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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对 剪滞模型和 黏聚 力模型 结合 并修正研究 了 范德中 国科学院材料力学行 为 与设计 重点实验室， 中 国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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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 与传统模 型得到 结论不 同 ， 界面剪 切使石 墨烯 片层从 剪切增稠材料 的 制备 出发， 通过优化 实验参 数 ， 研

的 应变 分布分为结合 、 损伤 和滑移 （ 而非脱黏 ） 区 ． 通过制高性能剪切增 稠材料 ． 利用流变仪 、 霍 普金森杆等技术

与 实验结果拟合发现
，
修正模 型能更有 效准确符合实验 结评估该材料 的剪切增稠性 能 ，

研究剪 切增稠现象 的影 响因

果 ， 并得 到界面应力 传递效率 、 剪切强度 和临界应变等 界素
， 分 析剪切增 稠 效应的产生机理

，
并探 索剪切增稠材料

面 参数 ．在 防弹衣等抗冲击 防护 用 品 中 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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