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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弹性基底上阻尼碳纳米管的动力学特性

张大鹏，雷勇军
（国防科技大学 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采用欧拉梁模型建立了有阻尼碳纳米管在黏弹性基底上的动力学问题分析模型。通过引入非
局部理论、广义Ｍａｘｗｅｌｌ黏弹性模型、速度相依的外阻尼模型及黏弹性基底模型推导出碳纳米管动力学分析
的欧拉梁振动控制方程。在ＫｅｌｖｉｎＶｏｉｇｔ黏弹性模型基础上，分别给出无基底和全基底支撑时碳纳米管固有
频率的一般解析表达式，并分析讨论全基底时的多种典型情况。然后利用传递函数方法求解出一般边界条

件下振动控制方程的封闭解。以某单壁碳纳米管为例，得到不同边界条件下该单壁碳纳米管的前四阶固有

频率，并分析了碳纳米管非局部参数、黏弹性参数、基底刚度及长度等影响因素对固有频率和阻尼因子的影

响情况。结果表明，文中所建的动力学分析模型及计算方法对解决碳纳米管在黏弹性基底上的动力学问题

准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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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１年被发现以来［１］，碳纳米管（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ＣＮＴ）以优异的力学、化学、电学及光
学性能在物理、化学、纳米工程、电子工程和材料

工程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２－５］。为指导工程实

践，相关学者在碳纳米管制备［６］、电学［７－８］、力

学［９－１３］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力学试验方

面，近年来曼彻斯特大学的 Ｙｏｕｎｇ［１４－１６］通过将碳
纳米管或石墨烯固定在有机玻璃上，利用拉曼光

谱学法研究了相应结构的力学性能。其中固定在

有机玻璃上的碳纳米管可等效为在基底支撑下欧

拉梁的力学模型。通过对该模型进行动力学分

析，可为碳纳米管性能测试及其操纵技术［１７］等提

供重要参考。目前，针对梁在基底支撑下的静力

学变形、动力学响应及动力学稳定性等问题，相关

学者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１８－２２］。然而，在这些

研究中基底大多被简化为一维 Ｗｉｎｋｌｅｒ模型［２３］，

即将基底等效为多个相互独立的线性弹簧，基底

上任一点的作用力仅与该点变形成正比。由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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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玻璃属于典型的黏弹性材料，采用 Ｗｉｎｋｌｅｒ模
型并不能反映其黏弹性特性，因此为了更好地分

析碳纳米管在有机玻璃上的动力学特性，必须引

入黏弹性基底力学模型。

非局部理论［２４－２５］能较好地弥补经典局部理

论在纳米尺度下的不足［２，２６］，在碳纳米管动力学

问题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学者利用非

局部理论对碳纳米管在基底或周围介质支撑下的

动力学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

Ｃｈａｎｇ［２］根据热弹性力学及非局部弹性理论分析
了欧拉梁在Ｗｉｎｋｌｅｒ线弹性介质中的热力学振动
及扭转稳定性问题；Ｆａｎｇ及 Ｚｈｅｎ等［９］采用非局

部弹性理论建立了双壁碳纳米管在 Ｗｉｎｋｌｅｒ线弹
性介质中的动力学控制方程，并对其非线性自由

振动问题做了相关研究；Ｆｏｔｏｕｈｉ和 ＦｉｒｏｕｚＡｂａｄｉ
等［１０］通过非局部连续壳模型就弹性介质中纳米

锥自由振动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弹性介质简化

为Ｗｉｎｋｌｅｒ和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ｋ模型；Ｋｉａｎｉ［１１］针对任意边
界条件下粗短双壁碳纳米管在弹性基底上受轴向

载荷时的振动问题，采用非局部理论求得了动力

学控制方程的解析解；Ａｒａｎｉ等［２７］则基于非局部

理论和Ｗｉｎｋｌｅｒ模型分析了氮化硼纳米管的非线
性振动及不稳定性。就目前而言，针对碳纳米管

在黏弹性基底上的动力学问题的研究还很少。本

文提出了一种研究碳纳米管在黏弹性基底上动力

学特性的新方法，可为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有益

参考。

１　动力学控制方程

阻尼碳纳米管在黏弹性基底上的简化力学模

型如图 １所示，碳纳米管的长度为 Ｌ，安放在位于
［ｘ１，ｘ２］内的黏弹性基底上。下面通过建立振动
控制方程对其动力学特性问题进行研究。

１．１　非局部黏弹性理论

针对均匀各向同性弹性材料，Ｅｒｉｎｇｅｎ提出的
非局部弹性理论［２８］将非局部应力张量 ｔｉｊ和局部
应力张量σｉｊ表述为：

ｔｉｊ（ｘ）＝∫
Ｖ

Ｋ（ｘ－ｘ′，）σｉｊ（ｘ′）ｄＶ （１）

σｉｊ（ｘ′）＝λｅεｋｋ（ｘ′）δｉｊ＋２μｅεｉｊ（ｘ′） （２）
其中，Ｋ（ｘ－ｘ′，）为核函数，＝ｅ０ａ／Ｌｅ为无量
纲的非局部参量（ｅ０和Ｌｅ分别表示内部和外部特
征长度，ａ为相应的材料常数），Ｖ为弹性体的体
积，λｅ和μｅ为Ｌａｍｅ常数，εｉｊ为应变张量。

