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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螺栓断裂的固体导弹水平跌落安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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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 软件全国重点实验室，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目的 通过数值仿真分析水平跌落条件下的固体导弹安全性。方法 基于 LS-DYNA 进行全弹水平跌落

仿真计算，通过位移和加速度的实验测量值进行模型校核。重点分析螺栓断裂对结果的影响，对比螺栓在

不同建模方法、不同断裂数量下的仿真结果。基于经过校核的全弹模型，计算含能材料的应力场。结果 不

同建模方法中，螺栓连接法的加速度峰值计算精度最高；不同工况之中，三部段工况下的螺栓断裂数量与

实际一致，且加速度峰值计算精度最高。根据精度最高的仿真模型计算出的全弹应力响应，战斗部与发动

机装药内部最大 Von Mises 应力均小于反应阈值。结论 螺栓连接的建模方法和断裂数量对于全弹位移、加

速度的计算精度具有显著影响。采用螺栓连接法建模的三部段工况仿真模型最为可靠。基于可靠模型的含

能材料应力场计算结果表明，全弹 6 m 水平跌落不会直接引起战斗部、发动机装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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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Solid Fuel Missile Safety in Horizontal Drop Test Involving Bolt Failure 

WU Zhen-yu1, ZHANG Tao1,2* 

(1. School of Mechatronical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tructural Analysis, Optimization and CAE Software for Industrial Equip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aoning Da-

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The solid fuel missile safety in horizental drop test was assessed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6m drop test 

of solid fuel missile with main axis at horizontal orientaion was simulated using LS-DYNA. The numerical model was verified 

with displacement and acceleration test data. Stress field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verified model to indicate whether ener-

getic metarials would be ignited. Results from different bolt joint model and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bolt with failure were com-

pared.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bolt connection method has the highest accuracy when calculating the peak acceleration among 

all the modeling methods; the 3-segment condition generates the the most accurate quantity of bolt with failure and peak accel-

eration numerical solution. According to the most accurate numerical model, the maximum Von Mises stress inside the warhead 

and engine are both less than the reaction threshold. In conclus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modeling method and quantity of bol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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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alculation accuracy of displacement and acceleration. The most reliable simulation re-

sults are obtained by the 3-segment condition and using the bolt connection method for modeling. The stress field result based 

on the most accurate numerical model indicates that a 6-meter horizontal drop of the entire missile will not directly cause the ig-

nition reaction in the warhead and engine. 

KEY WORD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horizontal drop; bolt joint; bolt failure; energetic materials; ammunition safety 

弹药的安全性对于避免弹药意外损耗，减少部队

非战斗损失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对不敏感弹药投

入了大量研究，并制定了弹药安全性评估标准，其中

机械刺激下的安全性是必须考虑的标准之一。对固体

导弹而言，吊装跌落是具有代表性的安全事故，因此

需对跌落条件下的固体导弹安全性进行分析。 

国外的安全性评价标准将水平跌落试验作为安

全评估手段之一，如美国国防部提出的 MIL-STD- 

2105D 《常规弹药危险性评估试验》、北约提出的

STANAG 4439《不敏感弹药的介绍、评估和试验政

策（MURAT）》（第三版）以及 AOP-39《不敏感弹药

的研制、评估和试验指南》（第三版）等[1]。STANGAG

单项实验程序对应的基本安全性试验中就包含了 12 

m 跌落试验，见表 1。采用 12 m 跌落作为机械刺激

的代表类型有 2 个方面的原因：导弹跌落是 典型的

机械类事故之一；该条件下的撞击刺激强度足以覆盖

大多数使用场景下机械刺激的强度。 
 

表 1  STANAG 不敏感弹药安全性试验程序 
Tab.1 STANAG insensitive munitions safety test procedure 

