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5 卷    第 11 期                                  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Vol.45, No.11 

2016 年      11 月                       RARE MET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                    November 2016 

 

收稿日期：2015-11-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174236)；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2011CB606306）；金属多孔材料国家

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PMM-SKL-4-20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1134003） 

作者简介：谌东东，男，1989 年生，硕士，中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E-mail: cdd0525@163.com 

 

基于表面扩散机制金属纤维烧结的三维模拟 
 

谌东东 1，郑洲顺 1，汤慧萍 2，王建忠 2
 

(1. 中南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3) 

(2.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金属多孔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16) 

 

摘  要：根据两条相交金属纤维在交接处不同方向的截面是不同的椭圆-椭圆结构，基于表面扩散机制，在任意方向截

面上建立金属纤维烧结结点的椭圆-椭圆模型，用水平集方法对所建模型进行数值求解，实现对任意方向截面上金属纤

维烧结结点生长过程的二维数值模拟。将不同方向截面上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重构，给出了金属纤维烧结结点生长过

程的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对夹角为 60°的两条金属纤维烧结结点的生长过程进行了三维数值模拟，分析了不同方向截面

上烧结颈半径的生长速度。数值结果表明，越靠近纤维锐角平分线方向烧结颈半径生长速度越快。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金属纤维在各个截面上的初始局部几何结构对烧结颈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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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纤维多孔材料是第 3 代金属多孔材料，对它

的研究和应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1]。金属纤维多孔材

料的微结构由纤维骨架、结点和孔隙 3 要素组成。金

属纤维多孔材料孔隙率高（可达 98%）、孔隙形状复杂，

相互连通构成一个三维孔隙空间，其独特的微结构使

其表现出一系列独特的功能特性，如过滤分离、能量

吸收、吸声降噪、高效燃烧、强化传质传热、阻燃防

爆等，已成为当前材料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2-4]。 

目前金属纤维的烧结研究多借用金属粉末烧结理

论。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A. L. Pranatis
[5]研究了金属

纤维的烧结机制，发现金属纤维多孔材料的烧结机制

与金属粉末多孔材料存在明显差异，金属粉末多孔材

料烧结颈的形成主要由表面扩散机制完成，而金属纤

维烧结结点的形成由表面扩散和体积扩散综合作用控

制。M. Y. Bal'shin
[6]的研究发现金属纤维毛坯体内的弹

性应变能强烈影响烧结收缩过程。俄罗斯的 A. G. 

Kostornov
[7-12]系统研究了不同材质、不同丝径金属纤

维的烧结过程，发现将金属纤维与粉末一样进行压制

成形后烧结时，均出现沿压力方向先膨胀后收缩的现

象；而在自由烧结过程中，金属纤维间存在自由搭接

点和冶金结合结点 2 种形式，并且其比例严重影响了

金属纤维多孔材料的宏观电性能。A. G. Kostornov 还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借助粉末烧结的粘性流动理论对金

属纤维的烧结机制进行了初步研究，并根据表面张力

作用下的粘性流动模型，计算得出金属纤维有着比金

属粉末高得多的表观粘度，孔隙率为 50%时是金属粉

末的 1.62 倍，孔隙率为 80%时是金属粉末的 3.31 倍，

推算出的致密化速率是金属粉末的 1/8。 

金属粉末的烧结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

段，金属纤维的烧结研究多借助金属粉末烧结理论。

金属粉末是看做球体进行研究，球体具有完全对称的

特点，所以对粉末烧结的研究可以简化到二维进行研

究，如球球模型，球板模型[13-15]。而金属纤维是看作

圆柱体进行研究，在三维的情况下，对金属纤维烧结

结点形成的研究是非常复杂的。金属纤维多孔材料的

烧结过程有别于金属粉末，其独特的外部几何特征和

内部富含大量的变形储能使其烧结结点的形成机制更

为复杂，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技术在金属成形领域

中应用的发展，对烧结结点形成过程进行数值模拟是

研究结点形成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目前关于这方面

的研究未见文献报道，因此开展金属纤维多孔材料烧结

结点形成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  模型的建立 

1.1  几何结构 

如图 1 所示，假设 2 根金属纤维的夹角为 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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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 2 根金属纤维建立极坐标系 

