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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振动疲劳试验的复合材料螺栓连接
预紧力松弛特性

张振１，２，肖毅１，＊，刘彦清１，苏众庆２

（１．同济大学 航天航空与力学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９２；２．香港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系，香港）

摘　要：　在强迫弯曲振动试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模态参数（共振频率和阻尼比）表征螺栓连接结构动态性能

的分析方法和试验测试手段；通过施加不同初始预紧力和激振频率，探究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螺栓连接预紧力松

弛的时变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１０ｈ振动疲劳过程中，螺栓初始预紧力越小，激振频率越大，连接件

预紧力松弛程度越大；振动疲劳损伤会导致连接结构刚度衰退、阻尼增加；复合材料螺栓连接松弛受到材料黏弹性

以及界面摩擦的共同影响，其中约５０％的松弛是由复合材料黏弹性效应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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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各类低成本高性能复合材料技术的实现，
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海洋、地面车辆、风力发电和

基础建设应用中迅猛发展。然而，由于其使用过程

中会遭遇到各种应力或温度环境的影响，耐久性和

损伤容限的问题正成为限制其应用领域和使用范围

的最大挑战。
在实际工 程 中，利 用 紧 固 件（铆 钉、螺 钉 或 螺

栓）装配各类结构元件的机械连接是最常用的连接

形式之一，在应用先进复合材料发展现代飞行器制

造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由于飞机结构所承载荷是通

过连接部位传 递 的，所 以 连 接 处 易 形 成 应 力 集 中，
是结构抵抗疲劳破坏的薄弱环节［１－２］。

Ｂｉｃｋｆｏｒｄ［３］对 螺 栓 连 接 的 力 学 行 为、预 紧 力 响

应和自松弛的影响因素以及设计方法进行了详细描

述。指出导致金属连接件预紧力损失的主因可归结

于时间、温度和振动。结构在冲击、振动和蠕变等力

学环境的作用 下，螺 栓 连 接 往 往 会 出 现 滑 动、分 离

甚至松脱等现象，特别是发生低频共振时，连接部

位通常是动应力和动应变较大区域。此时结构振动

的变形能主要集中于连接部位，加剧了应力松弛和

局部变形效应，从而导致连接件松弛。因此预紧力

松弛是导致紧固件连接疲劳失效、破坏结构完整性

的主要机制之一［４－５］。
结构连接的长期耐久性与性能退化行为是构成

连接系统各组成部分响应的综合体现，包括各类连

接材料、紧固件、垫片、密封剂以 及 涂 料 等［６］。因 此

导致连接预紧力松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聚合物

为基体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其力学特性的一个重

要方面涉及其材料黏弹性性质。黏弹性材料通常表

现出蠕变、松弛和迟滞等力学特性随时间而变化的

行为［７］。谢鸣九［８］在总结复合材料螺栓连接的设计

方法时指出，由于复合材料具有黏弹性行为，紧固

件的夹持力将随时间历程逐渐松弛。因此对板厚方

向约束所产生的强化效应必须谨慎对待，尤其是对

于长期使用、不 便 检 查 的 螺 栓 连 接，在 确 定 许 用 挤

压强度时应考虑螺栓夹紧力松弛的影响。

Ｔｈｏｐｐｕｌ等［９］对影响复合材料螺栓连接预紧力

松弛时变行 为 的 几 个 关 键 问 题 进 行 了 较 全 面 的 综

述。重点介绍了预紧力松弛的时间－温度依赖效应，
包括建模技术以及疲劳和环境对剩余强度的影响。
强调了螺栓产生的夹紧力大小不同于金属材料连接

件，主 要 取 决 于 复 合 材 料 连 接 件 的 板 厚 方 向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ＴＴＴ）性 能。由 于 板 厚