STANAG 单项试验程序 刺激类型 

4240 快速烤燃 

4382 慢速烤燃 

4241 枪击 

4396 殉爆 

4496 破片打击 

4526 射流打击 

4375 12 m 跌落 
 

我国也开展过弹头、发动机或全弹的跌落安全性

试验与仿真研究。早在 1986 年，〇一四中心就已进

行空空导弹发动机的跌落试验[2]。江明等[3]总结了国

外弹药安全性实验方法，提出了包括跌落试验在内的

我国导弹战斗部安全性考核试验方法和评估准则，并

试验验证了某型战斗部的跌落安全性。张学伦[4]综合

分析对比了国内外战斗部跌落安全性相关标准的优

缺点，提出了修订现行国内战斗部跌落安全性试验标

准应关注的内容。谢涛等[5]利用 LS-DYNA 模拟了空

空导弹战斗部的 12 m 垂直跌落过程，结果表明，药

柱内部 大 Von Mises 应力为 34.1 MPa，小于炸药的

临界起爆压力，炸药处于安全状态。杨明等 [6]利用

LS-DYNA 软件模拟了固体发动机的 37.5 m 垂直跌落

过程，结果表明，发动机尾部的壳体和装药的应力、

应变较大，其中装药应力 大值为 0.69 GPa，但是推

进剂的温升较小，仅为 5.45 K，不会发生点火反应。

崔浩等[7]基于圆筒试验标定的 JWL 状态方程参数，

利用 AUTODYN 软件进行了固体发动机的跌落模拟

试验，测定推进剂临界起爆压力为 2.675 GPa，发动

机径向跌落靶板临界起爆速度范围为 150~200 m/s。

张斌等[8]将数值仿真与应力波分析相结合，研究了跌

落姿态、高度以及装药构型对于构型弹体的冲击响应

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装药变形主要由于内部应力

波造成，药柱构型对药柱变形区域分布具有重要影

响。陈马旭等[9]通过 ABAQUS 模拟了装有泡沫的导

弹包装箱跌落地面的过程，结果表明，聚氨酯泡沫对

于导弹具有保护作用，导弹应力大小在安全范围内。 

总体而言，目前针对导弹跌落安全性的研究存在

2 方面局限性：一方面，大多数研究选择战斗部或发

动机作为研究对象，仅获得单一部件的仿真或试验结

果，但某一部件在单一部件跌落试验中的动力学响应

无法代表全弹跌落试验中该部件的动力学响应。另一

方面，少数以全弹为对象的仿真研究又未能考虑舱段

间螺栓连接结构的失效，以及螺栓失效之后导弹解体

为数个部段的现象。然而，全弹整体撞击地面与先分

解为数个部段再撞击地面截然不同。对于发生了结构

解体的全弹跌落试验，不考虑螺栓断裂的仿真将无法

准确计算全弹动力学响应，难以有效指导跌落工况中

的安全性评价。 

本文针对固体导弹在水平跌落条件下的安全性

问题，进行了考虑螺栓断裂的全弹动力学仿真研究。

通过大量仿真试验，发现螺栓连接件对于仿真结果影

响较大。因此，建立了包含部段间螺栓连接结构的全

弹简化模型，研究了不同螺栓断裂数量以及不同螺栓

连接建模方法对全弹仿真结果的影响，通过位移与加

速度的实测值进行了模型校核。计算了战斗部与发动

机装药的内部应力，根据含能材料反应阈值，对某固

体导弹的跌落安全性进行了评价。 

1  理论基础 

1.1  基于 LS-DYNA 的显式动力学分析 

对于涉及物体运动、变形的非线性动力学问题，

LS-DYNA 采用 Lagrange 形式的描述方法，将物体离

散化为物质网格单元，进而使用显式动力学方法求解

各离散单元的数值解[10]。以显式动力学的中心差分法

为例，对于有限元法，单元节点在 t 时刻满足以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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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程[11]： 

( )t   Mu Cu Ku P   (1) 

式中：M 为质量矩阵；C 为阻尼矩阵；K 为刚度

矩阵； u、 u、u 分别为单元节点的加速度列向量、速

度列向量和位移列向量；P(t)为节点所受外力列向量。 

已知 0, t1,…, tn 时间步的解，可采用显式中心差

分法求 tn+1 时间步的解。根据泰勒展开可知，位移、

速度、加速度之间近似满足： 
2

2t t t t t
t

t


    u u u u  (2) 

终 tn+1 时刻的速度和位移可由式（3）、（4）求得： 

     1 1
2 2n n n n

t t t t     u u u  (3) 

     1 1
2 2

1 nn n n
tt t t   u u u  (4) 

其中， 1
2

1

2
n n

n

t t
t 


  
  。 

利用式（3）、（4）可以求得 1nt  时刻的位移，更

新得到 1nt  时刻的单元状态。由于采用了集中质量矩

阵 M，因此不必耦合求解运动方程，节约了存储空间

和求解时间[12]。 

1.2  跌落撞击问题描述 

对固体导弹跌落撞击问题的描述可通过 2 方面

进行：固体导弹的静态结构；撞击过程中导弹结构的

动态变化。 

某型固体导弹由多节舱段组成，舱段之间采用螺

栓法兰连接。由于该导弹需要实现级间分离，所以在

分离面处采用了含火工分离的螺栓法兰结构。这样的

火工分离面在全弹中有 2 处，将全弹分为 3 级：第 I

级以弹头为主要部件，整体呈圆锥形；第 II 级以末端

修正舱为主要部件，整体呈圆台形；第 III 级以发动

机为主要部件，整体呈圆柱形，如图 1 所示。 
 

 