若核函数 Ｋ（ｘ－ｘ′，）为格林函数，

图１　黏弹性基底支撑下的阻尼碳纳米管
Ｆｉｇ．１　Ｄａｍｐ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ｗｉｔｈ

ａ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Ｅｒｉｎｇｅｎ提出的微分型本构方程［２９］为：

［１－（ｅ０ａ）
２
!

２］ｔｉｊ＝σｉｊ （３）
将该非局部弹性理论模型推广到黏弹性材料

中，有［３０］：

［１－（ｅ０ａ）
２
!

２］ｔｉｊ＝σｉｊ （４）
式中，ｔｉｊ和 σｉｊ分别表示非局部和局部黏弹性应
力张量。

广义Ｍａｘｗｅｌｌ黏弹性模型（如图２所示）的松
弛模量为：

Ｅ（ｔ）＝Ｅ
"

＋∑
Ｎ

ｍ＝１
Ｅｍｅ

－ｔτｍ （５）

式中，τｍ ＝ηｍ／Ｅｍ为松弛时间（其中，ηｍ为材料阻
尼，Ｅｍ为材料刚度）。

图２　广义Ｍａｘｗｅｌｌ模型
Ｆｉｇ．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ｘｗｅｌｌｍｏｄｅｌ

根据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迭加原理，可得碳纳米管的
本构方程为：

σｘｘ ＝Ｅ（ｔ）εｘｘ（０）＋∫
ｔ

０

Ｅ（ｔ－τ）
εｘｘ（τ）
τ

ｄτ

（６）

式中，εｘｘ ＝ｙ
２ｗ
ｘ２
（ｗ为梁的横向位移）。

根据式（４）、式（５）和式（６），可得［３１］：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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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ｅ０ａ）
２
!

２］ｔｘｘ ＝Ｅ
"

εｘｘ（ｔ）＋∫
ｔ

０
∑
Ｎ

ｍ＝１
Ｅｍｅ

τ－ｔ
τｍ
εｘｘ（τ）
τ

ｄτ

（７）

１．２　运动平衡方程

在基底支撑区域［ｘ１，ｘ２］上选取微元ｄｘ并进

行受力分析（如图１所示），得到微元ｄｘ的动力学
平衡方程为：

Ｑ（ｘ，ｔ）
ｘ

＋ＱＮ（ｘ，ｔ）＋Ｃｅ（ｘ，ｔ）＋ρＡ
２ｗ（ｘ，ｔ）
ｔ２

＝ｐ（ｘ，ｔ）

（８）

Ｑ（ｘ，ｔ）＝Ｍ（ｘ，ｔ）
ｘ

（９）

其中，Ａ为横截面，ｗ（ｘ，ｔ）为碳纳米管的横向变
形，ｐ（ｘ，ｔ）为分布外载荷，Ｍ（ｘ，ｔ）和Ｑ（ｘ，ｔ）分别
为弯矩和剪力，ＱＮ（ｘ，ｔ）为基底作用力，Ｃｅ（ｘ，ｔ）
为外阻尼力。

式（７）两端乘以ｙ并在横截面Ａ上积分，得：

Ｍ（ｘ，ｔ）＝（ｅ０ａ）
２２Ｍ（ｘ，ｔ）

ｘ２
＋Ｅ

"

Ｉ
２ｗ
ｘ２
＋

∫
ｔ

０
∑
Ｎ

ｍ＝１
ＥｍＩｅ

τ－ｔ
τｍ 

３ｗ
ｘ２τ

ｄτ （１０）

式中，Ｉ＝∫Ａｙ２ｄＡ表示横截面对ｙ轴的惯性矩。
联立式（８）、式（９）和式（１０），微元ｄｘ的动力

学平衡方程变为：

Ｅ
"

Ｉ
４ｗ
ｘ４
＋∫
ｔ

０
∑
Ｎ

ｍ＝１
ＥｍＩｅ

τ－ｔ
τｍ 

５ｗ
ｘ４τ
ｄτ＋［１－（ｅ０ａ）

２
!