方向缺少增强相，其结构易于受损和失效，特别是



对聚合物基体主导的板厚方向黏弹性行为而言更为

明显。因而，对于结构连接耐久性的评估，必须了

解以下几个至 关 重 要 的 问 题：① 连 接 装 配 后 初 始

预紧 力 能 维 持 多 长 时 间；② 预 紧 力 损 失 了 多 少；

③ 预紧 力 松 弛 如 何 受 温 湿 环 境 的 影 响；④ 预 紧 力

松弛如何受外载的影响。
多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上述问题从不同角

度开展了相关调查研究。可归纳为预紧力松弛的湿

热效应和动力学效应两方面。
在预 紧 力 松 弛 的 湿 热 效 应 方 面，Ｓｈｉｖａｋｕｍａｒ

和Ｃｒｅｗｓ［１０］在３种 恒 定 环 境 下：室 温 干 燥、含 吸 水

率０．４６％ 的 室 温 环 境 和 高 温 干 燥（６６℃），对

Ｔ３００／５２０８复合 材 料 连 接 预 紧 力 松 弛 进 行 了 为 期

１００天的耐久 性 评 估 试 验。结 果 表 明：室 温 和 高 温

干燥情况下，螺栓预紧力松弛为１２％，而室温吸湿

情况下则为１４％。显然湿度越高，预紧力松弛量也

就越大。

Ｔｈｏｐｐｕｌ等［１１］研 究 了 具 有 螺 栓 连 接 的 三 点 弯

曲复合材料构件在受静载和交变载荷作用时螺栓松

弛的演化规律并作了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外载

越大、频率越高，初始预紧力越低，螺栓松弛越快。
且在动载下螺栓松弛的主因是螺纹的滑移以及其他

机械性的螺纹松弛机制，并非材料的塑性变形与黏

弹性。
在预紧力松弛的动力学效应方面，由于应变速

率以及惯性的影响，螺栓连接件的动力学响应往往

比静载下更为 复 杂。Ｉｂｒａｈｉｍ和Ｐｅｔｔｉｔ［１２］对 螺 栓 连

接结构的动力学响应与不确定因素问题进行了系统

性阐述，并指出螺栓连接问题的复杂性主要源于螺

栓连接结构的不确定性和其非光滑、非线性动力学

特性。在循环 外 载 荷 下，螺 栓 会 发 生 自 松 弛 现 象，
尤其是在横向外载荷下，螺栓连接预紧力会随时间

逐渐衰减，当预紧力衰减到某个临界值时，螺母开

始发生软 化［１３］。一 般 认 为，螺 栓 在 动 态 载 荷 作 用

下的自松弛行为主要分为２个阶段，早期阶段螺栓

和螺纹之间并没有发生相对运动，自松弛主要是由

于螺纹材料的循环塑性变形造成的，而后一阶段主

要是 螺 母 和 螺 栓 之 间 的 相 对 滑 移 造 成 的［１３－１４］。

Ｊｉａｎｇ等［１５］研究了螺栓早期阶段的自松弛行为，其

试验以及有限元计算结果表明：螺纹根部附近会发

生局部循 环 塑 性 变 形，从 而 产 生 循 环 应 变 棘 轮 效

应，使得螺栓中的应力重新分布，进而导致螺栓预

紧力在 疲 劳 载 荷 下 产 生 松 弛。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等［１６］

经过试验研究发现，影响螺栓连接预紧力松弛的因

素不仅来自螺栓材料，也包括其他紧固元件，如螺

母或垫圈以及初始拧紧扭矩等。综上所述，目前大

部分学者对于螺栓预紧力松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连

接界面以及螺纹滑移的影响，而实际上被连接材料

是整个连接件承载的主体，同时螺栓预紧力是通过

被连接材料的变形来施加的，因而复合材料的黏弹

性性质必然会影响螺栓中的应力分配，即材料对于

螺栓连接件的预紧力松弛以及结构性能的影响是不

容忽视的。
本文通过弯曲共振试验，探究初始预紧力和激

振频率对螺栓松弛时变行为的影响；在考察连接界

面摩擦滑移对连接件性能影响的同时，通过非连接

件与连接件的动态响应对比，揭示影响螺栓松弛的

复合材料黏弹性效应，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预

紧力松弛机理以及影响因素。初步建立基于模态参

数（共振频率和阻尼比）评估螺栓连接结构动态性能

的分析方法，为复合材料连接结构耐久性设计及应

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１　振动疲劳试验

１．１　试样及试验系统

复合 材 料 试 件 所 用 原 料 为 碳 纤 维／环 氧 树 脂

（Ｔ３００－７９０１）组成的预 浸 布（威 海 光 威 碳 纤 维 有 限

公司），纤维体积分数为６７％。通过真空热压机（临
安丰源电子有 限 公 司，ＭＤ４００－１００Ｔ－Ｈ）采 用 模 压

工艺 制 备 成８ 层 对 称 的 正 交 层 合 板，其 尺 寸 为

３６０ｍｍ×３６０ｍｍ×１ｍｍ。试件切割成３０ｍｍ宽

度，固定端长度Ｌ１为１００ｍｍ，自由端长度Ｌ２分别

取Ａ、Ｂ、Ｃ这３种，分别为２１０、１９０、１７０ｍｍ（注：设
置不同长度是为了测取结构的不同共振频率，分别

对应于１９．０、２２．０、２６．４Ｈｚ），非 连 接 件 总 长 与 对

应连接件保持一致。螺栓连接试件采取单搭接的连

接方式，搭接重合部分长度为２０ｍｍ，试样结构尺

寸如图１所示。图 中：Ｌ３ 为 试 件 搭 接 部 分 长 度；Ｌ４
为非连接件悬臂梁总长度。

振动试验系统由试件、夹具、振动台、振 动 控 制

器、功率放大器、加速度传感器、电荷放大器和数据

采集系统组成，示意图如图２所示。激励源为苏州

东菱振动试 验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ＥＳ－３－１５０电 动

振动台，激振是沿试件板厚方向激振试验对象，激

励振幅由振动台上的加速度传感器监控。数据采集

系统使用江 苏 东 华 测 试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４６１· 复 合 材 料 学 报



图１　试样结构尺寸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图２　振动试验系统

Ｆｉｇ．２　Ｓｅｔｕｐ　ｆｏｒ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Ｈ５９２９动态应变仪，采样频率为２００Ｈｚ。连接件

通过 Ｍ６螺栓 装 配，并 配 有 自 制 应 变 传 感 器（铜 质

套筒上贴 有 应 变 片，用 以 实 时 监 测 螺 栓 预 紧 力 变

化）以及标准平垫圈。
通过套筒应变和预紧扭矩之间的标定试验，发

现两者在２～５Ｎ·ｍ预紧力范围内基本呈线性关

系［１７］，变化斜率ｋ约为１３０με／（Ｎ·ｍ）。本文旨在

弹性范围内研究初始预紧力对螺栓松弛的影响，因

此初始力矩不宜超过５Ｎ·ｍ，而当初始力矩小于

３Ｎ·ｍ时，试 验 数 据 波 动 较 大，经 过 反 复 试 验 后

选定初始预加力矩为３、４、５Ｎ·ｍ。装配好的试样

通过一个 Ｍ８的螺栓固定在振动台运动结构上，试

件距离振动台面高４０ｍｍ，拧紧时采用弹簧垫圈以

较大预紧力 进 行 防 松 处 理。距 离 Ｍ８螺 栓９０ｍｍ
处贴在试件表面的应变片（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ＢＥ１２０－４ＡＡ）用 来 测 取 试 件 振 动 时 的 应 变