图 1  全弹结构分级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stage missile structure 

 
在全弹跌落试验中，导弹以水平姿态静止悬吊于

6 m 高度，释放后经过自由落体加速阶段跌落至地面。

由于导弹各级的圆锥角不同，第 III 级将 先接触地

面。此时第 I 级与第 II 级尚未触地，所以将保持向下

运动的趋势。在不考虑任何结构断裂的假想情况下，

地面施加给第 III 级的冲击力将以第 III 级前端为轴形

成扭矩，驱动全弹向前翻滚，如图 2 所示。同时，全

弹先经历挤压变形阶段，而后进行高度重新上升的回

弹阶段。根据 6 m 跌落试验的结果，级间分离面上的

部分螺栓实际上会发生断裂。在实际情况下，导弹将

因螺栓断裂而变为 3 级牵连体，导致各级段按照

III—II—I 的顺序逐次撞击地面，如图 3 所示。该过

程可分为 4 个阶段： 

1）第 III 级触地后挤压变形，而第 I 级与第 II

级尚未触地，所以保持向下运动的趋势。数十毫秒后，

II-III 级间上侧的螺栓因无法承受两侧舱段施加的拉

伸、剪切力而断裂。 

2）I-II 级以 II 级尾端为轴心，作为整体逆时针

转动，而第 III 级则继续挤压变形-回弹过程。此过程

持续数十毫秒。 

3）第 II 级碰撞地面后，开始挤压变形，而第 I

级仍未触地，所以保持逆时针转动的趋势。数毫秒后，

I-II 级间上侧的螺栓因无法承受两侧舱段施加的拉

伸、剪切力而断裂。 

4）第 I 级以 I 级尾端为轴心逆时针转动，与此同

时，III 级、II 级依次进入高度重新上升的回弹阶段。

终全弹以 III-II-I 牵连体的形式回弹。 
 

 

图 2  假想跌落撞击情景 
Fig.2 Impact after missile's drop in hypothetical case 

 

 

图 3  实际跌落撞击情景 
Fig.3 Impact after missile's drop in real case 

 

1.3  装药安全性分析判据 

将炸药、推进剂发生反应的应力阈值作为战斗

部、发动机装药安全性分析的判据[5]，而炸药与推进

剂发生反应的应力阈值可以在撞击感度试验中测量。

撞击感度落锤试验中，不同加载条件下 B 炸药与

HTPB 推进剂药片的反应阈值见表 2[13-19]。 

由表 2 可见，不同加载条件下，药片反应的应力

阈值有所不同。为了判断全弹跌落试验中战斗部、

发动机装药的安全性，可以从不同的应力阈值中选

取 小值，以近似表征装药不发生反应的边界值。

在所有试验结果中，选取了药片发生反应时应力阈

值之中的 小值 [13,18]，以此作为炸药、推进剂不发

生反应的安全阈值。若仿真结果中战斗部、发动机

装药的应力值超过该安全阈值，则战斗部、发动机

装药有可能在 6 m 水平跌落条件下发生反应，反之

则不会发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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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落锤试验中 B 炸药与 HTPB 推进剂的应力阈值 
Tab.2 Stress threshold of reaction of Comp.B dynamite and HTPB propellants 

含能材料 落锤质量/kg 落高/mm 药片直径/mm 药片厚度/mm 现象 应力阈值*/MPa 

B 炸药 30 300 20 20 不反应 8.687 

B 炸药 30 300 20 10 不反应 13.312 

B 炸药 30 300 20 5 微量燃烧 21.249 

B 炸药 20 6 100 20 5 反应 700 

B 炸药 20 7 250 20 9 反应 800 

B 炸药 400 1 000 40 28 不反应 700 

B 炸药 400 1 750 40 28 不反应 1 000 

HTPB 推进剂 10 400 20 20 不反应 4.1 

HTPB 推进剂 10 300 20 20 不反应 3.0 

HTPB 推进剂 5 250 8 1 不反应 974.1 

HTPB 推进剂 5 300 8 1 50%点火 1 023.5 

*注：当药片不反应时，仅记录应力时程曲线中的应力峰值。 
 

2  仿真模型 

2.1  几何模型 

在建立有限元模型时，将全弹结构简化为 I、II、

III 等 3 级。其中第 I 级壳体内填充有战斗部装药、第

III 级壳体内填充有发动机装药，如图 4 所示。 
 

 

图 4  全弹简化结构 
Fig.4 Missile's simplified structure 

 