２］Ｃｅ＋

［１－（ｅ０ａ）
２
!

２］ＱＮ ＋ρＡ［１－（ｅ０ａ）
２
!

２］
２ｗ
ｔ２

＝［１－（ｅ０ａ）
２
!

２］ｐ （１１）

１．３　外阻尼力及基底作用力

根据文献［３１］，外阻尼力Ｃｅ（ｘ，ｔ）取

Ｃｅ（ｘ，ｔ）＝Ｃ２∫
ｔ

０

μ２ｅ
－μ２（ｔ－τ）ｗ

τ
ｄτ （１２）

式中，Ｃ２为外阻尼系数，μ２为黏性系数。
由Ｗｉｎｋｌｅｒ模型［１９］可知，基底作用力ＱＮ（ｘ，ｔ）

与变形ｗ（ｘ，ｔ）间的关系式为：
ＱＮ（ｘ，ｔ）＝ｋｗ（ｘ，ｔ） （１３）

式中，ｋ为基底刚度。
在此模型基础上考虑基底的黏弹性，则基底

作用力可表示为：

ＱＮ（ｘ，ｔ）＝ ｋｗ（ｘ，ｔ）＋Ｃ０∫
ｔ

０

μ０ｅ
－μ０（ｔ－τ）ｗ

τ
ｄ[ ]τＨ（ｘ）
（１４）

式中，Ｃ０为基底的黏弹性阻尼系数，Ｈ（ｘ） ＝
［Ｈ０（ｘ－ｘ１）－Ｈ０（ｘ－ｘ２）］，Ｈ０（ｘ）为阶跃函数。

１．４　动力学控制方程

将外阻尼力表达式（１２）和基底作用力
式（１４）代入动力学平衡方程式（１１），可得：

Ｅ
"

Ｉ
４ｗ
ｘ４
＋∫
ｔ

０
∑
Ｎ

ｍ＝１
ＥｍＩｅ

τ－ｔ
τｍ 

５ｗ
ｘ４τ

ｄτ＋

Ｃ２［１－（ｅ０ａ）
２
!

２］∫
ｔ

０

μ２ｅ
－μ２（ｔ－τ）ｗ

τ
ｄτ＋

［１－（ｅ０ａ）
２
!

２］ｋｗ（ｘ，ｔ）＋Ｃ０∫
ｔ

０

μ０ｅ
－μ０（ｔ－τ）ｗ

τ
ｄ[ ]τＨ（ｘ）＋

ρＡ［１－（ｅ０ａ）
２
!

２］
２ｗ
ｔ２
＝［１－（ｅ０ａ）

２
!

２］ｐ

（１５）
为求解碳纳米管的固有频率 ω，令 ｐ（ｘ，ｔ）＝

０，同 时 振 动 控 制 方 程 式 的 解 形 如 ｗ ＝
Ｗ（ｘ）ｅｘｐ（ｉωｔ），则式（１５）可化为：

Ｅ
"

Ｉ＋∑
Ｎ

ｍ＝１
ＥｍＩ

ｉωτｍ
１＋ｉωτ( )

ｍ

ｄ４Ｗ
ｄｘ４

＋

ρＡω２－Ｃ２
ｉωμ２
ｉω＋μ２

－ ｋ＋Ｃ０
ｉωμ０
ｉω＋μ( )

０

Ｈ（ｘ[ ]）（ｅ０ａ）２ｄ
２Ｗ
ｄｘ２
＋

Ｃ２
ｉωμ２
ｉω＋μ２

＋ ｋ＋Ｃ０
ｉωμ０
ｉω＋μ( )

０

Ｈ（ｘ）－ρＡω[ ]２Ｗ＝０（１６）
令ｃ＝ ＥＩ／ρ槡 Ａ／Ｌ２，ζ０＝Ｃ０／ρＡ，ζ２＝Ｃ２／ρＡ，

ｋ ＝ｋ／ρＡ，同时引入无量纲项 α＝ｅ０ａ／Ｌ，珋ｘ＝
ｘ／Ｌ，珚Ｗ ＝Ｗ／Ｌ，则式（１６）可化为：

ｃ２ １＋ｉω∑
Ｎ

ｍ＝１

Ｅｍ
Ｅ
"

τｍ
１＋ｉωτ( )

