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届工程塑性及其应用进展亚太学术会议 (AEPA’96)

(1996年8月21—24日, 日本广岛)

工程塑性及其应用进展亚太学术会议由香港理工大学李荣彬教授与清华大学徐秉业教授

等发起. 第1届由李荣彬教授主持, 于1992年在香港举行. 第2届由徐秉业与杨卫两教授主持,

于1994年于北京清华大学举行. 本届 (第3届) 由日本广岛大学茑纪夫教授与岗山大学阿部武

治教授主持, 在日本广岛大学举行. 会议有来自17个国家 (地区) 的152名代表, 其中日本94

人, 中国19人 (其中包括香港6人) , 韩国7人, 美国6人, 法国4人, 英国、波兰、加拿大、德

国、捷克各3人、荷兰2人, 俄罗斯、丹麦、新西兰、以色列、埃及各1人. 　　　　

会议有5个大会报告:

H. M. Zb ib, M. R hee 与 J. P. H irth (美国) 的“曲线位移的三维模拟: 离散化与长程

相互作用”, 提出了一个三维细观模型以模拟大量有限长曲线位错的集体行为. 曲线位错用一

系列直线段混合位错来近似. 为了考虑大密度位错与有限变形, 采用平行处理.

严文裔、孙庆平与黄克智 (中国) 的“一个推广的相变本构模型”, 总结了清华大学热弹

性马氏体相变本构理论的成果, 并提出了一个基于晶体学、热力学和细观力学的单晶体的正

反向相变及重取向时的本构模型.

D. N. L ee (韩国) 的“重结晶结构的最大能量释放率理论”, 提出了一个假定, 认为最

大应力方向平行于重结晶最小弹性模量的方向.

A. J. M. Spen ser (英国) 的“颗粒状材料剪切流动的动力分析”, 深入地讨论了服从库

伦2摩尔屈服条件的材料的变形律这一长期被人忽略的问题.

N. O hno (日本) 的“着重棘轮现象的循环塑性本构模拟”, 提出了一个新的循环本构模

型, 它能够成功地描述单向、多向与热棘轮现象以及无棘轮时的非比例变形.

会议一共有分组邀请论文25篇, 其中有我国学者的6篇: 王仁的“聚合物与聚合物复合材

料蠕变破坏综述”; 杨桂通等的“非线性弹性与弹塑性结构中的混沌运动与异常响应”; 杨卫

等的“具有随时间演化的不可伸长约束的聚集体的本构模拟”; 梁乃刚等的“模拟即位 ( in

situ) 增强陶瓷的宏观破坏与微观损伤演化的链2网模型”; 徐秉业等的“具有缺陷壳体结构的

数值极限分析”; 李荣彬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的“双向拉伸时薄板如何破坏?”.

会议共报告论文143篇, 涉及的内容有: 本构模拟, 损伤与断裂, 晶体与断裂, 动态与率

相关塑性, 地质、多孔材料与复合材料, 细观力学、分子动力学与位错花样, 材料非稳定性

与应变局部化, 形核、固结与相变, 金属薄板成型, 金属压力加工过程分析及工程应用.

下面概述会议反映的塑性力学进展及发展趋势:

1　塑性本构模型

目前的塑性本构关系还不能很好模拟一些试验现象. 因此改善现有的或提出新的塑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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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模型十分重要. 这次会议上O hno 提出能模拟棘轮现象的循环塑性模型, 还提出了一些不仅

考虑材料的粘性而且考虑材料老化 (ag ing) 的模型, 考虑粘塑性与蠕变的统一模型, 考虑微

观剪切带机制的本构模型, 考虑具有不可伸长约束时聚集体的本构模型, 局部加强陶瓷的链

2网模型, 以及三向拉压试验结果等.

2　损伤与断裂

把连续损伤力学用于弹塑性材料辐照脆化情况取得成果. 连续损伤力学中损伤参量过去

一般由宏观试验结果反推, 而不能直接由微细观试验测量. S. M u rakam i 对蠕变破坏的模型

利用V o rono i 棋盘镶嵌方法提出了可以直接测量的参数, T. A be 等则用直接在试板上打孔

的方法来体现损伤的分布. 今后发展可直接测量的损伤参量是很重要的.

3　相变力学

细观力学、结晶学与热力学相结合是值得重视的发展方向. K. T anaka 等提出了热弹塑

性相变力学理论, 既考虑相变变形, 又考虑常规塑性, 在相变力学领域, 以前很缺少试验结

果. 这次会议报道了多项试验成果, 包括多向受力试验, 这是值得注意的.