2.2  材料模型 

2.2.1  Johnson-Cook 本构模型 

本文进行的全弹水平跌落仿真中包含了导弹壳

体、炸药等材料的碰撞计算，这些材料选用了

Johnson-Cook 材料本构模型。Johnson-Cook 模型[20-22]

是一种基于实验数据拟合的应变率相关的本构模型，

考虑了材料的塑性硬化、应变率效应和热软化效应，

各项模型参数物理意义清晰，易于实验测定，常用于

求解金属材料高应变率下的非线性大变形问题与冲

击问题。Johnson-Cook 本构模型形式见式（5）。 

   *
eq eq 1 ln 1n mA B C T       (5) 

式中：σeq 为等效流应力；A 为参考应变率和参考

温度下材料的屈服强度；B 为参考应变率和参考温度

下材料的应变硬化系数；n 为参考应变率和参考温度

下材料的应变硬化指数；m 为温度软化指数；εeq 为等

效塑性应变；为等效塑性应变率， * 为其无量纲化；

T*为无量纲温度参数。A、B、C、n、m 都是与温度、

应变率无关的参数，可通过实验测定数据拟合。T*

满足式（6）。 

* r

m r

T T
T

T T





 (6) 

式中：T 为材料当前温度；Tr 为参考室温；Tm 为

材料熔点。 

2.2.2  Gruneisen 状态方程 

在 LS-DYNA中使用 Johnson-Cook本构方程定义

材料模型时，一般要结合 Gruneisen 状态方程才能实

现计算。Gruneisen 状态方程是高压条件下一种常用

的内能形式的固体状态方程，给出了压力、比容与其

他热力学参量间的关系。在 LS-DYNA 软件中，该材

料模型表示如下[24]。 

对于受压材料，压力 p(ρ,E)满足： 
 

 
 

2
0

2
0 2

2 3

1 2 3 2

1 1
2 2

1 1
1 1

a

p C

S S S


 

 
 
 

      
   

 
    

  

 

 0 a E   (7) 

对于受拉材料，压力 p(ρ,E)满足： 

 2
0 0p C a E       (8) 

式中：μ 为密度变化系数，
0

1



  ；ρ0 为初始

密度；ρ为当前密度；C 为体积声速，亦即 vs-vp 速度

曲线的截距，代表激波速度与质点粒子速度的差值；

S1、S2、S3 为无量纲系数，是 vs-vp 速度曲线的斜率系

数；γ0 为无量纲的 Gruneisen 常数；a 为无量纲的一

阶体积修正系数。 

2.2.3  Prony 级数形式的广义 Maxwell 黏弹性模型 

HTPB 推进剂可以近似视为一种黏弹性材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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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常使用弹簧表示材料的弹性行为、黏壶表示材料

的黏性行为，而 Maxwell 模型由 1 个弹簧和 1 个黏壶

串联组成，可用于表示材料的黏弹性行为。在应力 σ

的作用下，弹簧和黏壶的应变分别为 ε1 和 ε2，则产生

的总应变为两者应变之和，即 ε=ε1+ε2。可得： 

1 1

E

p q

 


  

  

  




 (9) 

式中： 1p



 和 1q  均表示材料常数。如果材

料参数已知，则可以用该本构关系来计算黏弹性材料

的蠕变、回复以及应力松弛现象。 

广义 Maxwell 黏弹性体由 N 个 Maxwell 弹性体

并联而成，其偏应变率与每个 Maxwell 黏弹性体的偏

应变率相同，偏应力为所有 Maxwell 弹性体偏应力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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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广义 Maxwell 黏弹性体剪切模量和松弛时

间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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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为黏弹性体数目，亦即广义黏弹性体模

型的阶数；n 代表了第 n 个体元。 

广义 Maxwell 本构模型可以表示为 Prony 级数形

式[24]，对于剪切模量 g(t)与体积模量 k(t)，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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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i i  ； i 为黏弹性体的松弛时间；Gi、

Ki 为参数。通过松弛实验可以测得时间、试样的应力

和应变，通过拟合可以进一步获得参数 Gi、Ki、 i
[25]。 

2.2.4  材料参数 

导弹壳体材料为某合金，密度、弹性模量和泊松

比分别取 2 780 kg/m3、72.4 GPa 和 0.33，采用双线性

随动硬化本构模型。战斗部装药为 B 炸药，密度、弹

性模量和泊松比分别取 1 680 kg/m3、4.33 GPa 和

0.38，采用 Johnson-cook 本构模型与 Gruneisen 状态

方程，参数见表 3~5[24]。HTPB 推进剂泊松比 μ=0.49，

密度 ρ=7 800 kg/m3，采用 PRONY 级数形式的广义

Maxwell 黏弹性本构模型，参数见表 3、表 6[26]。地

面为覆盖钢板的混凝土基座，其中钢板材料的密度、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分别取 7 800 kg/m3、210 GPa 和