Fig.1  System of polar coordinates for two metal fibers 

 

钝角平分线为极轴，极轴逆时针旋转建立极坐标系，α

表示极坐标的角度。在烧结结点处做各个方向的截面，

截面可能是圆形、椭圆形或是长方形。图 2 为 2 根金

属纤维与极轴方向夹角为 α 的截面图建立的笛卡尔坐

标系，O1 是上面纤维的截面，O2 是下面纤维的截面，

O3 是与 2 根纤维在这个方向相切的圆，这个圆的半径

ρ 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颈部表面的曲率半径，a 是金属纤

维的半径，r 是这个方向上的颈长。 

根据图 1 和图 2 所示的几何关系，可以推导出上

下 2 根金属纤维分别在各个方向上的截面的函数表 

达式： 

O1: 
2 2

2

2 2

( )
cos ( ) 1

2

x y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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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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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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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a

a a





              （2） 

式中，α（0≤α≤π）的变化描述了烧结结点的各个方

向的截面。 

1.2  表面扩散模型 

假设在金属纤维的烧结过程中，表面扩散是唯一的

扩散机制。根据 W. W. Mullins
[16]提出的表面扩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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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根金属纤维的截面图 

Fig.2  Section of two metal fibers 

式中，rn 是表面法向量，t 表示时间，K 是表面曲率，

s 是弧长，B 是系数可以表示为： 

s sD
B

kT

 
                            （4） 

式中，Ds 表示表面扩散系数，是单位面积的表面自由

能，Ω 表示原子体积，δs 是表面扩散宽度，k 是玻尔兹

曼常数，T 是绝对温度。引入无量纲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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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K
*
=aK，a 是纤维的初始半径。将这

些无量纲变量代入式（3），可以得到无量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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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表面的法向速度与表面曲率的二阶导数成    

比例。 

1.3  基于水平集方法的椭圆-椭圆模型 

建立的椭圆-椭圆模型是在水平集方法框架下对

原来表面扩散模型的推广。在水平集方法 [17,18]中，演

化函数的一般表达式为： 

t F   ,  ( , , 0)x y t                   （6） 

式中，法向速度 F 可以看作是 ( , , )x y t 的空间导数的  

函数。在很多应用中，F 是曲率 K 以及它的空间导数

的函数[19]。曲率 K 可以通过计算水平集函数 ( , , )x y t

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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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是法向向量，也是表面 ( , )y x t 在 0 水平集

( , , ) 0x y t  的单位法向量。由式（7）可以得到曲率 K

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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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扩散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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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率的二阶导数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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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个截面可以建立不同的水平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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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t 是由式（1）和（2）所确定的曲线， ( )t

表示由界面 ( )t 围成的内部区域，如图 3 所示。 

在表面扩散机制下的椭圆-椭圆模型是由演化方

程式（6）和水平集函数式（10）组成，实际上就是一

个关于偏微分方程的初值问题。此模型可以用水平集

方法进行数值求解，从而可以模拟出在烧结结点各个

方向上截面的演化情况。金属纤维烧结结点的三维结

构可以通过重构不同方向的截面得到，实现金属纤维

烧结结点生长过程的三维数值模拟。 

1.4  模型的水平集解法 

由 Mullins 建立的表面扩散模型可以用多种数值

方法求解，如线上方法[14]和有限差分方法[15]。这些方

法的缺点是不能够很好地处理烧结过程中的拓扑变

化。在本研究中，水平集方法用来求解建立的椭圆 -

椭圆模型。水平集方法的优点是能够自然地处理各种

拓扑变化问题[20]，这种方法可以捕获到界面的变化而

不仅仅是追踪界面的变化。相应的水平集算法步骤在

本节中以全离散的形式给出，具体的算法过程参见文

献[21]。 

2  数值模拟结果与讨论 

在表扩散机制下，对 2 根夹角为 60°的金属纤维

的烧结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得到其烧结颈的生长变化

过程。此烧结模拟是用 Matlab 软件实现的，取 B=1，

网格划分是 500×500, 并且 Δx=Δy=1。金属纤维的半

径是 100。 

2.1  二维数值模拟结果 

从 2 根金属纤维的钝角平分线方向(α=0°)到另一

侧的钝角平分线方向(α=180°)之间每隔 15°选取截面

进行数值模拟。本研究中只给出了从钝角平分线方向

到锐角平分线方向(0°≤α≤90°)选取的 5 个截面的演

化情况，其余截面的情况可以由对称性得出。每个截 

 

