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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斄斖棬斸斾斾旈旚旈旜斿旐斸旑旛旀斸斻旚旛旘旈旑旂棭作为一种变革性的数字化制造技术棳是新质生产力棳代表了先
进制造技术的重要发展趋势棳在航空航天暍轨道交通暍生物医疗和能源核电等工业领域有巨大的应用空间
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暎与传统减材和等材制造工艺不同棳斄斖 依据三维斆斄斈设计数据棳通过光源或高能热
源等将离散材料棬液体暍粉材和丝材等棭逐层堆叠形成实体零部件棳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由制造近净成型过
程暎因此棳其在复杂结构零件快速制造暍个性化定制暍高附加值产品制造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暎

目前棳增材制造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深入应用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关键力学问题暎这些问题往往涉
及多尺度多物理耦合和强非线性棳对计算力学方法精度暍效率和稳定性等提出了诸多挑战暎因此棳亟需发
展高效可靠的计算方法和数值计算模型以辅助增材成形机理探究和工艺参数优化棳该领域亦是目前计算
力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发展方向暎为此棳暥计算力学学报暦组织出版了增材制造计算力学专题棳该专题包括
椄篇研究论文棳旨在集中反映该领域国内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棳以期促进增材制造计算力学领域学术交
流棳并供相关学者和技术人员参考暎

基于高能热源的金属增材制造技术是该领域目前的重要发展方向棳有望成为工业高端装备结构迭代
升级的关键技术途径之一暎针对增材制造过程灢微观组织灢材料力学性能数值模拟等方面棳专题组织了
椂篇文章暎其中棳针对制造过程的热灢流灢固强耦合问题棳李明健和廉艳平等提出了多物理场物质点有限元
法棳为该问题的高效高精度求解提供了一种新型数值模拟方法暎周翔和江五贵等采用有限体积法建立了
斍斎棿棻椂椆合金选区激光熔化过程的高保真数值模型棳揭示了剥蚀暍球化等制造缺陷的形成机理棳为成型质
量工艺参数优化提供了依据暎针对斄旍斢旈棻棸斖旂合金激光选区熔化增材制造技术棳钱学海和赵吕等发展了
结合离散元法和有限体积法的高保真数值模型棳探究了基板温度对熔池温度场的影响规律棳给出了降低热
应力和残余应力的工艺参数优化参考暎进一步棳常珂和易敏等发展了热灢流灢微观组织耦合相场模型棳实现
了棾棻椂斕不锈钢合金激光选区熔化从铺粉到粉末熔化凝固过程的数值模拟暎针对金属增材制造过程灢微观
组织灢力学性能数值模拟问题棳王艺飞和张昭等发展了基于顺序耦合策略的传热有限元法灢斖旓旑旚斿斆斸旘旍旓模
型灢晶体塑性有限元法计算框架棳实现了电弧送丝增材制造斣旈灢椂斄旍灢棿斨合金的全过程模拟棳揭示了成型材
料力学性能各向异性的机理暎进一步棳肖庆晖暍朱思瑛和易敏等发展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增材制造合金
力学性能高效预测模型棳实现了基于材料微观组织的增材铜合金力学性能计算效率较传统晶体塑性有限
元法的数量级提升暎

在其他增材制造技术的数值计算方面棳专题组织了棽篇文章暎其中棳针对连续纤维增材制造技术棳
叶红玲等基于独立连续拓扑变量提出了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结构多尺度拓扑优化方法棳实现了连续纤
维复合材料结构宏观拓扑暍微观纤维方向和纤维疏密的并行优化设计暎针对冷喷涂增材制造技术棳陈聪和
刘岩等发展了基于无网格物质点法的成型过程数值模型棳揭示了不同冲击速度下颗粒和基底氧化物对接
触面积暍塑性变形程度的影响规律暎

目前棳增材制造计算力学所涉及的研究内容颇为广泛暎由于篇幅所限棳本专题尚未涉及其他增材工艺
棬如光固化制造技术和外场辅助增材技术等棭棳也未囊括考虑真实制造形貌和缺陷的构件力学响应数值模
拟等方面的研究内容暎目前棳考虑增材制造工艺特点的拓扑优化算法暍增材制造工艺过程的高效高精度数
值模拟方法暍增材制造材料与结构力学性能与寿命评估方法以及数据驱动计算方法仍存在诸多挑战性问
题暎本专题期望以此为契机棳积极推动增材制造计算力学理论暍模型暍算法及工艺仿真软件的发展棳从而为
先进制造工艺发展和先进制造强国战略实施棳提供坚实理论基础和关键技术支撑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