0.3。混凝土为 C40，其密度、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分别

取 2 500 kg/m3、32.5 GPa 和 0.2[27]。 

 
表 3  各部件的材料模型参数 

Tab.3 Material model parameters of components 

部件 材料 ρ/(10–3 g·mm–3) E/MPa 泊松比 材料模型 

导弹外壳 某合金 2.78 7.24×104 0.33 Plastic kinematic

螺栓法兰 45 号钢 7.8 2.0×105 0.33 Johnson-Cook 

战斗部装药 B 炸药 1.68 4.33×103 0.38 Johnson-Cook 

发动机装药 HTPB 推进剂 1.84 *38.1 0.49 General viscoelastic

混凝土台地 C40 混凝土 2.5 3.25×104 0.2 Elastic 

*注：HTPB 推进剂材料参数 E 表示黏弹性材料的初始模量 E0。 

 
表 4  Johnson-Cook 模型参数 

Tab.4 Johnson-Cook model parameters 

材料 A/MPa B/MPa C n m 

45 号钢 506 320 0.064 0.28 1.06 

B 炸药 0 3 504 0.062 3 1.012 1.025 

 
表 5  Gruneisen 模型参数 

Tab.5 Gruneisen model parameters 

材料 C S1 S2 S3 Gamma0 a E0 V0 

45 号钢 4 578 1.49 0.00 0.00 1.67 0.43 0.00 1.00 

B 炸药 2 710 1.80 0.00 0.00 1.86 0.46 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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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HTPB 推进剂 Prony 级数模型参数 
Tab.6 Prony series model parameters of HTPB propellant 

i Gi/MPa βi/ms–1 Ki/MPa 

1 8.017 2 0.222 799.046 7 

2 1.990 9 1.397×10–2 198.43 

3 1.233 3 8.7×10–4 122.92 

4 0.596 02 5.45×10–5 59.403 

5 0.507 93 3.41×10–6 50.623 
 

2.3  材料失效模型 

考虑到螺栓断裂失效的可能性，须对连接结构相

关材料进行失效设置。对于钢制螺栓所使用的

Johnson-Cook 材料模型，可通过在*MAT_JOHNSON_ 

COOK 关键字卡片中设置 SPALL 参数，选取失效准

则。为了表示拉伸载荷下的材料破坏，LS-DYNA 提

供了 3 种模型[23]。本文将参数 SPALL 值设置为 2，

选用 大主应力层裂模型，并将级间螺栓的失效 大

主应力设置为 σp=500 MPa。如果 大主应力 σmax 超

过极限值 σp，该模型将判定层裂发生。一旦该模型检

测到固体中的层裂，则将偏应力、静水张力重置为 0，

同时在剥落材料中将拉伸应力重置为 0。 

2.4  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 

全弹水平跌落仿真的初始条件包括全弹的高度、

初速度。通过刚体动力学计算可知，即将接触地面时,

全弹速度为 10.48 m/s，方向竖直向下。因此，将数

值仿真的初始条件设置为：全弹模型距离地面

50 mm，初速度竖直向下，大小为 10.48 mm/ms。 

全弹水平跌落仿真的边界条件包括 2 方面：导弹

的载荷、接触与约束设置；地面的接触、约束设置。

导弹撞击地面后，全弹所受载荷包括地面冲击力和重

力。在全弹与地面之间设置 Automatic_Surface_to_ 

Surface 接触。通过*LOAD_GRAVITY_PART_SET 关

键字设置重力载荷。全弹在各方向的自由度不受约束。 

作为撞击对象的地面设置为表面覆盖钢板的混

凝土基座。钢板厚度为 60 mm，混凝土厚度设置为

200 mm。在钢板与混凝土之间设置 Automatic_ 

Surface_to_Surface 接触。混凝土底部网格单元自由度

受到完全约束，代表不因实验而发生位置变化的参考

地面。 

2.5  导弹级间螺栓连接设置 

经过大量仿真试验，发现不同的螺栓简化模型、

不同的螺栓断裂数量对仿真结果具有显著影响。为了

对比研究螺栓简化模型的影响，提出了 4 种简化建模

方法。为了研究螺栓断裂数量的影响，提出了 3 种螺

栓连接工况，不同工况下的螺栓断裂数量各不相同。 

2.5.1  螺栓简化建模 

导弹的级间通过螺栓法兰结构连接，如图 5 所

示。为避免全弹不同部件之间网格尺寸差异过大，需

对螺栓结构进行简化建模。 
 

 

