇ 为热解气体的密度，υｇ 为气体流速矢

量，ｈｇ 为气体热焓，ｃｇ 为热解气体定压比热容。（１４）式中的第一项表征热解吸热过程的能量耗散，第二项表

征热解气体流动引起的能量耗散。由于第一层级模型假定热解材料体积不变，故热解部分的材料质量变化

可以用密度变化表征。
氧化方程可以简化为

Ｃ＋１２Ｏ２ →ＣＯ
， （１６）

因此，氧化热可以用反应前后产物的焓值［１１］表示，即
ｑｏｘｉ＝ＣＣＯΔＨＣＯ－ＣＣΔＨＣ－ＣＯ２ΔＨＯ２

， （１７）

式中Ｃｉ 为组元的浓度，可以由化学平衡常数获得；ΔＨｉ 为组元的焓值。
复合材料表面由于相变而产生能量耗散，可通过相变潜热表征。在数值计算中，相变潜热可以通过定义

材料的比热随温度的变化来实现，这种方法称为显热容法［１２］。假设材料升华过程中温度会有微小的变化，
即温度从Ｔ－ｓ 变化到Ｔｓ，则材料吸收的热量为

ｑｐｈａｓ＝∑ｍｉ∫
Ｔｓ

Ｔ－ｓ
ｃｉｄＴ， （１８）

式中ｃｉ 为发生相变阶段各组元折算的比热容，ｍｉ 为相应的组元质量变化。本文主要考虑热解碳的相变能量

耗散。

３．２　层间开裂

实验研究发现，高功率连续激光辐照ＣＦＲＰ层合板时，基体热解产生的气体压力和升温引起的热应力

会引起层合板的层间开裂。层间开裂形成的层间热阻不仅会阻碍激光能量向内部传导，还会导致已损伤的

铺层发生进一步损伤。
采用内聚力模型描述层间裂纹扩展行为。内聚力模型是断裂力学中广泛应用的一种计算模型，能够比

较准确地对材料的断裂行为进行描述。在内聚力模型中，层间应力为层间位移的函数，两者的函数关系称为

张力－位移法则。常见的张力－位移关系法则有双线性、梯形、多项式和指数型四种，其中双线性张力－位移法

则最初由 Ｍｉ等［１３］提出，由于其具有简单有效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有限元计算中。双线性内聚力模型的张

力－位移关系如图８所示，可描述为

Ｆｎ＝

σｍａｘ
δ０ｎ
δ， δ≤δ０ｎ

σｍａｘδ
ｆ
ｎ－δ

δｆｎ－δ０ｎ
，δ０ｎ＜δ≤δｆｎ

０， δｆｎ＜

烅

烄

烆 δ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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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ｔ＝

τｍａｘ
δ０ｔ
δ， δ≤δ０ｔ

τｍａｘδ
ｆ
ｔ－δ
δｆｔ－δ０ｔ

，δ０ｔ ＜δ≤δｆｔ

０， δｆｔ＜

烅

烄

烆 δ

， （２０）

式中Ｆｎ 和Ｆｔ 分别为法向的应力值和切向的应力值；σｍａｘ 和τｍａｘ 分别为法向和切向的最大应力值，此时对应

界面处裂纹张开的最大位移分别为δ０ｎ 和δ０ｔ。当界面应力达到最大值时，随着开裂位移的增加应力开始下降。

位移继续增加至最大位移δｆｎ 和δｆｔ 时，应力下降为零，层间完全开裂。

图８ 双线性内聚力模型的张力－位移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ｂｉ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３．３　层间热阻

层间开裂会阻碍激光能量在厚度方向上的传导，形成层间热阻，影响传热行为。热解区的热解焦炭会附

着在层间裂纹中间，一部分激光能量仍然可以传导过去，因此层间热阻非无限大；而未热解区的层间开裂导

致层间完全脱开，激光能量无法传导，因此层间热阻为无限大。对于热解区，层间开裂之后，假设层间热解产

物的导热系数为λｍ，层间裂纹距离为δｂｎ（δｂｎ＝δ－δｆｎ），相当于在层间引入导热系数为λｍ、长度为δｂｎ的热桥，那
么层间热阻可以表示为Ｒ＝δｂｎ／λｍ。总的来说，层间热阻可表示为

Ｒ＝

０， δｂｎ＝０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ρ／ρ０ ＝１，δ
ｂ
ｎ＞０ （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ｌａｙｅｒｓ）