 

 

 

 

 

 

 

图 3  内部区域与界面 

Fig.3  Internal area and interface of the cross section 

面的总演化步数是 1500 步，每隔 300 步标记一次曲线

（界面）的演化位置，如图 4 所示。 

2.2  三维数值模拟结果 

2 根金属纤维烧结结点的三维结构是通过重构不

同方向的截面而得到，这些截面就是二维数值模拟  

的结果。在图 5 中给出了 2 根夹角为 60°的金属纤维

在初始时刻和演化步数为 1000 步时的三维数值模拟

结果。 

2.3  讨论 

根据各个截面的数值模拟结果，2 根夹角为 60°

的金属纤维在 7 个方向的烧结颈半径随时间的变化曲

线如图 6 所示。在烧结初期，烧结颈的生长速度很快，

几乎是随着时间成线性增长。当时间过了 30 之后，生

长速度逐渐减慢，最后趋于 0，在锐角平分线方向形成

的烧结颈最大，在钝角平分线方向形成的烧结颈最小。 

根据图 4 所示的各个截面的数值模拟结果和图 6

所示的各个方向烧结颈半径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可以看

出，烧结颈半径的生长速度从钝角平分线方向到锐角

平分线方向逐渐增大。可知，越靠近锐角平分线方向，

烧结颈的生长速度越快，形成的烧结颈越大。 

3  影响金属纤维烧结颈形成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影响金属纤维烧结颈

形成的主要因素。初始局部几何结构和初始演化速度

对烧结颈的形成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本节主要研究这

2 个因素中哪一个因素对烧结颈的形成起到关键作

用。由数值模拟结果可以看出金属纤维的烧结颈半径

在相近方向的截面上相差不是很大，为了更加清楚地

确定关键的影响因素，只选取沿着钝角平分线方向、

沿着锐角平分线方向和沿着下方纤维方向的截面上的

烧结颈进行研究。 

3.1  初始局部几何结构对烧结颈形成的影响 

图 7 为 2 根夹角为 60°的金属纤维在沿着钝角平

分线方向、沿着锐角平分线方向和沿着下方纤维方向

的截面上初始局部几何结构。上方的纤维在沿着钝角

平分线方向和沿着下方纤维方向的截面是重合的，从

沿着钝角平分线方向到沿着锐角平分线方向两根纤维

之间的距离是减小的。纤维之间越接近，烧结颈越容

易形成，烧结颈的生长速度越快，形成的烧结颈越大。 

总之，越靠近锐角平分线方向，2 根纤维之间的

距离越小，烧结颈的生长速度越快，形成的烧结颈越

大。这与数值模拟的结果是一致的，说明初始几何结

构对烧结颈的形成起主要作用。 

3.2  初始演化速度对烧结颈形成的影响 

在基于水平集方法框架下建立的椭圆-椭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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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 根夹角为 60°的金属纤维的截面图 

Fig.4  Section of two metal fibers with the fiber angle of 60°: (a) α=0° (the sec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bisector of obtuse angle), 

(b) α=30°, (c) α=45°, (d) α=60° (the sec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nether fiber), and (e) α=90° ( the sec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bisector of acute angle) 

 

 

 

 

 

 

 

 

 

 

 

 

 

 

 

 

 

 

 

图 5  2 根夹角为 60°的金属纤维的三维重构几何结构  

Fig.5  Reconstructed three dimensional geometry structure of 

two metal fibers with the fiber angle of 60°: (a) initial 

moments and (b) evolution step number of 1000 

 

 

 

 

 

 

 

 

 

 