ｍ

ｄ４珚Ｗ
ｄ珋ｘ４
＋ ω２－ｉωζ２

μ２
ｉω＋μ[

２

－

ｋ ＋ｉωζ０
μ０

ｉω＋μ( )
０

Ｈ 珋( ) ]ｘ α２ｄ
２珚Ｗ
ｄ珋ｘ２
＋ ｉωζ２

μ２
ｉω＋μ２

[ ＋

ｋ ＋ｉωζ０
μ０

ｉω＋μ( )
０

Ｈ（珋ｘ）－ω ]２ 珚Ｗ ＝０ （１７）

当碳纳米管端部为固支或简支时，其位移边界

条件可由位移直接给出。当碳纳米管端部自由时，

则需给出力边界条件，其弯矩和剪力表达式为：

Ｍ ＝ρＡＬ３ ｃ２ １＋ｉω∑
Ｎ

ｍ＝１

Ｅｍ
Ｅ
"

τｍ
１＋ｉωτ( )

ｍ

ｄ２珚Ｗ
ｄ珋ｘ２{ ＋

α２ ω２－ｉωζ２
μ２

ｉω＋μ２
－ ｋ ＋ｉωζ０

μ０
ｉω＋μ( )

０

Ｈ（珋ｘ[ ]）珚}Ｗ
（１８）

Ｑ＝ρＡＬ２ ｃ２ １＋ｉω∑
Ｎ

ｍ＝１

Ｅｍ
Ｅ
"

τｍ
１＋ｉωτ( )

ｍ

ｄ３珚Ｗ
ｄ珋ｘ３{ ＋

α２ ω２－ｉωζ２
μ２

ｉω＋μ２
－ ｋ ＋ｉωζ０

μ０
ｉω＋μ( )

０

Ｈ（珋ｘ[ ]）ｄ珚Ｗｄ珋}ｘ
（１９）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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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８）～（１９）中珚Ｗ（珋ｘ）满足碳纳米管的边界
条件，且为四阶常系数微分方程式（１７）的解，因

此可写成四项形如 珚Ｗ＝珚Ｗｎｅ
－ｉβ珋ｘ的和，则振动控制

方程式（１７）可化为：

ｃ２ １＋ｉω∑
Ｎ

ｍ＝１

Ｅｍ
Ｅ
"

τｍ
１＋ｉωτ( )

ｍ

β４＋ ｉωζ２
μ２

ｉω＋μ２
－ω２[ ＋

ｋ ＋ｉωζ０
μ０

ｉω＋μ( )
０

Ｈ 珋( ) ]ｘ α２β２＋ ｉωζ２
μ２

ｉω＋μ２
－ω２＋[ 　

ｋ ＋ｉωζ０
μ０

ｉω＋μ( )
０

Ｈ（珋ｘ]） ＝０ （２０）

对于固支、简支等边界条件，可以确定β的取
值，如两端简支时第ｉ阶模态对应有β＝ｉπ。假设

β已知，则振动控制方程式（２０）可化为关于 ω的
Ｎ＋２次常系数多项式，则存在Ｎ＋２个根，从而可
确定碳纳米管的固有频率。

２　非局部ＫｅｌｖｉｎＶｏｉｇｔ黏弹性模型

当黏弹性模型取 ＫｅｌｖｉｎＶｏｉｇｔ模型时，有

Ｎ＝１和Ｅ１→"

，并令τｄ＝η１／Ｅ
"

。同时假设外阻

尼和基底阻尼均为黏性阻尼（μ２→ "

，μ０→ "