δｂｎ／λｍ，ρ／ρ０ ＜１，δ
ｂ
ｎ＞０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烅

烄

烆 ）

， （２１）

式中ρ／ρ０ 表征的是胞元的热解状态。层间热阻是层间裂纹距离δｂｎ 和层间热解产物导热系数λｍ 的函数，同时

层间裂纹距离也与热解状态有关。

４　高功率连续激光辐照ＣＦＲＰ的数值模拟
碳纤维的热力学性能参数与温度相关，而环氧树脂的热力学性能参数不仅与温度有关，还和热分解状态

相关，因此激光辐照过程中，材料的热力学性能参数会随温度和时间发生非线性变化。由于热解状态与温升

历程有关，必须将表征材料热力学性能参数随温度和热解状态变化的细观模型嵌入到数值模型中求解，才能

完整地描述由温升和热解引起的材料非线性。
为了准确地模拟连续激光辐照ＣＦＲＰ的破坏行为，数值计算时将多尺度分析模型耦合到热－力方程中进行

求解。激光辐照过程中，温升历程是未知的，而且受材料热力学性能变化影响。为了解决激光辐照过程中的材

料非线性问题，在数值求解过程中利用显式迭代的方法将细观理论与宏观热力求解进行耦合［１４－１５］。在每一个

小的时间步内，求解材料的热力行为，获取材料的温升历程，然后利用细观理论实时更新局部的材料热力性能，
接着进入下一步求解，直至计算完成。针对入射连续激光功率密度为６３０Ｗ／ｃｍ２ 的工况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中考虑了热辐射和热对流，激光表面吸收率取０．９，相关材料参数和计算参数参照表２和文献［６，１１］。
表２　ＣＦＲＰ层合板相关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ＦＲＰ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ｓ

ρｆ／（１０
３　ｋｇ／ｍ３） ρｂ／（１０

３　ｋｇ／ｍ３） ρｐ／（１０
３　ｋｇ／ｍ３） φｆ φｍ ｍｒ／ｍ０

１．７７５　 １．３１２　 ２　 ０．６　 ０．４　 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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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层间开裂

图９对比给出了连续激光辐照ＣＦＲＰ层合板层间开裂行为的数值模拟结果和实验结果，激光辐照时间

为３ｓ，可知数值模拟结果能较好地模拟激光辐照引起的层间开裂行为。图１０给出了激光辐照１ｓ和３ｓ时

刻光斑中心处厚度方向上的层间裂纹距离δｂｎ 分布，没有发生层间开裂则令层间裂纹距离为零（δｂｎ＝０）。可

以看出在１ｓ时刻，只在激光辐照面附近几层出现层间开裂，３ｓ时刻第８层已经出现层间开裂。虽然裂纹

很小，但是由于此处没有发生热分解，层间开裂导致层与层之间完全脱开，热阻为无限大。

图９ 激光辐照下ＣＦＲＰ层合板的层间开裂

Ｆｉｇ．９ 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ＦＲＰ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ｌａｙ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ｓｅｒ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图１０ 不同时刻光斑中心处各铺层上的层间裂纹距离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ｅａｃｈ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ｓｐｏ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４．２　热解行为

图１１给出了不同时刻光斑中心处各铺层的热解程度分布，可知１ｓ时刻１～３层已经完全热解，３ｓ时刻

１～７层已经完全热解。激光停止辐照之后，８～１６层之间温度虽然不会立即下降，但是由于其本身温度低于

热解温度（３００℃），因此热解反应无法发生。１～７层温度快速下降，虽然其温度高于热解温度，但是由于其

热解已经完全（φｂ≈０），因此热解也不会进行。因此，３～２０ｓ各层都没有继续发生热解，这个阶段厚度方向

上的热解程度分布和３ｓ时刻的重合。基体的热解程度在第８层出现突降，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此处出现

层间开裂。
图１２给出了不同时刻光斑中心处厚度上的密度分布，可以看出１ｓ时刻１～３层密度下降了约２５％，３ｓ

时刻１～７层密度都下降了约２５％。密度下降是因为热分解气流流出，不同时刻各铺层光斑中心处的密度

分布与热解程度分布趋势相同。密度下降只发展到第８层，也是因为８层处发生了层间开裂。
图１３给出了背表面中心温度计算和实验结果的对比，两者吻合较好。图１４给出了不同时刻光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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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不同时刻光斑中心处各铺层上的基体热解程度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ｔ　ｅａｃｈ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ｓｐｏ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图１２ 不同时刻光斑中心处各铺层的密度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ｅａｃｈ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ｓｐｏ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图１３ 背表面中心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ｂａｃｋ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ｉｍｅ

图１４ 不同时刻光斑中心处各铺层的温度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ｅａｃｈ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ｓｐｏ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点在厚度上的温度分布，可以看出，温度在第８层出现突降，可能是由于此处出现层间开裂。辐照１ｓ后光

斑中心的温度达到了１７００℃左右，３ｓ时刻激光停止辐照时温度达到了约２０００℃，但还是低于碳纤维的升

华点（超过３０００℃），因此不会发生升华相变。激光停止辐照后背表面的温度仍在上升，辐照面的温度迅速

下降，试件温度分布趋于均匀化。

５　结　　论
主要针对激光辐照ＣＦＲＰ层合板的热力损伤效应开展了理论研究。将层间开裂模型、热阻模型和描述

热分解引起材料非线性效应的细观模型嵌入到热－力耦合分析中，建立了能够较为完整描述碳纤维／环氧树

脂复合材料层合板在连续激光辐照下损伤行为的多尺度分析模型。数值计算获得的热力损伤形貌、温度历

程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这一方面验证了数值模型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热解和层间开裂对激光辐

照ＣＦＲＰ层合板热力响应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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