响应。

１．２　试验方法

对于螺栓连接件状态的检测，实际中很难通过

直接测量２个接触面间力的传递或者相对位移来实

现。而模态参数（共振频率、阻尼比和模态形状）是

关于结构质量、阻 尼 以 及 刚 度 的 函 数，因 而 通 过 测

取模态参数的变化可以获知连接结构动态性能的变

化［１８］。扫频振动 试 验 测 试 出 的 试 样 频 率 响 应 曲 线

可以揭示螺栓结构由于连接界面间的微观滑移而产

生的 软 化 现 象 以 及 其 松 紧 状 态［１９－２０］。Ｓｃｈｕｌｔｚ和

Ｔｓａｉ［２１］利用半 功 率 带 宽 法 通 过 自 由 衰 减 振 动 试 验

测量出了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动态储存模量以及阻

尼比，并 对 两 者 的 影 响 因 素 进 行 了 研 究。Ｓｃｈｕｌｔｚ
和 Ｗａｒｗｉｃｋ［２２］通过正 弦 振 动 试 验 研 究 了 玻 璃 纤 维

增强环氧复合材料在振动疲劳过程中材料刚度以及

阻尼比的变化，认为材料疲劳过程中由于裂纹等损

伤的产生，导致了材料刚度下降、阻尼比上升。目

前利用模态参数对复合材料在动态载荷下进行损伤

识别的方法比较成熟，但是对于连接件疲劳动态性

能衰退的研究相对较少。
为了揭示预紧力松弛问题的动力学特性，本试

验中 振 动 模 态 测 试 是 在 参 考 美 国 材 料 试 验 协 会

ＡＳＴＭ　Ｅ７５６－０５［２３］标准的基础上，采用正弦扫频试

验测取试件共振频率变化，同时参考文献［２１］，利

用自由衰减法测取试件阻尼比变化。本文提出准结

构振动 疲 劳 试 验 方 法，在 试 件 共 振 频 率 附 近（高

０．３Ｈｚ）对试件实施正弦驻留振动疲劳试验。振动

疲劳是指结构所受动态交变载荷（如振动、冲击、噪

声载荷等）的频率分布与结构固有频率分布具有交

集或相接近，从而使结构产生共振所导致的疲劳破

坏现象，也可以说成是结构受到重复载荷作用激起

结构共振所导致的疲劳破坏。所以，只有结构在共

振带宽内或其附近受到激励导致的共振破坏才属于

振动疲劳破坏，否则都属于静态疲劳问题［２４］。
为了满足以上要求，振动疲劳试验采用悬臂梁

结构正弦驻留振动的加载方式，振动台激励系统使

试件产生正 弦 强 迫 振 动，激 励 振 幅 恒 为０．６ｍｍ，
测量数据 为 应 变 时 间 历 程。本 试 验 均 在 常 温 下 进

行，每类试样重复３次试验。试验时，同一类试样

中３组连接件以及１组非连接件同时共振疲劳。每

类试样振动疲劳１０ｈ，振动疲劳试验前以及开始后

每２ｈ暂停１次进行模态测试试验。模态测试采用

·５６１·张振，等：基于振动疲劳试验的复合材料螺栓连接预紧力松弛特性



正弦扫频以及自由衰减振动。模态测试中，正弦扫

频试验（每次４ｍｉｎ）用于测取试件共振频率变化；短
期驻 留 试 验（每 次１ｍｉｎ）用 于 测 取 试 件 阻 尼 比 变

化。具体为在试件 共 振 频 率 附 近（高０．３Ｈｚ）对试

件实施正弦驻留振动，振动台停止激励后，试件做自

由衰减振动，利用半功率带宽法即可测取试件阻尼比。
试验流程见图３，安 装 好 试 件 后，首 先 利 用 正

弦扫频试验（扫频范围为１５～３０Ｈｚ），测得４组试

样的一阶共振频率（ｆｒ）：利用应变片测试获得试件

扫 频 振 动 应 变 响 应，通 过 对 应 变 数 据 进 行 Ｆａｓｔ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ＦＦＴ）变 换 获 得 每 组 试 件 应 变

频谱，其频谱曲线最高点对应的横坐标即为其共振

频率。由于加 工、安 装 以 及 结 构 上 的 差 异，４组 试

样共振频率会略有差异，其中需对非连接件实施配

重调节（在试样自由端粘贴胶布），以使各组共振频

率基本一致。
试件在一阶共振频率附近（高０．３Ｈｚ）进行驻留

振动疲劳试验，故３类试样的驻留激振频率ｆｅ 分

别为１９．３、２２．３、２６．７Ｈｚ，具体试验条件见表１。
根据ＡＳＴＭ　Ｅ７５６－０５［２３］标准，材料的动态储存

模量的计算公式为

Ｅ＝１２ρｌ
４　ｆ２ｒ

Ｈ２　Ｃ２ｒ
（１）

图３　试验流程

Ｆｉｇ．３　Ｔｅｓ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表１　试验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Ｐ０／（Ｎ·ｍ）
Ｌ２＝２１０ｍｍ
（Ａ）

Ｌ２＝１９０ｍｍ
（Ｂ）

Ｌ２＝１７０ｍｍ
（Ｃ）

３ Ａ３ Ｂ３ Ｃ３
４ Ａ４ Ｂ４ Ｃ４
５ Ａ５ Ｂ５ Ｃ５
Ｎｏ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０ Ｂ０ Ｃ０

式中：ρ为材料密度；ｌ为试样悬臂长度；Ｈ 为激振方

向试样厚度；Ｃｒ 为试样模态系数。由于试样振动疲

劳过程中，材料密度几何尺寸基本不变，因此有

Ｅ ∝ｆ２ｒ （２）
式（２）表明测得试件共振频率的变化即可得知

结构模量或者刚度的变化情况。
本文通过测取短期驻留振动结束后试样自由衰

减振动的应变 响 应，利 用ＦＦＴ变 换 获 得 试 件 应 变

幅频响应函数，示意图见图４。

图４　幅频响应函数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根据ＡＳＴＭ　Ｅ７５６－０５［２３］标准，结构阻尼比计算

