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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泡沫金属制备、性能及应用》主要介绍多孔材料和泡沫金属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发展现状，通孔泡沫
金属和闭孔泡沫金属的制备工艺、关键技术和机理分析，泡沫金属的主要性能研究，泡沫金属的各种
用途以及一些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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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采用挤压法压制预制品时，除了受到挤压杆的正压力以外，还受到模壁的侧压力
；同时，还有物料与模壁、模冲（挤压杆）之问因相对移动而产生的摩擦力。
在挤压过程中，靠近挤压杆的混合料受力最大，随着远离挤压杆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小。
在挤压筒的径向方向上，越靠近模壁，物料受到的摩擦力越大；越接近中心，物料受到的摩擦力越小
。
粉末颗粒除了具有上述两种方式的变形和位移的一些共性外，还会发生大变形量的塑性变形，通过变
形使得铝粉颗粒之间结合更为紧密。
挤压也是在高温、高压下进行的，所以它同样具有热压法所具有的特点。
这些特点，使得预制品的组织更为致密和均匀，强度也更高，如图3—44（c）所示。
 泡沫铝发泡的过程是TiH2分解形成气泡，然后气泡长大并迫使压实的预制体膨胀的过程。
所以发泡能否成功，取决于TiH2分解和预制品的特性两个方面。
为了方便说明，建立两个概念。
 （1）可发泡温度：当预制体温度大于熔点后，铝粉颗粒不断被熔化，周围的氧化膜也变软，试样的
强度不断降低，可变形能力不断增强。
对应于某一温度，预制体就具有了连续变形能力或称为具有了可发泡性，不同的预制体所对应的温度
不同，将此温度定义为试样的可发泡温度，记为Tf。
这时试样所具有的状态称为可发泡状态。
显然Tf应在粉末材质的熔点（用T0表示）以上，即，Tf≥T0。
 （2）压力平衡温度：当预制体温度达到熔点以上后，随温度升高TiH2迅速分解，气体压力增加。
某一温度时，气体压力和周围环境压力相等，二者达到平衡，把达到这一平衡时的温度称为压力平衡
温度，记为Tp。
显然只有在平衡温度以上，气体压力才会大于周围环境压力，试样才可能发泡。
预制体的强度越高，平衡温度Tp也越大。
由上述分析，Tp≥T0。
 预制体在加热升温过程中，气泡所受到的外部压力p外包括周围母体材料的强度或黏度、液体静压力
、气体的压力以及表面张力所引起的附加压力。
其中，试样强度随试样温度的增加迅速减小，气泡的附加压力随气泡的长大迅速减小。
p外和TiH2分解产生的气体压力p随温度变化如图3—45所示。
 当试样温度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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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泡沫金属制备、性能及应用》系统介绍泡沫金属的制备技术、性能及应用现状和前景。
以作者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介绍国内外的最新研究进展。
《泡沫金属制备、性能及应用》为相关研究和生产人员提供应用方向的引导，同时为应用单位和个人
提供技术基础，对推进泡沫金属的应用和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泡沫金属制备、性能及应用》可供从事泡沫金属领域以及设计泡沫金属领域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
人员以及高等院校材料和相关专业的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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