图 5  螺栓法兰连接结构建模 
Fig.5 Bolted-flange connection modeling 

 
螺杆直径为 24 mm，长度为 100 mm。螺母直径

约 50 mm，高度约 25 mm。将螺杆与螺母的几何形状

简化为六棱柱，划分为 solid 六面体单元，单元尺寸

为 5 mm。在螺栓与法兰之间、螺母与法兰之间设置

Automatic_Surface_to_Surface 自动接触。全弹跌落实

验中，螺栓头部与螺杆部分之间的连接处发生断裂失

效，而螺栓与螺母之间并未发现螺纹破坏现象。根据

Chen 等[28]对螺栓连接模型的研究，断裂发生在非螺

纹段时，使用“绑定”接触替代螺纹连接的简化模型与

精细模型之间的误差极小。因此，本文将螺杆与螺母

之间的螺纹连接简化为共节点连接。根据田彤辉[29]、

王青文[30]对于瞬态冲击下螺栓法兰结构失效的研究，

螺栓连接结构预紧力水平对于连接结构的承载能力、

失效方式影响可以忽略。因此，本文不对螺栓法兰结

构施加预紧力。 

出于简便考虑，本文将上述模型简化建模方法称

为螺栓连接法。为了研究螺栓简化模型对于仿真结果

的影响，除螺栓连接法外，还设计了 3 种螺栓连接的

简化模型作为对照：壳体连接法、简支梁连接法和梁

间连接法。简化模型如图 6 所示，这 4 种简化模型具

体设置的区别见表 7。 

2.5.2  螺栓连接工况 

根据 6 m 跌落试验的结果，导弹级间分离面上的
部分螺栓会发生断裂。本文考虑 2 处级间分离面上可
能出现的螺栓断裂，针对这些螺栓进行断裂失效设
置。在考虑 2 个级间分离面上的螺栓断裂时，全弹可
以分为三部段撞击地面，本文将这种螺栓连接工况称
为三部段工况。三部段工况下的全弹跌落仿真应当能
够获得较为接近实际情况的结果。此外，为了研究螺
栓断裂数量对于仿真结果的影响，本文还设置了单部
段、两部段工况作为对照组。3 种工况下考虑断裂的
螺栓的数量与位置如图 7 所示。3 种连接工况下螺栓
的断裂失效设置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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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螺栓连接建模方法 
Fig.6 Bolt joint modeling schemes 

 
表 7  螺栓连接建模方法设置对比 

Tab.7 Comparison of settings for bolt joint modeling schemes 

结构连接\设置方法 壳体连接法 简支梁连接法 梁间连接法 螺栓连接法 

级 A-级 B  共节点 自动接触 自动接触 自动接触 

桥接结构 A-桥接结构 B × 共节点 共节点 共节点 

级 A-桥接结构 A  × 共节点 共节点 自动接触 

级 B-桥接结构 B × 共节点 共节点 自动接触 

桥接结构 A × 简支梁 AB(–) 简支梁 A(+) 螺栓(+) 

桥接结构 B × 简支梁 AB(–) 简支梁 B(–) 螺母(–) 

注：“×”表示该设置不存在；“(+)”表示设置材料失效，“(–)”表示不设置材料失效。 
 

 

图 7  考虑断裂螺栓的工况 
Fig.7 Connection conditions considering bolt failure 

 

表 8  3 种工况下的螺栓断裂失效设置 
Tab.8 Bolt failure settings under three conditions 

工况\螺栓法兰位置 AB 部段间 BC 部段间 

单部段工况 – – 

两部段工况 – + 

三部段工况 + + 

注：“+”表示设置螺栓断裂失效，“–”表示不设置。 
 

3  仿真结果 

基于 LS-DYNA 进行了结构动力学有限元分析，

模拟全弹水平跌落撞击过程。仿真结果分为模型校核

与安全性分析 2 部分说明。通过位移和加速度的实验

测量值进行了模型校核，重点研究了螺栓连接对结果

的影响，对比了螺栓的不同简化模型、不同断裂数量

的仿真结果。基于经过校核的全弹模型，计算了全弹

水平跌落的应力响应。根据含能材料内部的应力峰值

与 1.3 节的反应阈值的对比结果，对某固体导弹的跌

落安全性进行了评价。 

3.1  模型校核 

3.1.1  对比位移响应 

以撞击后的回弹姿态作为位移响应指标，对比撞

击 200 ms 后 3 种工况的回弹姿态，如图 8 所示。可

见，3 种工况下回弹姿态差异显著，单部段工况下，

部段倾角大约 10°；两部段工况下，I-II 部段倾斜角

大约 20°，III 部段倾斜角大约－5°；三部段工况下，

I、II、III 段倾斜角逐渐减小，依次约为 30°、5°、0°。 

分别从跌落试验高速摄影图像、3 种工况的仿真

结果中提取部段中轴线的近似位置，绘制误差折线，

如图 9 所示。计算得出单部段工况、两部段工况、三

部段工况的高度误差平均值分别为：95.0、–27.5、－

17.5 mm（负号代表高度结果低于实测高度）。可见，

三部段工况回弹高度的误差平均值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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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部段工况 