）。

２．１　无基底支撑

基底作用力ＱＮ（ｘ，ｔ）中的Ｈ（ｘ）项限定了基

底的作用范围，当ｘ１ ＝ｘ２时，碳纳米管无基底支

撑。此时，式（２０）可化为：

－（１＋α２β２）ω２＋［ζ２＋α
２β２ζ２＋τｄｃ

２β４］ｉω＋ｃ２β４＝０

（２１）

对该二次方程求解，可得到固有频率为：

　 ωｎ ＝
ζ２
２＋

ｃ２β４

２（１＋α２β２）
τ[ ]ｄ ｉ

－ ζ２
２＋

ｃ２β４

２（１＋α２β２）
τ[ ]ｄ

２

＋ ｃ２β４

１＋α２β槡 ２

（２２）

式（２２）同文献［３１］中无基底非局部欧拉梁
固有频率表达式完全一致。

２．２　全基底支撑

当ｘ１ ＝０且ｘ２ ＝Ｌ时，碳纳米管在全长内均

受基底支撑，此时式（２０）可化为：

－（１＋α２β２）ω２＋［（ζ０＋ζ２）（α
２β２＋１）＋

τｄｃ
２β４］ｉω＋［ｃ２β４＋ｋ（α２β２＋１）］＝０

（２３）

则式（２３）根的一般表达式可写为：

ωｎ ＝
ζ０＋ζ２
２ ＋

τｄｃ
２β４

２（１＋α２β２[ ]
）
ｉ

－ ζ０＋ζ２
２ ＋

τｄｃ
２β４

２（１＋α２β２[ ]
）

２

＋ｃ
２β４＋ｋ（α２β２＋１）

１＋α２β槡 ２

（２４）
根据特定物理意义，对固有频率的一般表达

式（２４）进行讨论，可得以下几种特殊情况：
１）当碳纳米管等效为无阻尼局部弹性梁时，

α＝τｄ ＝ζ０ ＝ζ２ ＝０，则固有频率为：

ωｎ ＝ｃβ
２ １＋ｋ



ｃ２β槡 ４ （２５）

与熟知的欧拉梁经典解ωｎ ＝ｃβ
２相比，考虑

了基底的刚度参量ｋ。
２）当碳纳米管等效为有阻尼局部欧拉梁时

有α＝τｄ ＝０，可得固有频率为：

ωｎ ＝
ζ０＋ζ２
２ ｉ＋ｃβ２ － ζ０＋ζ２

２ｃβ[ ]２

２

＋１＋ｋ


ｃ２β槡 ４

（２６）
若ｋ ＝ζ０＝０，则该解即为黏性阻尼欧拉梁

的经典解。

３）当α＝ζ０＝ζ２＝０时，碳纳米管为局部黏
弹性梁，则有：

ωｎ ＝
　

　

τｄｃβ
２

２ ｉ＋ － τｄｃβ
２( )２

２

＋１＋ｋ


ｃ２β槡 ４[ ]　　 ｃβ２

（２７）
４）当碳纳米管等效为无阻尼非局部弹性欧

拉梁时，τｄ ＝ζ０ ＝ζ２ ＝０，有：

ωｎ ＝ｃβ
２ １
１＋α２β２

＋ｋ


ｃ２β槡 ４ （２８）

若ｋ ＝０，则该解与文献［３２］中无阻尼非局
部欧拉梁固有频率表达式一致。

５）当等效为非局部黏弹性欧拉梁时，ζ０ ＝
ζ２ ＝０，碳纳米管复固有频率表达式为：

ωｎ ＝
ｃ２β４

１＋α２β２
　

　

τｄ
２ｉ[ ＋

－
τ２ｄ
４＋

１＋α２β２

ｃ２β４
＋ｋ α２β２＋１

ｃ２β( )４

２

槡
]　　
（２９）

简要分析了这几种特殊情况下碳纳米管的固

有频率，一般情况下，针对振动控制方程则可通过

传递函数法［３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ＦＭ）
进行求解。

３　传递函数法求解

在有基底支撑作用下的 珋ｘ１，珋ｘ[ ]
２ 区域内，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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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７）可写为：

ｃ２ １＋ｉω∑
Ｎ

ｍ＝１

Ｅｍ
Ｅ

"

τｍ
１＋ｉωτ( )

ｍ

ｄ４珚Ｗ
ｄ珋ｘ４
＋

ω２－ｉωζ２
μ２

ｉω＋μ２
－ ｋ ＋ｉωζ０

μ０
ｉω＋μ( )[ ]

０

α２ｄ
２珚Ｗ
ｄ珋ｘ２
＋

ｉωζ２
μ２

ｉω＋μ２
＋ ｋ ＋ｉωζ０

μ０
ｉω＋μ( )

０

－ω[ ]２ 珚Ｗ ＝０
（３０）

在无基底支撑作用下的［０，珋ｘ１）∪ （珋ｘ２，１］区
域内，式（１７）可写为：

ｃ２ １＋ｉω∑
Ｎ

ｍ＝１

Ｅｍ
Ｅ

"

τｍ
１＋ｉωτ( )

ｍ

ｄ４珚Ｗ
ｄ珋ｘ４
＋ ω２－( 　

　

ｉωζ２
μ２

ｉω＋μ)
２

α２ｄ
２珚Ｗ
ｄ珋ｘ２
＋ ｉωζ２

μ２
ｉω＋μ２

－ω( )２ 珚Ｗ＝０
（３１）

３．１　基底支撑区域

首先定义状态向量为：

η（ｘ，ω）＝ 珚Ｗ，ｄ
珚Ｗ
ｄ珋ｘ
，
ｄ２珚Ｗ
ｄ珋ｘ２
，
ｄ３珚Ｗ
ｄ珋ｘ[ ]３

Ｔ

（３２）

将式（３０）写成状态方程形式，如式（３３）
所示。

ｄη（ｘ，ω）
ｄ珋ｘ

＝Φ（ω）η（ｘ，ω） （３３）

Φ（ω）＝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Ａ２－Ａ３
ｃ２Ａ１

０
α２（－Ａ２＋Ａ３）

ｃ２Ａ１















０

（３４）
式中，

Ａ１ ＝１＋ｉω∑
Ｎ

ｍ＝１

Ｅｍ
Ｅ

"