公式为［２５］

γ＝Δｆ２ｆ
（３）

式中：ｆ为结构一阶固有 频 率；Δｆ为 结 构 半 功 率 共

振峰宽度（峰值下降３ｄＢ频谱范围的带宽）。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预紧力影响结构动态响应的标定结果

为了标定出螺栓连接件在不同预紧力作用下结

构共振频率以及阻尼比的瞬态变化情况，为后续的

结构动态响应分析提供依据，图５给出了在一定激

励振幅（０．６ｍｍ）时，不同预紧力 下Ｂ类 连 接 件 共

振频率以及阻尼比。结果表明：阻尼比在预紧力增

大至５Ｎ·ｍ时，连 续 减 小，随 后 预 紧 力 增 大，阻

尼比增大，这意味着此时预紧力已接近或者超过了

连接材料板厚方向上的压缩屈服强度，表明本试验

中预紧力范围选定为３～５Ｎ·ｍ是合理的。同时，
对比共振频率随连接预紧力的变化可知，其变化趋

势不及阻尼比明显。这表明检测结构阻尼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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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预紧力下Ｂ类连接件共振频率以及阻尼比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ｏｎａ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ｆｏｒ

Ｂ　ｔｙｐｅ　ｊｏｉ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ｅｌｏａｄｓ

比检测共振频率更能有效地反映螺栓连接件的预紧

力状态。

２．２　激励频率对螺栓松弛的影响

图６为不同激励频率下复合材料连接件预紧力

松弛的时间历程曲线。
图６（ａ）～图６（ｃ）分 别 对 应 于 激 励 频 率１９．３、

２２．３、２６．７Ｈｚ。以 下 同 类 试 件 中 的 各 组 数 据 均 按

平均值表示。预紧力松弛的时间历程表示为Ｐ／Ｐ０，
其中Ｐ０为初始 预 紧 力，Ｐ 为 实 时 检 测 的 螺 栓 预 紧

力大小。图６中对比可以看出，相同激振频率下，
初期预紧力越小，连接预紧力随时间的损失量就越

大。这是因为 预 紧 力 越 大，连 接 接 触 面 压 力 越 大，
促使松弛的切向力需克服的摩擦力也越大，因而连

接件不 易 发 生 松 弛［３］。同 时，在 较 低 激 励 频 率 时

（１９．３Ｈｚ和２２．３Ｈｚ），不同初始预紧力下螺栓连

接件松弛差异较小，而在２６．７Ｈｚ时，３种预紧力

松弛程度的差异有明显增大倾向。各激振频率下，
试验经过１０ｈ后，预紧力松弛量的统计结果如表２
所示。表中：ｆ 和γ为 复 合 材 料 黏 弹 性 影 响 系 数。
按初期预紧力由大到小顺序统计，在１９．３Ｈｚ时，
平均松弛量约达到１．１％～２．５％；在２２．３Ｈｚ时，
平均 松 弛 量 约 达 到２．９％～３．９％；在２６．７Ｈｚ
时，平均松弛量约达到３．４％～７．７％。对 比 结 果

还表明，不同激 振 频 率 下 初 始 预 紧 力 对 螺 栓 松 弛

的影响规律基本一致。预紧力松弛随时间（ｔ）的 演

变 规 律，与 文 献［１０］的 Ｓｈ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Ｃｒｅｗｓ模 型

Ｐ
Ｐ０＝

１
１＋Ｋｔ（ ）Ｎ 十 分 吻 合（其 中 Ｋ 和 Ｎ 为 材 料 常

数），呈现出明 显 的 幂 函 数 变 化 规 律。０＜ｔ＜２ｈ
阶段的预紧力损失 速 率 明 显 高 于２ｈ＜ｔ＜１０ｈ阶

图６　不同激励频率下复合材料连接件预紧力松弛的

时间历程曲线

Ｆｉｇ．６　Ｐｒｅｌｏａ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ｊｏｉ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段的。

２．３　初始预紧力对螺栓松弛的影响

图７为不同初始预紧力下复合材料连接件预紧

力松弛的时间历程曲线。图７（ａ）～图７（ｃ）分别对应

于初始预紧力３、４、５Ｎ·ｍ。其 中，在 初 始 预 紧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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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疲劳试验后模态参数以及预紧力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ｌｏａｄ　ａｆｔｅｒ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ｔ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Ｐｒｅｌｏａ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Ｈｚ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１０－３　Ｈｚ·ｈ－１）

ｆ／％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１０－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１０－４ｈ－１）

γ／％

Ａ３ ２．５３５　 ０．０７４ －９．４４０　 ４２．９０３　 ０．１３４　 １．２５１　 ４４．８５１
Ａ４ １．１７９　 ０．０４８ －４．８９０　 ８２．８２２　 ０．１８０　 １．２４８　 ５３．６１０
Ａ５ １．０５９　 ０．０４６ －４．５６０　 ８８．８１６　 ０．１０９　 １．３２５　 ６５．６８７
Ａ０ ０．０５０ －４．０５０　 ０．１４２　 １．５０２

Ｂ３ ３．９１３　 ０．１０３ －９．０４０　 ５３．２０８　 ０．１８４　 １．８１６　 ３０．８７９
Ｂ４ ３．４７１　 ０．０９８ －８．２７０　 ５８．１６２　 ０．０８５　 ０．８０２　 ４９．２２９
Ｂ５ ２．９５８　 ０．０５８ －６．３７０　 ７５．５１０　 ０．０６５　 ０．６６９　 ５４．３２５
Ｂ０ ０．０５９ －４．８１０　 ０．１４３　 １．４１５

