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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共分八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复合材料的界面理论和界面控制，纤维复
合材料的复合理论，纤维复合材料的强度，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的增强体，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的基
体材料，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的成型技术以及纤维复合材料的其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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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例如，若所设计的复合材料是用作结构件，则复合的目的就是要使复合后材料具有
最佳的强度、刚度和韧性等。
因此，设计结构件复合材料时，首先必须明确其中一种组元主要起承受载荷的作用，它必须具有高强
度和高模量。
这种组元就是所要选择的增强材料；而其他组元应起传递载荷及协同的作用，而且要把增强材料黏结
在一起，这类组元就是要选的基体材料。
 其次，除考虑性能要求外，还应考虑组成复合材料的各组元之间的相容性，这包括物理、化学、力学
等性能的相容，使材料各组元彼此和谐地共同发挥作用。
在任何使用环境中，复合材料的各组元之间的伸长、弯曲、应变等都应相互或彼此协调一致。
 第三，要考虑复合材料各组元之间的浸润性，使增强材料与基体之间达到比较理想的具有一定结合强
度的界面。
适当的界面结合强度不仅有利于提高材料的整体强度，更重要的是便于将基体所承受的载荷通过界面
传递给增强材料，以充分发挥其增强作用。
若结合强度太低，界面很难传递载荷，不能起潜在材料的作用，影响复合材料的整体强度；但结合强
度太高也不利，它会遏制复合材料断裂对能量的吸收，易发生脆性断裂。
 除此之外，还应联系到整个复合材料的结构来考虑。
 具体到颗粒和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来说，增强效果与颗粒或纤维的体积含量、直径、分布间距及分布状
态有关。
 颗粒和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设计原则如下。
 1）颗粒增强复合材料的原则 （1）颗粒应高度弥散均匀地分散在基体中，使其阻碍导致塑性变形的位
错运动（金属、陶瓷基体）或分子链的运动（聚合物基体）。
 （2）颗粒直径的大小要合适。
因为颗粒直径过大，会引起应力集中或本身破碎，从而导致材料强度降低；颗粒直径太小，则起不到
大的强化作用。
因此，一般粒径为几微米到几十微米。
 （3）颗粒的数量一般大于20％，数量太少，达不到最佳的强化效果。
 （4）颗粒与基体之间应有一定的黏结作用。
 2）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原则 （1）纤维的强度和模量都要高于基体，即纤维应具有高模量和高强度，
因为除个别情况外，在多数情况下承载主要是靠增强纤维。
 （2）纤维与基体之间要有一定的黏结作用，两者之间结合要保证所受的力通过界面传递给纤维。
 （3）纤维与基体的热膨胀系数不能相差过大，否则在热胀冷缩过程中会自动削弱它们之间的结合强
度。
 （4）纤维与基体之间不能发生有害的化学反应，特别是不能发生强烈的反应，否则将引起纤维性能
降低而失去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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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可以作为高等学校复合材料专业教材，也可供有关研究人员、工厂技术人员
和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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