τｍ
１＋ｉωτｍ

，

Ａ２ ＝ω
２－ｉωζ２

μ２
ｉω＋μ２

，

Ａ３ ＝ｋ ＋ｉωζ０
μ０

ｉω＋μ０
。

状态方程式（３３）的解可写为：
η（ｘ，ω）＝ｅｘｐ［Φ（ω）（珋ｘ－珋ｘ１）］η１（ω）（３５）

式中，η１（ω）＝η（珋ｘ１，ω）。当 珋ｘ＝珋ｘ２时，式（３５）有
η２（ω）＝Ψ（ω）η１（ω） （３６）

式中，Ψ（ω）＝ｅｘｐ［Φ（ω）（珋ｘ２－珋ｘ１）］。

３．２　碳纳米管整体区域

将式（３１）写成状态方程形式，如式（３７）所示。
ｄηｘ，( )ω
ｄ珋ｘ

＝Φ（ω）η（ｘ，ω） （３７）

式中，

Φ（ω）＝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Ａ２
ｃ２Ａ１

０
－α２Ａ２
ｃ２Ａ１
















０

（３８）

碳纳米管的边界条件可以表示为：

Ｍ（ω）ηＬ（ω）＋Ｎ（ω）ηＲ（ω）＝０ （３９）
式中，ηＬ（ω）＝η（０，ω），ηＲ（ω）＝η（１，ω），Ｍ（ω）
和 Ｎ（ω）为碳纳米管的边界条件选择矩阵［３３］。

通过转换矩阵，ηＲ（ω）可以通过ηＬ（ω）表示为：
ηＲ（ω）＝ＴＲ（ω）Ψ（ω）ＴＬ（ω）ηＬ（ω） （４０）

其中，ＴＲ（ω）＝ｅｘｐ［Φ（ω）（珋ｘＲ－珋ｘ２）］，ＴＬ（ω）＝
ｅｘｐ［Φ（ω）珋ｘ１］。

将式（４０）代入式（３９），则
［Ｍ（ω）＋Ｎ（ω）ＴＲ（ω）Ψ（ω）ＴＬ（ω）］ηＬ（ω）＝０

（４１）
因此，系统的特征方程为：

ｄｅｔ［Ｍ（ω）＋Ｎ（ω）ＴＲ（ω）Ψ（ω）ＴＬ（ω）］＝０

（４２）
若ωｊ为其特征值，则对应的模态振型为：

η（珋ｘ，ωｊ）＝
ｅｘｐ［Φ（ωｊ）珋ｘ］ηＬ（ωｊ），珋ｘ∈［０，珋ｘ１）

ｅｘｐ［Φ（ωｊ）（珋ｘ－珋ｘ１）］ＴＬ（ωｊ）ηＬ（ωｊ），珋ｘ∈［珋ｘ１，珋ｘ２］

ｅｘｐ［Φ（ωｊ）（珋ｘ－珋ｘ２）］Ψ（ωｊ）ＴＬ（ωｊ）ηＬ（ωｊ），珋ｘ∈（珋ｘ２，１
{

］

（４３）

４　算例分析

以某单壁碳纳米管（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ｌｌｅｄ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ＳＷＣＮＴ）为分析对象，黏弹性模型取
ＫｅｌｖｉｎＶｏｉｇｔ模型，分析不同边界条件下碳纳米管
非局部参数、黏弹性参数以及基底刚度等对碳纳

米管固有频率的影响情况。计算中涉及的主要基

本参数［３１］如下：ＳＷＣＮＴ的等效半径 ｒ＝０５５ｎｍ，
等效壁厚δｔｈ＝０３４２ｎｍ，长度Ｌ＝１１ｎｍ，杨氏模量
Ｅ＝１ＴＰａ，质量密度 ρ＝２２４ｇ／ｃｍ３，非局部参数
α∈［０，０２］，黏弹性模型 ＫｅｌｖｉｎＶｏｉｇｔ中 τｄ∈
［０，１０－４］，基底刚度系数 ｋ∈［０，３×１０５］。为
便于分析理解，假设系统不消耗能量，黏性阻尼系

数ζ０＝ζ２＝０。
表１给出了不同边界条件和基底支撑下弹性

和黏弹性碳纳米管的前四阶固有频率。采用

ＴＦＭ计算得到的无基底支撑下弹性碳纳米管的
固有频率与文献［３２］中相关结果相吻合，验证了
模型及算法的正确性。从表纵向分析可知，各阶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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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频率在悬臂、简支及固支条件下受边界连接