Ｃ３ ７．７５６　 ０．０９７ －９．５７０　 ６２．５９１　 ０．１１４　 ０．６２６　 ３６．８５１
Ｃ４ ５．０５８　 ０．０８９ －７．８４０　 ７６．４０３　 ０．０６８　 ０．７１２　 ５２．２３０
Ｃ５ ３．４１３　 ０．０７８ －６．６４０　 ９０．２１１　 ０．０４１　 ０．２４０　 ５４．００１
Ｃ０ ０．０６７ －５．９９０　 ０．１４７　 １．３２４

图７　不同初始预紧力下复合材料连接件预紧力松弛的时间历程曲线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ｌｏａ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ｊｏｉ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ｒｅｌｏａｄｓ

为３Ｎ·ｍ时，３种激励频率下１０ｈ平均松弛量约

达到２．５％～７．８％；在４Ｎ·ｍ时，平均松弛量约

达到１．２％～５．１％；在５Ｎ·ｍ时，平均松弛量约

达到１．１％～３．４％。

对比可知：在 相 同 预 紧 力 时，试 件 激 振 频 率 越

高，螺栓预紧力松弛越快。这主要是因为激振频率

越高，试件的应变速率越大。同时，连接件单位时

间内循环次数越多，摩擦消耗的能量也越多，因而

激振频率越高，螺栓连接试件松弛越快。此外，在

初始较小预紧力下（３Ｎ·ｍ和４Ｎ·ｍ），激励频率

的 不 同 导 致 的 松 弛 程 度 之 间 的 差 异 较 大，而 在

５Ｎ·ｍ 预紧力下这种差异相对减小。

２．４　连接结构动力学响应分析

预紧力松弛反映结构体系在振动过程中能量耗

散的过程。材料内阻和结构部件间的干摩擦是能量

变化的主要来源。结构动力学响应与材料微观结构

演化存在密切联系。因此，明确材料固有耗散行为

作为预紧力松弛评定指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共

振频率以及阻尼比为动态响应表征参数，通过连接

件以及非连接件的比较，分析黏弹性复合材料的动

态响应对预紧力松弛的影响。

图８为Ｂ类 连 接 件 在 试 验 过 程 中 测 得 的 不 同

时间段上的 一 阶 共 振 频 率 附 近 的 应 变 频 谱 变 化 曲

线。可知，随着试验时间增加，各时间段的共振频

率与试 验 初 期 比 较，都 呈 现 逐 渐 减 小 趋 势。其 中

３Ｎ·ｍ预紧力 试 件（见 图８（ａ））试 验 前 共 振 频 率

（ｆｒ０）为２２．１１５Ｈｚ，１０ｈ试验后共振频率（ｆｒ１０）下

降为２２．０１３Ｈｚ，其 相 对 变 化 量 为－０．１０２Ｈｚ，

４Ｎ·ｍ 和５Ｎ·ｍ预紧力连接件以及非连接件共

振 频 率 变 化 量 分 别 为－０．０９８Ｈｚ（见 图８（ｂ））、

－０．０６４Ｈｚ（见图８（ｃ））和－０．０５９Ｈｚ（见图８（ｄ））。

表２列出了经过１０ｈ后各类试件 的 结 构 共 振 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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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Ｂ类连接件应变频谱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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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统计结果。

图９给出了从应变频谱变化曲线（图８）中提取

出的各类试件的共振频率时间历程变化曲线。其中

直线为各试验数据按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

出：① 连接件以及非连接件的共振频率都随着振动

产生疲劳逐渐 下 降；② 就 共 振 频 率 下 降 梯 度 而 言，

非连接件明显低于连接件，预紧力越小，共振频率

变化梯度呈增大倾向；③ 共振频率下降梯度与激振

频率存在直接关系，激励频率越大，共振频率下降

梯度呈增加倾向。由式（２）可 知，共 振 频 率 的 变 化

意味着材料刚度的变化。非连接件刚度的衰退主要

是由材料本身疲劳造成的：基体黏弹性以及基体与

纤维界面中随疲劳萌生的裂纹影响［２６］；而对于连接

件，材料疲劳损 伤、界 面 摩 擦 滑 移 以 及 螺 栓 连 接 结

构疲劳后软化［１２，２６－２７］都会造成刚度衰减。

由上述结果可知，复合材料螺栓连接件在振动

环境下的松弛主要由复合材料黏弹性以及界面滑移

的协同作用造成的，其中黏弹性复合材料本身刚度

衰退对连接件预紧力松弛过程中结构刚度衰减的影

响不容忽视。而对于连接件，初始预紧力越小，螺栓

松弛程度越大，因而连接件刚度衰减越快；激励频率

越高，试件应变速率越大，单位时间内产热越多，连

接件预紧力松弛越快，因而试件刚度衰减越快。

图１０为阻尼比时间历程变化曲线。其 中 直 线

为各试验数据按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从不同激励

频率下试件阻尼比的变化可以看出：① 连接件以及

非连接件的阻 尼 比 都 随 振 动 疲 劳 逐 渐 增 加。② 非

连接件的 阻 尼 比 相 对 连 接 件 要 低，同 时 预 紧 力 越

大，连接件阻尼比越小。这是因为连接件在振动过

程中，连接界面由于摩擦产生额外能量耗散，阻尼

比会相应增加。③ 非 连 接 件 的 阻 尼 变 化 速 率 相 对

稳定，复合材料 振 动 疲 劳 时 基 体 中 萌 生 裂 纹、基 体

·９６１·张振，等：基于振动疲劳试验的复合材料螺栓连接预紧力松弛特性



图９　共振频率时间历程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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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纤维界面破 坏、纤 维 材 料 断 裂，都 会 导 致 材 料 内