4　金属板材成形

金属板材成形是近年来塑性力学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 目前发展了板材双向拉伸的实验

方法, 从而获得了更为准确和合理的成形极限曲线, 如K. Yam aguch i 等所作的实验发现, 当

拉伸板两个方向的应变比值不同时, 局部颈缩的断口也是不同的. 此外韩国的 Y. S. K im 等

所作的平面拉伸试验也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方法. 在试验中考虑了板材与模具的摩

擦作用. 板材成形中所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其变形过程的数值模拟. 日本的 E. N akam ach i 教

授所介绍的板材成形中动力显式技术以及在固定自由度条件的网格重新划分技术是这一领域

中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5　金属塑性成形

这一课题共有14篇学术论文. F. W. T ravis 对近20年来国际上所发表的有关成形的论文

进行了综述, 对世界上各国作者在成形工艺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统计, 介绍了一批有

代表性的文章, 其中包括深冲工艺的比较, 球壳的内压成形工艺以及节省材料的新型工艺等.

日本的阿部武治教授等研究了不同多晶金属材料在有压缩塑性变形条件下接触表面的粗糙化

问题, 文中认为接触面的粗糙度与应变有关, 而接触面的粗糙度比自由表面的小. 当所接触

的金属硬度大时, 表面的粗糙度减少. 关于用数值技术模拟挤压、深冲、轧制的文章有5篇.

日本的 K. Fukatsu 等则讨论了动力冲击成形的工艺以及它的效果和数字模拟. 实验证明, 由

于弹性回弹的效应减弱, 因而提高了成形的精确度, 而成形构件的边缘也保持比较均匀.

6　工程应用

关于工程应用的论文共有16篇, 这些文章涉及能量吸收装置的塑性研究, 受弯扭联合作

用的圆管和杆件的塑性分析, 材料塑性性质的确定等. 由 S. R. R eid 等所讨论的“柱壳塑性

翻转作为冲击能量吸收装置”一文讨论了圆管的翻转规律, 给出了准静态翻转时的载荷2位移

曲线、动力试验装置的示意图以及载荷2时间的计算和试验结果. T. Yokoyam a 等介绍了通过

圆管横向受压来确定材料常数的方法, 通过这一实验不仅可以获得材料的弹性模量也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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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材料的强化系数. 其中还有对超强薄膜的力学性质进行纳米级压印的分析, 对深50微米左

右的浮雕压制变形的分析以及对直径为50微米的镍丝拉伸的性质进行量测, 并给出了工业镍

丝和退火镍丝的应力应变曲线, 试验表明, 退火丝的最大应力为工业用丝最大应力的

1ö10. 　　　　

这次会议表明, 在材料力学性质的微观、细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在

本构模型蠕变破坏、裂纹扩展、动力响应、剪切带的发展、动载破坏等方面也都有了新的研

究成果. 对岩石、土壤、砂粒等材料的更准确描述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 多数文章都有实

际的应用背景. 会议中讨论热烈, 学术气氛浓厚. 我国学者的工作都很有特点, 水平也较高,

受到了与会专家的重视. 经过讨论不仅交流了学术经验, 也增加了友谊. 会议组织工作良好,

受到了各国专家的肯定, 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下届会议将于1998年6月在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召开.

黄克智　徐秉业　供稿

1996年亚太断裂与强度会议

(1996年7月23—26日, 韩国庆州)

1996年亚太断裂与强度会议— (A sian Pacif ic Conference fo r F ractu re and Strength296简

称A PCFS’96) 于1996年7月23—26日在韩国庆州市召开.

这个会议是亚太强度评估会议 (A sian Pacif ic Conference on Strength Evalua t ion——

A PCS) 的系列会议之一. 亚太强度评估会议 (A PCS) 的首次会议是1984年在日本仙台市召

开的, 并成立了常设机构. 第2、3、4次会议分别于1986、1989和1991年在韩国汉城、日本横

滨和中国北京召开. 在1990年韩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与日本工程师学会联合 (KSM EöJSM E) 召

开了亚太断裂与强度会议 (A PCFS) 之后, 日本机械工程师学会力学分会 (JSM E2MM D )、韩

国工程师学会断裂分会 (KSM E2M FD ) 连同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机械工程材料研究所

(CM ES2IMM E) 与亚太强度评估会议 (A PCS) 一起讨论了A PCFS 的目的和范围, 开始了以

A PCFS 为名称的系列会议. A PCFS’93在日本土浦市召开. A PCFS’96是A PCFS 名称下的第

2次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日本机械工程师学会 (JSM E)、韩国工程师学会 (KSM E)、中国机械

工程师学会 (CM ES) 与亚太强度评估会议 (A PCS) 共同发起, 由韩国工程师学会

(KSM E) 主办. 除亚太国家与地区的代表外, 还有英、美、法、德、奥地利、墨西哥、印度、

瑞典等8个国家的代表参加. 会议文集共发表论文150篇, 5篇邀请报告. 会议论文大致包括如

下4方面内容:

1. 应力分析, 裂纹分析, 界面裂纹, 细观机理.

2. 零部件的疲劳与失效, 疲劳与蠕变的强度评估, 疲劳与断裂性能.

3. 数值分析与模糊理论, 强度与断裂机理, 岩石与陶瓷的断裂性能, 树脂基复合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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