刚度的影响依次递增。从表横向分析，除悬臂梁

基率外，悬臂梁后三阶固有频率和其他边界条件

下各阶固有频率均随非局部参数 α的增大而逐

渐减小，考虑黏弹性参数τｄ后系统的固有频率出
现了虚部，且相对无基底支撑而言，增加基底支撑

后各阶固有频率明显增大。下面将在全基底支撑

条件下对各参数的具体影响特性进行分析。

表１　不同边界条件下不同α时固有频率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ｎｏｂｅａ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α

边界

条件

无基底支撑下弹性碳纳米管固有频率／ＧＨｚ
（τｄ＝０）

全基底支撑下黏弹性碳纳米管固有频率／ＧＨｚ

（ｋ ＝３×１０５，τｄ＝１０
－４）

α＝０ α＝０．１ α＝０．２ α＝０ α＝０．１ α＝０．２

悬臂

３９．７９６６ ３９．９６９４ ４０．５１４１ ９５．８＋０．５ｉ ９５．９＋０．５ｉ ９６．１＋０．５ｉ

２４９．４０１１ ２３４．０６５６ １９８．９３７１ ２６３．５＋１９．５ｉ ２４９．２＋１７．２ｉ ２１６．８＋１２．４ｉ

６９８．３３０３ ５７７．９７４５ ４１６．６７４７ ６８６．９＋１５３．２ｉ ５７５．０＋１０４．９ｉ ４２２．２＋５４．５ｉ

１３６８．４４８７ ９６９．８９３４ ６１３．４１０２ １２３８．６＋５８８．３ｉ ９２７．９＋２９５．５ｉ ６０８．２＋１１８．２ｉ

简支

１１１．７１ １０６．５８ ９４．５８９ １４１．６＋３．９ｉ １３７．６＋３．６ｉ １２８．６＋２．８ｉ

４４６．８４ ３７８．３６ ２７８．２４ ４５０．９＋６２．７ｉ ３８５．７＋４５．０ｉ ２９０．６＋２４．３ｉ

１００５．４ ７３１．６５ ４７１．１８ ９５７．９＋３１７．６ｉ ７１７．４＋１６８．２ｉ ４７４．１＋６９．７ｉ

１７８７．４ １１１３．０ ６６０．７９ １４８１．６＋１００３．６ｉ １０４６．３＋３８９．１ｉ ６５２．２＋１３７．２ｉ

固支

２５３．２ ２３９．０ ２０６．９ ２６５．１＋２１．２ｉ ２３９．７＋１７．３ｉ １９２．８＋１１．２ｉ

６９８．１ ５７７．１ ４１１．８ ７１５．１＋１６０．７ｉ ５６７．８＋９９．４ｉ ３９０．９＋４６．４ｉ

１３６８．５ ９７０．２ ６１７．２ １２９７．３＋６１７．７ｉ ９２５．４＋２７９．６ｉ ５８５．３＋１０５．８ｉ

２２６２．１ １３７３．５ ８１０．８ １５７６．５＋１６１１．７ｉ １２５０．８＋５６２．９ｉ ７６９．４＋１８７．７ｉ

　　不同边界条件下非局部参数 α对频率比
Ｒｅｉ／Ｒｅｉ０及Ｉｍｉ／Ｒｅｉ０的影响曲线如图 ３所示，其中
Ｒｅｉ和Ｉｍｉ分别为第 ｉ阶固有频率的实部和虚部，
Ｒｅｉ０为所分析参数为初始值时的第 ｉ阶固有频率
实部。从图 ３（ａ）和图 ３（ｂ）可以看出，悬臂梁
（Ｃ－Ｆ）的一阶固有频率随α的变化很小，近似水
平；两端简支（Ｓ－Ｓ）、固支 －简支（Ｃ－Ｓ）及两端
固支（Ｃ－Ｃ）时一阶固有频率均随 α的增大而减
小，且减小幅度依次递增，即固有频率对 α的敏
感度随边界连接刚度的提高而增大。对比图

３（ｃ）和图３（ｄ），二阶固有频率在各边界条件下
具有相似规律，且α的影响程度随固有频率阶次
的增加而增大，其变化规律与碳纳米管复固有频

率解析表达式（２９）相符。
图４给出了碳纳米管前两阶固有频率虚部随

黏弹性参数τｄ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各
边界条件下前两阶固有频率虚部随 τｄ呈线性增
大，与固有频率解析表达式（２９）的虚部表达式
［ｃ２β４／（２＋２α２β２）］τｄｉ相一致。同时可以看出，
碳纳米管在悬臂、简支、固支－简支及固支条件下
受τｄ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增，即各阶固有频率虚部