部阻尼增加。对比同类试件下连接件以及非连接件

的阻尼比可知，连接件结构阻尼主要由复合材料内

部阻尼组成，但是连接件结构阻尼变化趋势与非连

接件差异较大，这主要是由螺栓连接部位复杂的能

量耗散机制造成的，摩擦阻尼的存在使得连接件阻

尼变化呈现出不稳定趋势。
图１１为复合材料连接件连接界面磨 耗。可 以

看出：经过１０ｈ试验后，接触面间由于相对摩擦滑

图１０　阻尼比时间历程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移都产生了 磨 耗，其 中 圆 圈（○）标 示 的 为 连 接 板

与垫圈间 的 磨 耗，方 框（）标 示 的 为 连 接 孔 内 侧

磨耗。
从图１１中可 以 看 出，磨 耗 分 布 明 显 地 受 初 期

预紧力的影响：连接板与垫圈间的表面接触磨耗区

域随着初始预紧力增加而扩大，而连接孔内侧的磨

耗则表现出随预紧力增大而减小的趋势。初始预紧

力对磨耗区域的影响主要反映了螺栓连接载荷分配

与传递机制的关系。预紧力较大时，接触面间压力

·０７１· 复 合 材 料 学 报



图１１　复合材料连接件连接界面磨耗

Ｆｉｇ．１１　Ｓｌｉｐ　ｏ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ｊｏｉｎｔｓ

也足够大，则连接载荷主要通过连接材料与垫片间

摩擦力来传递，因 而 连 接 板 表 面 产 生 较 大 磨 耗；预

紧力较小时，接触面间的压力结合较弱，故连接载

荷大部分由螺栓与孔间接触碰撞传递，因此连接孔

的内侧产生了大量磨耗痕迹；而中等程度的预紧力

作用时，连接载荷既通过表面摩擦传递，也由螺栓

与孔间的接触碰撞传递，因而在表面接触区域和孔

内接触区域都有不同程度的磨耗产生。初始预紧力

的不同使得 连 接 件 各 接 触 面 间 的 摩 擦 滑 移 程 度 不

同，因而导致连接件预紧力松弛有所差异。
振动过程中连接预紧力的损失可归因于振动载

荷作用下螺栓和连接材料刚度衰减所导致的应力重

新分配，为更好分析连接件松弛机理，图１２给出了

螺栓以及被连接材料松弛前后的载荷分析示意图。
静态下连接件施加预紧力后，螺栓受拉产生的长度

变形 为 ΔＬ０，连 接 材 料 受 压 厚 度 变 形 为 ΔＴ０，

ｔａｎθＢ 和ｔａｎθＪ 分别为螺栓材料以及连接材料的刚

度，在初始预紧 力ＦＰ 作 用 下，螺 栓 中 张 力 与 连 接

件的压力平衡；当 连 接 件 受 到 振 动 载 荷 时，螺 栓 受

拉产生的长度变形为ΔＬ，连接材料 受 压 厚 度 变 形

为ΔＴ，螺栓的张力ＦＢ 和连接材料的压力ＦＪ 的合

力等于激振载荷Ｆｚ。由于激振载荷Ｆｚ 为周期性动

态载荷，由平衡 关 系 可 知，螺 栓 的 张 力ＦＢ 和 连 接

材料的压力ＦＪ 也会周期性变化，其变化的幅值分

别为ΔＦＢ 和ΔＦＪ。由 上 述 分 析 可 知，长 时 间 振 动

后，紧固件以及连接件的刚度都会发生衰减，同时

复合材料发生蠕变，为达到新的平衡关系，ΔＦＢ 和

ΔＦＪ 产生相应变化，从而引起螺栓以及连接材料中

图１２　螺栓以及被连接材料松弛前后的载荷分析示意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ｌｏａ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ｂｏｌｔ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ｌｏｏｓｅｎｉｎｇ