图 6  2 根夹角为 60°的金属纤维烧结颈半径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6  Sintering neck radius vs time for two metal fibers with 

the fiber angle of 60° 

 

中，式(6)的演化速度可以表示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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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F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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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演化速度的其他形式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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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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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 根夹角为 60°的金属纤维烧结颈的局部几何结构  

Fig.7  Initial local geometrical structure of the sintering neck 

with the fiber angle of 60° 

 

的金属纤维的初始几何结构的演化速度。根据式（1），

初始局部几何结构的表达式为： 

2 2 2cos ( )
2

y a a x


                  （12） 

则演化速度可以表示为： 

2 2 2 3 2

2 4

(1 ) 10 (1 ) 3 (5 1)

(1 )

xxxx x x xx xxx x xx x

x

By y y y y y y y
F

y

    
 


（13） 

图 8 为上方的金属纤维在沿着钝角平分线方向、

沿着锐角平分线方向和沿着下方纤维方向的截面上初

始局部几何结构的演化速度。由于在沿着钝角平分线

方向和沿着锐角平分线方向的上下两根金属纤维的截

面是对称的（对应的演化速度是相同的），并且在沿着

下方纤维方向的下方金属纤维的截面是矩形（对应的

演化速度为 0），所以只需要研究上方的金属纤维的初

始演化速度即可。由图 7 可以看出上方的纤维在沿着

钝角平分线方向和沿着下方纤维方向的截面是重合

的，所以它们对应的演化速度也是相同的（演化速度

与曲率的二阶导数成比例），如图 8 所示。初始演化速 

 

 

 

 

 

 

 

 

 

 

图 8  上方的金属纤维在初始几何结构上的演化速度  

Fig.8  Evolution speed of the initial local geometrical structure 

of the upper metal fiber 

度是负的，说明曲线向 x 轴负方向演化。在物理上，

可以解释为原子沿着表面向颈部运动。沿着钝角平分

线方向和沿着下方纤维方向的初始演化速度比沿着锐

角平分线方向的演化速度要大。根据烧结动力学理论，

演化速度越大，形成的烧结颈的速度越快，形成的烧

结颈越大。 

总之，越靠近锐角平分线方向，初始演化速度越

小，烧结颈的生长速度越慢，形成的烧结颈越小。这

与数值模拟的结果是矛盾的，说明了初始演化速度对

烧结颈的形成作用不是很显著。 

3.3  主要因素的数学分析 

在数学上，表面扩散的数学模型实际上就是一个

关于初值问题的偏微分方程，初值往往会对偏微分方

程的解有非常大的影响。本研究建立的椭圆-椭圆模

型，在不同方向截面上对应的椭圆结构是不相同的，

相当于在每个截面上建立的椭圆-椭圆模型的初值条

件是不同的，导致数值模拟结果的差异。因此，初始

局部几何结构对烧结颈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4  结  论 

1) 将金属粉末烧结的表扩散模型推广到金属纤

维烧结的过程中，在水平集方法框架下建立了椭圆 -

椭圆模型，实现了金属纤维烧结颈形成过程的二位数

值模拟，通过重构二维数值模拟结果实现三维数值   

模拟。 

2) 分析了不同方向截面上烧结颈半径的生长速

度，数值结果表明越靠近纤维锐角平分线方向烧结颈

半径生长速度越快。 

3) 根据数值模拟结果和模型的数学分析，金属纤

维的初始局部几何结构对烧结颈的形成起到关键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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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of the Sintering Metal Fibers by Surface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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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ection of the junction of two metal fibers which is different oval-oval geometry structure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oval-oval model for the sintering crunode of two metal fibers was established by surface diffusion in one section. The model was 

numerically solved by a level set method to achieve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sintering crunode in different 

sections. The three 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sintering crunode was achieved by reconstituting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in these sections. For the two metal fibers with the fiber angle 60°, the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sintering crunode was implemented, and the growth rates of sintering neck were discussed in 

different sections.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loser to the bisector of acute angle the direction is, the faster the growth 

rate of sintering neck is. The initial local geometrical structure in each sec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intering neck formation.  

Key words: metal fiber; surface diffusion; sintering neck; numerical simulation; initial local geometric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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