对τｄ的敏感度随边界连接刚度的提高而增大。
对复固有频率表达式（２９）的实部进行分析，发现
各边界条件下松弛时间 τｄ对固有频率实部的影
响很小。

基底刚度系数 ｋ对碳纳米管前两阶固有频
率影响曲线如图５所示。前两阶固有频率在不同
边界条件下随刚度系数ｋ的增大而逐渐增大，且
两端固支梁增大幅度很小，而悬臂梁则有明显增

大，刚度系数ｋ从０增大到３×１０５时，一阶固有
频率实部增大了近１４倍，即碳纳米管对ｋ的影
响敏感度随边界连接刚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同

时可以看出，基底刚度ｋ对固有频率的影响随阶
次的增加而减小。通过分析复固有频率解析表达

式（２９）的虚部可知，各边界条件下碳纳米管固有
频率虚部不受基底刚度系数ｋ的影响。

图 ６给出了基底长度ｌ０对各边界条件下前两
阶固有频率实部的影响曲线，其中基底长度 ｌ０定
义为 ｌ０＝珋ｘ２－珋ｘ１，且基底分布于碳纳米管的中心
处，即（珋ｘ２＋珋ｘ１）／２＝１／２。从图 ６（ａ）可以看出，
各边界条件中悬臂梁的基频实部受基底长度ｌ０影
响最大，从无基底支撑到全基底支撑时增大了近

·６４１·



　第６期 张大鹏，等：黏弹性基底上阻尼碳纳米管的动力学特性

（ａ）一阶实部
（ａ）Ｒｅ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ｂ）一阶虚部
（ｂ）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ｃ）二阶实部
（ｃ）Ｒｅ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ｄ）二阶虚部
（ｄ）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图３　不同边界条件下前两阶复固有频率
随非局部参数α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ｗｉｔｈα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一阶虚部
（ａ）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ｂ）二阶虚部
（ｂ）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图４　不同边界条件下前两阶复固有频率
随松弛时间τｄ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ｗｉｔｈτ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一阶实部
（ａ）Ｒｅ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ｂ）二阶实部
（ｂ）Ｒｅ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图５　不同边界条件下前两阶复固有频率

随基底刚度系数ｋ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ｋ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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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倍；其他边界条件下碳纳米管一阶固有频率
随ｌ０的增大有所增大，但增大速率逐渐减小，同
基底刚度系数ｋ影响规律相似，碳纳米管对ｌ０的
敏感度随边界连接刚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基底

长度ｌ０对二阶固有频率实部有相似影响，值得注
意的是悬臂梁二阶固有频率实部在 ｌ０∈（０４，
０８）区间时变化很小。另外通过分析，基底长度
ｌ０对各阶固有频率虚部影响很小，曲线近似水平。

（ａ）一阶实部
（ａ）Ｒｅ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ｂ）二阶实部
（ｂ）Ｒｅ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图６　不同边界条件下前两阶复固有频率
随基底长度ｌ０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ｌ０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５　结论

采用欧拉梁模型建立了有阻尼碳纳米管在黏

弹性基底上的动力学问题分析模型。通过引入非

局部理论、广义Ｍａｘｗｅｌｌ黏弹性模型、速度相依的
外阻尼模型及黏弹性基底模型，建立了碳纳米管

动力学分析的欧拉梁振动控制方程。基于

ＫｅｌｖｉｎＶｏｉｇｔ黏弹性模型，在特定边界条件下给出
了碳纳米管固有频率的一般精确解析式，并分析

讨论了多种典型情况。分析表明，无基底支撑时

有／无阻尼的经典局部欧拉梁及非局部欧拉梁均
是所建模型的特殊情况。

利用传递函数方法得到了一般边界条件下碳

纳米管的振动控制方程的封闭解。以某单壁碳纳

米管为算例，得到了不同边界条件下 ＳＷＣＮＴ的
前四阶固有频率，并分析了碳纳米管非局部参数、

黏弹性参数、基底刚度及长度等影响因素的动力

学特性。其主要结论有：

１）无基底支撑时碳纳米管固有频率与已有
文献中结果吻合，验证了所建模型及计算方法的

正确性；

２）非局部参数 α对固有频率的实部和虚部
均有较大影响，且影响程度随碳纳米管边界连接

刚度和频率阶次的增大而增大；

３）不同边界条件下各阶固有频率实部受碳
纳米管松弛时间 τｄ影响很小，而虚部则随 τｄ的
增大近似呈线性增加；

４）基底刚度及长度对各阶固有频率虚部影
响均很小，而实部则随之增大而增大，同时基底刚

度和长度的影响程度随频率阶次增高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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