应力的重新分配，进而导致连接件的预紧力退化到

Ｆ′Ｐ。因此，螺纹的塑性变形以及复合材料黏弹性动

态效应引起材料厚度方向的应力松弛，两者的协同

作用会导致连接预紧力松弛。这些意味着复合材料

黏弹性对连接件松弛的影响不容忽视。
界面摩擦和复合材料黏弹性效应都会造成预紧

力松弛，导致结构共振频率下降。通过比较非连接

件与连接件共振频率下降速率的差异，依据式（４），
即可评估出复合材料的黏弹性效应对连接件松弛的

影响，其系数定义为

ｆ ＝
ｆｍ
ｆｊ
×１００％ （４）

式中：ｆｍ 为非连接件共振频率变化速率；ｆｊ 为连接

件共振频率变化速率。统计结果见表２，分析可知，
复合材料螺栓连接件松弛受材料黏弹性及界面摩擦

共同影响，其中约７０％是由复合材料黏弹性效应引

起的，同时初始预紧力的大小会影响复合材料黏弹

性的影响比例。由 于 式（４）中ｆｍ 为 非 连 接 件 整 体

共振频率变化速率，并非是局部连接区域材料疲劳

后导致的结构共振频率下降速率，因而计算出的影

响系数偏高。为了进一步评估复合材料黏弹性对连

接件松弛影响，这里考虑一种连接件接触局部区域

内材料内阻与干摩擦阻尼的有效提取方法。假设连

接件和非连接件阻尼比的差异来自于连接接触部位

的干摩擦，则连接件干摩擦阻尼比可定义为

·１７１·张振，等：基于振动疲劳试验的复合材料螺栓连接预紧力松弛特性



γＦ ＝γＰｊ －γｍ （５）

式中：γＰｊ 为预 紧 力Ｐ 作 用 下 连 接 件 整 体 的 结 构 阻

尼；γｍ 为相应的非连接件阻尼比。假定复合材料阻

尼随体积均匀分布，则搭接部分复合材料有效内部

阻尼比可定义为

γＭ ＝２Ｌ３Ｌ４γｍ
（６）

利用阻尼比可简略地评估出复合材料黏弹性对

连接件松弛的影响，其系数定义为

γ ＝ γＭ
γＭ ＋γＦ

×１００％ （７）

利用式（７）对１０ｈ振动疲劳试验中每隔２ｈ测

得的模态阻尼数据进行计算，求得对应系数γ，再

通过平均法统计出复合材料黏 弹 性 影 响 系 数γ（见

表２）。
分析可知，由于结构阻尼的变化所引起的预紧

力松弛中，其 中 约５０％来 源 于 复 合 材 料 黏 弹 性 效

应。结果也表明：在相同频率下，初始预紧力越高，
上述影响系数也呈现出增大的倾向。

３　结　论
（１）在１０ｈ试验时间内，相同激振频率下，初

始预紧力越大，螺栓松弛越小；相同初始预紧力下，
激振频率越大，螺栓预紧力松弛越大。

（２）连接件在振动疲劳过程中预紧力损失反映

了连接结构的共振频率减小以及阻尼增加的能量耗

散规律。
（３）复合材料螺栓连接的振动松弛特性是连接

材料 蠕 变－松 弛 以 及 螺 纹 界 面 摩 擦 的 协 同 作 用，其

中约５０％ 是取决于复合材料的黏弹性行为。金属

材料与复合材料连接结构的不同之处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参考文献：

［１］　ＸＩＡＯ　Ｙ，ＩＳＨＩＫＡＷＡ　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ｂｏｌ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ｊｏｉｎｔｓ（ｐａｒｔ　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６５

（７）：１０２２－１０３１．

［２］　ＸＩＡＯ　Ｙ，ＩＳＨＩＫＡＷＡ　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ｂｏｌ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ｊｏｉｎｔｓ（ｐａｒｔ　ＩＩ：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６５

（７）：１０３２－１０４３．

［３］　ＢＩＣＫＦＯＲＤ　Ｊ．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ｂｏｌ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ｓ，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Ｍ］．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２４－３１．

［４］　ＺＨＡＮＧ　Ｚ，ＸＩＡＯ　Ｙ，ＨＵ　Ｊ　Ｆ．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ｌ－

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ｊｏｉｎｔｓ（ｐａｒｔ　ＩＩ：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９ｔｈ　Ａｓｉａ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ＡＣＣＭ－９）．Ｓｕ　Ｚｈｏｕ：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

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３４４－３５０．

［５］　裴瑞光，张振，肖 毅，等．复 合 材 料 紧 固 件 连 接 预 紧 力 松 弛

行为［Ｃ］∥中国力学大会－２０１３论文摘要集．西安：西安交通

大学，２０１３：６５．

　ＰＥＩ　Ｒ　Ｇ，ＺＨＡＮＧ　Ｚ，ＸＩＡＯ　Ｙ，ｅｔ　ａｌ．Ｐｒｅｌｏａ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ｆａｓｔｅｎ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ｊｏｉｎｔｓ［Ｃ］∥ＣＣＳＴＡＭ－２０１３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Ｘｉ’ａｎ：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

６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Ｃ　Ｑ，ＩＡＲＶＥ　Ｅ　Ｖ．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

ｙｍｅｒｉｃ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２０１１：１６－２０．

［７］　ＦＩＮＤＬＥＹ　Ｗ　Ｎ，ＤＡＶＩＳ　Ｆ　Ａ．Ｃｒｅｅｐ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９：１９０－２１２．

［８］　谢鸣九．复 合 材 料 连 接［Ｍ］．上 海：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１：３－１０．

　ＸＩＥ　Ｍ　Ｊ．Ｊ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３－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ＴＨＯＰＰＵＬ　Ｓ　Ｄ，ＦＩＮＥＧＡＮ　Ｊ，ＧＩＢＳＯＮ　Ｒ　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ｆａｓｔｅｎｅｄ　ｊ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ａｔｒｉｘ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９，６９（３）：３０１－３２９．

［１０］　ＳＨＩＶＡＫＵＭＡＲ　Ｋ　Ｎ，ＣＲＥＷＳ　ＪＲ　Ｊ　Ｈ．Ｂｏｌｔ　ｃｌａｍｐｕｐ　ｒｅｌａｘ－

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ｅｐｏｘｙ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Ｊ］．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ＡＳＴＭ　ＳＴＰ，１９８３，８１３：５－２２．

［１１］　ＴＨＯＰＰＵＬ　Ｓ　Ｄ，ＧＩＢＳＯＮ　Ｒ　Ｆ，ＩＢＲＡＨＩＭ　Ｒ　Ａ．Ｐｈｅｎｏｍｅ－

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ｌ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ｊｏｉ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０８，４２（１７）：１７０９－１７２９．

［１２］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Ｒ　Ａ，ＰＥＴＴＩＴ　Ｃ　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ｂｏｌ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ｓｔｅｎ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７９（３）：８５７－９３６．

［１３］　ＪＩＡＮＧ　Ｙ，ＺＨＡＮＧ　Ｍ，Ｌｅｅ　Ｃ　Ｈ．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ｓｅｌｆ－

ｌｏｏｓ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ｌ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２００３，１２５（３）：５１８－５２６．

［１４］　ＪＩＡＮＧ　Ｙ，ＺＨＡＮＧ　Ｍ，ＰＡＲＫ　Ｔ　Ｗ，ｅｔ　ａｌ．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ｌｏｏｓ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ｌ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０４，１２６（５）：９２５－９３１．