 
b 两部段工况 

 
c 三部段工况 

图 8  全弹水平跌落撞击后 200ms 回弹姿态对比 
Fig.8 Comparison of rebounding body position under differ-

ent conditions 200 ms after impact of horizontal drop 
 

 

图 9  全弹水平跌落撞击后 200ms 回弹高度误差对比 
Fig.9 Comparison of rebounding body height error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200 ms after impact of horizontal drop 
 
撞击 200 ms 后，3 种工况下的螺栓断裂情况见表

9。对比实际的螺栓断裂情况可知，三部段工况的仿

真结果与实际情形一致。综上所述，通过对比位移响

应可知，三部段工况模型误差 小，通过模型校核。 
 

表 9  全弹水平跌落撞击后 200 ms 的螺栓断裂情况 
Tab.9 Bolt failure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200 ms after 

impact of horizontal drop 

工况类型 螺栓位置 弹头-仪器舱间 仪器舱-发动机间

上侧螺栓 — — 
单部段工况 

下侧螺栓 — — 

上侧螺栓 — 断裂 
两部段工况 

下侧螺栓 — 未断裂 

上侧螺栓 断裂 断裂 
三部段工况 

下侧螺栓 未断裂 未断裂 

上侧螺栓 断裂 断裂 
实际情况 

下侧螺栓 未断裂 未断裂 

注：“—”代表该工况下不考虑此处螺栓的断裂失效。 

3.1.2  对比加速度响应 

对比 3 种工况下的仿真结果与跌落试验中的加

速度计实测值，以进行模型校核。在全弹不同位置选

取 5 个具有代表性的测点，其中测点 1、2、3 位于弹

头段，测点 4 位于中间舱段，测点 5 位于固体发动机

段，如图 10 所示。提取仿真结果中这 5 个测点的加

速度 大值，计算仿真结果与实测值间的误差。 
 

 

图 10  关键加速度测点分布 
Fig.10 Distribution of key acceleration measuring points 

 
1）螺栓简化模型的影响。分别使用壳体连接法、

简支梁连接法、梁间连接法、螺栓连接法进行全弹跌

落仿真，4 种方法的测点加速度 大值与跌落试验实

测值对比如图 11 所示，不同方法在各测点的加速度

大值差异较大。其中，考虑了螺栓材料失效的梁间

连接法与螺栓连接法计算出的 大值分布曲线与实

测值较为接近。表 10 计算了加速度 大值的相对误

差，将 4 种方法的误差值进行对比，并在绘制了各测

点处的相对误差折线，如图 12 所示。结果表明，壳

体连接法、简支梁连接法、梁间连接法不能正确反映

实际情况下螺栓连接结构的受力情况，加速度的误差

较大，而螺栓连接法的各测点相对误差平均值仅为

15.78%，具有 佳的模拟精度。除了此处展示的 4

种基于 SOLID 单元的简化模型以外，本文还尝试过

基于 SHELL 单元-SOLID 单元共节点连接的简化模

型。在该模型的数值结果中，在撞击尚未发生的初始

时刻端框部位出现了异常的应力集中，因此该模型同

样不能正确反映实际情况下螺栓连接结构的受力情

况。综合以上结果可知，螺栓结构的简化建模方法对

于模拟精度具有重要影响。其中螺栓连接法的模拟精

度 高。 
 

 

图 11  4 种建模方法中关键测点处加速度 大值 
Fig.11 Maximum acceleration on key measuring points 

among four modeling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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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4 种建模方法中关键测点处的相对误差 
Tab.10 Relative error on key measuring points among four 

modeling schemes 
% 

建模方法 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测点 4 测点 5 平均值

壳体连接法 20.80 24.07 79.58 45.23 110.00 55.94

简支梁连接法 14.48 9.32 72.53 18.06 93.00 41.48

梁间连接法 57.01 29.15 35.79 8.09 60.00 38.01

螺栓连接法 16.09 20.34 17.89 4.58 20.00 15.78

 

 

