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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本文中，以聚醚多元醇和异氰酸酯为原料，通过选择不同种类的异氰酸酯基材，调节含水量调整泡沫密度和泡孔大小，

提升复合聚氨酯泡沫的力学性能，选择力学性能最佳的含水量。并使用三种不同的织物与蜂窝型柱状结构的聚氨酯泡沫相结

合。采用三种冲击头模拟不同形状冲击表面对聚氨酯复合泡沫的影响。结果显示，PU2-1.5%的力学性能更好；在压缩过程中，

使用间隔织物的压缩性能最佳；间隔织物对冲击过程中的应力波起到明显地耗散和吸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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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精要： 

随着人们对运动的安全性的重视，人体个人防护也变得

越来越重要。缓冲材料作为防护装备保护人体器官、关节等

重要部位的运动装备，需要具有足够的抗冲击和缓冲能力。

并且，还应具有轻质、柔软、灵活、可循环使用等特点，以

保证人体在受到外界冲击伤害时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人体，

避免或减少发生不可逆转的伤害。 

在本文中，以聚醚多元醇和异氰酸酯为原料，通过选择

不同种类的异氰酸酯基材，通过改变去离子水的含量，来探

究泡沫密度及泡孔结构对聚氨酯泡沫力学性能的影响，选择

出力学性能最佳的含水量，结果显示，PU2-1.5%的质量更低，

密度更小，机械性能更好。在最佳含水量的基础上，使用三

种不同的织物与蜂窝型柱状结构的聚氨酯泡沫相结合。采用

三种冲击头模拟不同形状冲击表面对聚氨酯复合泡沫动态

缓冲性能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压缩过程中，使用间隔织物

的压缩性能最佳；间隔织物对聚氨酯复合泡沫冲击过程中的

应力波起到明显地耗散和吸收作用。 

 

致谢：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号 51503145、

11702187）,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号 2018J01504、

2018J01505）和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18JCQNJC03400）的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