［１５］　ＪＩＡＮＧ　Ｘ，ＺＨＵ　Ｙ，ＨＯＮＧ　Ｊ，ｅｔ　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ｏｓｅ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ｂｏｌｔ　ｉｎ　ｃｕｒｖｉｃ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ｌｏａｄｉｎｇ［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３，

３２：３６０－３７３．

［１６］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ＳＥＮ　Ａ，ＤＡＳ　Ｓ．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ｌｏｏｓｅｎ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ｄｅｄ　ｆａｓｔｅｎｅｒｓ　ｕｎ－

ｄｅｒ　ｖｉｂ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

·２７１· 复 合 材 料 学 报



ｒｙ，２０１０，４５（８）：１２１５－１２２５．

［１７］　李俊，矫桂琼，王刚，等．室 温 下 Ｃ／ＳｉＣ复 合 材 料 螺 纹 紧 固

件的拧紧特性［Ｊ］．复合材料学报，２０１２，２９（５）：１６４－１７０．

　ＬＩ　Ｊ，ＪＩＡＯ　Ｇ　Ｑ，ＷＡＮＧ　Ｇ，ｅｔ　ａｌ．Ｔ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Ｃ／Ｓ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ｔｈｒｅａｄｅｄ　ｆａｓｔｅｎｅｒｓ　ａｔ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Ａｃｔ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Ｓｉｎｃａ，２０１２，２９（５）：１６４－１７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ＤＯＥＢＬＩＮＧ　Ｓ　Ｗ，ＦＡＲＲＡＲ　Ｃ　Ｒ，ＰＲＩＭＥ　Ｍ　Ｂ．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Ｓｈｏｃｋ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ｅｓｔ，１９９８，３０（２）：９１－１０５．

［１９］　ＡＨＭＡＤＩＡＮ　Ｈ，ＪＡＬＡＬＩ　Ｈ．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ｌｔｅｄ　ｌａｐ

ｊｏｉｎｔ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１（２）：１０４１－１０５０．

［２０］　郝秉磊，殷小玮，刘小瀛，等．Ｃ／ＳｉＣ陶瓷基复合材料螺栓连

接件的振动响应特性及防松性 能［Ｊ］．复 合 材 料 学 报，２０１４，

３１（３）：６５３－６６０．

　ＨＡＯ　Ｂ　Ｌ，ＹＩＮ　Ｘ　Ｗ，ＬＩＵ　Ｘ　Ｙ，ｅｔ　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ｏｏｓｅｎｅｓｓ－ｐｒｏ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ＳｉＣ　ｃｅ－

ｒａｍｉｃ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ｂｏｌｔｅｄ　ｆａｓｔｅｎｉｎｇｓ［Ｊ］．Ａｃｔ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Ｓｉｎｃａ，２０１４，３１（３）：６５３－６６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ＳＣＨＵＬＴＺ　Ａ　Ｂ，ＴＳＡＩ　Ｓ　Ｗ．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ｕｌｉ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ｓ　ｉｎ　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１９６８，２（３）：３６８－３７９．

［２２］　ＳＣＨＵＬＴＺ　Ａ　Ｂ，ＷＡＲＷＩＣＫ　Ｄ　Ｎ．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

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ｃｒａｃｋ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ｒｅｉｎ－

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１９７１，

５（３）：３９４－４０４．

［２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ＴＭ　Ｅ７５６－０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ｄａｍｐ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Ｗｅｓｔ　Ｃｏｎｓｈｏｈｏｃｋ－

ｅｎ：ＡＳＴ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０．

［２４］　姚起杭，姚 军．工 程 结 构 的 振 动 疲 劳 问 题［Ｊ］．应 用 力 学 学

报，２００６，２３（１）：１２－１５．

　ＹＡＯ　Ｑ　Ｈ，ＹＡＯ　Ｊ．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６，２３

（１）：１２－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ＧＩＡＮＮＯＣＣＡＲＯ　Ｎ　Ｉ，ＭＥＳＳＩＮＡ　Ａ，ＮＯＢＩＬＥ　Ｒ，ｅｔ　ａｌ．Ｆａ－

ｔｉｇｕ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ｔｃｈｅ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２００６，１３（３）：３４０－３５２．

［２６］　ＳＨＥＮ　Ｈ　Ｊ，ＹＡＯ　Ｗ　Ｘ，ＷＵ　Ｙ　Ｔ．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ｄａｍａｇｅ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ｓ［Ｊ］．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７４：

１９９－２０９．

［２７］　ＧＲＯＰＥＲ　Ｍ．Ｍｉｃｒｏｓｌｉｐ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ｓｌｉｐ　ｉｎ　ｂｏｌ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ｓ［Ｊ］．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９８５，２５（２）：１７１－１７４．

Ｐｒｅｌｏａ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ｂｏｌ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ｔｅｓｔ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１，２，ＸＩＡＯ　Ｙｉ　１，＊，ＬＩＵ　Ｙａｎｑｉｎｇ１，ＳＵ　Ｚ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ｌｏａ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ｅｐｏｘ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ｂｏｌ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ｆｏｒｃｅｄ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ｒｅｌ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
ｏ），ｗｅｒｅ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ｂｏｌ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ｓ．Ｉｔ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ｒｅｌｏａｄ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ｒｅｌｏａｄ，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ｃｉｔ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ｏｖｅｒ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１０ｈ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ｄｅｃａｙ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ｊｏｉｎｔ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ｂｏｌ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ｓ－
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ｂｏｕｔ　５０％ｏｆ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ｂｏｌ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ｓ；ｐｒｅｌｏａ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ｕ－
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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