图 12  4 种建模方法中关键测点处加速度相对误差 
Fig.12 Acceleration relative error on key measuring points 

among four modeling schemes 
 
2）螺栓断裂数量的影响。采用螺栓连接法建立

螺栓简化模型，进行 3 种连接工况下的全弹跌落仿

真。3 种工况仿真的测点加速度 大值与跌落试验实

测值对比如图 13 所示，不同工况在各测点的加速度

大值差异较大。其中，三部段工况下计算出的 大

值分布曲线与实测值较为接近。加速度 大值的相对

误差见表 11。对比 3 种工况的误差值，绘制了各测

点处的相对误差折线，如图 14 所示。结果表明，单

部段工况的相对误差平均值 大，达到了 46.92%。

相比之下，两部段工况在测点 4、5 处的相对误差则

有显著减小，分别从 27.22%降低到 9.97%，从 91.44% 
 

 

图 13  3 种工况下关键测点处加速度 大值 
Fig.13 Maximum acceleration on key measuring points 

among three conditions 

表 11  3 种工况下关键测点处的相对误差 
Tab.11 Relative error on key measuring points among  

three conditions 
% 

工况 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测点 4 测点 5 平均值

单部段工况 18.85 18.81 78.74 27.22 91.00 46.92

两部段工况 14.48 10.00 72.53 9.97 44.00 30.20

三部段工况 16.09 20.34 17.89 4.58 20.00 15.78
 

 

图 14  3 种工况下关键测点处加速度相对误差 
Fig.14 Acceleration relative error on key measuring points 

among three conditions 
 

降低到 44.00%。这是因为考虑了 II-III 级间分离面的
螺栓断裂，使得第 III 级的动力学响应更接近真实工
况。相比两部段工况，三部段工况在测点 3 处的相对
误差显著减小，从 72.53%降低到 17.89%。这是因为
考虑了 I-II 级间分离面的螺栓断裂，使得第 I 级的动
力学响应更接近真实工况。三部段工况下的各测点相
对误差平均值仅为 15.78%，具有 佳的模拟精度。
通过对比不同螺栓简化模型、不同螺栓断裂数量的加
速度响应可知，基于螺栓连接法的三部段工况模型误
差 小，是通过模型校核的全弹模型。 

3.2  安全性分析 

由于基于螺栓连接法的三部段工况模型通过了
模型校核，故使用该模型计算了水平跌落仿真中含能
材料的应力响应。对比仿真结果与反应阈值，判断含
能材料是否发生反应。计算了三部段工况下含能材料
的应力 大值，见表 12。其中，战斗部装药的 Von 
Mises 应力 大值约为 6.4 MPa，小于 B 炸药反应阈
值 21.249 MPa，因此不会反应；发动机装药的 Von 
Mises 应力 大值约为 3.1 MPa，小于 HTPB 推进剂
反应阈值 974.1 MPa，因此也不会反应。 

 

表 12  三部段工况下的含能材料应力最大值 
Tab.12 Maximum stress of energetic materials with  

3-segment condition 

含能材料 

类型 
反应阈值/

MPa 
应力 大值/ 

MPa 
应力集中位置 

B 炸药 21.249 6.4 药柱大端通孔边缘

HTPB 推进剂 974.1 3.1 药柱前端通孔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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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对固体导弹水平跌落进行数值仿真，研究了

部段间螺栓连接的建模方法和断裂数量对全弹动力

学响应的影响。使用位移、加速度实测值进行了模

型校核，使用精度 高的全弹简化模型计算了全弹

应力场。 

1）不同的螺栓连接简化模型得到的全弹加速度

响应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壳体连接法、简支梁连接

法、梁间连接法不能正确反映实际情况下螺栓连接结

构的受力情况，因而无法准确计算全弹跌落过程中的

回弹加速度；而使用螺栓连接法作为简化模型时得到

的相对误差平均值 小，仅为 15.78%。 

2）螺栓断裂数量对于全弹的位移和加速度响应

具有显著影响。不考虑螺栓断裂将无法准确计算全弹

跌落过程中的回弹位移与加速度，位移误差平均值可

达 95 mm，相对误差平均值可达 46.92%。三部段工

况下的螺栓断裂数量与实际一致，且计算 为精确，

各测点处的位移误差平均值仅 17.5 mm，加速度相对

误差平均值仅 15.78%。 

3）经过位移、加速度实测值校核，使用基于螺

栓连接法的三部段工况模型计算全弹水平跌落的应

力响应。水平跌落条件下，战斗部装药应力 大值

6.4 MPa、小于反应阈值 21.249 MPa；发动机装药应

力 大值 3.1 MPa，远小于反应阈值 974.1 MPa。因

此，6 m 全弹水平跌落不会直接引起装药反应。通过

全弹水平跌落试验证实了本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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