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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模拟常见的纸张撕裂现象是薄片形变模拟算法中的一种重要应用
'

这里提出了一种基于薄片

揉皱模型的撕裂模拟算法
'

该算法使用揉皱张量场模型作为撕裂形变模拟的输入数据来引导裂缝

的生长!在每一步迭代中准确地更新一个反映薄片内各点处的张量场并执行动态的重网格化!制作

出了真实的纸张裂缝与三维褶皱效果
'

该算法能在数秒内得到最终模拟结果!实验证明该算法可以

逼真地生成揉皱纸张受到外力作用下的撕裂效果图
'

关键词"纸张撕裂模拟%纸片褶皱%动态自适应重网格化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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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内的物理真实感模拟研究

中!对于薄片的破坏性形变算法的研究已经有了一

些工作
'

对诸如纸张0铝箔等薄片物体在外力作用下

发生不可恢复的弯折或者直接破碎等形变现象已有



方法能做较为逼真的模拟
'

这一类基于易损薄片的

形变算法与基于弹性能量的薄膜形变算法'

#6)

(具有

本质的不同"后者强调形变量的整体协调分布并在

此过程中保持原模型的细节!输入模型仅发生整体

形状的改变且表示所用的网格的结构不变%而前者

计算的是不可逆的破坏性改变!导致直接改变网格

拓扑结构!并且从简单的基础形状上诞生出新的物

理可信的裂纹0残片等细节
'

我们观察到日常生活中撕纸时纸张会发生一种

常见现象"1折痕引导裂缝2

'

这是指当纸张受到外

力揉捏0折叠等作用后往往会留下不可逆的折痕
'

即

使纸张被展开并摊平试图恢复原状!但之前的折痕依

然存在
'

随后纸张在两个反方向外力同时作用下会出

现裂缝
'

这种裂缝的起始位置一般是在两个受力点中

部的一个随机区域内!然后会沿着折痕发展!并最终

得到一个逼近于原来折痕形状的裂缝
'

传统方法没有

考虑折痕的这种影响!已知的关于薄片不可逆形变的

方法仅研究对平整的纸张在外力撕扯下的效果'

5

(

'

对纸张的揉皱与撕裂过程都可以很好地用三角

网格的薄片模型#

.=/AC=11.?%F1&

$来模拟
'

由于纸

张1薄2的特点!我们抛弃传统的四面体网格建模!直

接使用三角网格曲面模型!节省了很大的计算量
'

在

揉皱和撕裂过程中!我们都使用了自适应的三角网

格重划分来进行数值模拟与几何建模
'

在揉皱的过

程中!我们在三角网格内部记录薄片破损程度以及

其破损方向场等数据!这些数据将会被用于随后的

薄片撕裂的模拟中
'

为了绕开揉皱薄片的展开摊平

这一较难模拟的逆过程!我们这里放弃了揉皱过程

中的三维几何数据!直接将薄片破损数据嵌入平整

的三角网格中来引导撕裂的动态过程
'

对揉皱的网格进行撕裂模拟有一些挑战
'

揉皱

过程中得到的自适应网格需要保持其在揉皱部分的

紧密
'

揉皱的过程中!对破损程度以及塑形张量迅速

变化的部分我们使用紧密的网格划分
'

这样做的原

因是如果这部分的被粗化!会极大地降低模拟精度
'

我们采用了在揉皱过程中使用的尺寸场作为输入!

将其作为最终的尺寸场的一部分!让细密的部分避

免被粗化以保证模拟精度
'

在计算平整纸片的撕裂

的迭代运算时!采用裂缝传播的方法'

5

(

!确保裂缝在

主体方向上沿着折痕或者褶皱的方向传播
'

采用揉

皱过程得到破损量等数据对分裂张量模型进行改

进!影响裂缝的传播方向从而得到逼真的揉皱纸片

的撕裂动态过程
'

对弹性薄片的物理真实模拟一直是图形学中一

个重要的部分'

!64

(

'

对带有一定厚度的塑性材料常使

用四面体网格建模!模拟算法的目标一般是保持其

体积不变'

"

(

'

但是四面体网格不适合在厚度几乎可

以忽略的薄片模型上使用"

/̂0R&1

等'

7

(提出了一种

塑性嵌入来避免塑性在网格中的扩散
'(>->/A

等'

8

(

将塑性嵌入的方法引入到了布料模拟中
'

自适应的网格重划分近来在各类物理真实感的

模拟算法中被使用!比如文献'

B6#*

(利用四面体网

的自适应重划分表示流体模拟的计算域!文献'

86B

(

为了执行薄片模拟而做三角网格的重划分
'

对于较

坚硬的材料!网格重划分时会由于点位置的扰动引

入一些异常的张力!

(>->/A

等'

8

(提出了一个重新整

理的方法来解决该问题
'

图形学中最早的撕裂模拟研究可以追溯到

X1-K%

M

%I&%C

的研究'

#5

(

!这种方法使用了简单的张

力限制!超过某个临界值的地方将会被撕裂
'

在近些

年图形学的研究中!使用到了分离张量'

#!

(

!分离张

量提供了每个点上的最大张力的标准
'

由于分离张

量与三角网格中面的大小以及其邻接的面有关!所

以只能在相对均匀的网格上使用
';/A

S

%&F

'

#4

(提出

了一种薄片上统一的拉伸和折弯张量模型!但是这

种静态的网格重划分方法和简单的撕裂判断条件会

带来一些不真实的撕裂图案
'

文献'

5

(中使用了自适

应的动态网格重划分以及一种新的基于分离张量的

撕裂模型得到了很好的平整的薄片的撕裂模拟
'

本

文在薄片褶皱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褶皱薄片的撕裂模

拟!以得到接近物理真实细节丰富的薄片撕裂效果
'

E

!

算法概述

我们的模型使用了
(>->/A

等'

8

(的结果作为输

入!文献'

8

(的模型接受一个平整的薄片作为输入!

然后输出一个揉皱的模型
'

我们通过一个改进的撕

裂算法来对这个揉皱的薄片来进行撕裂模拟
'

文献'

8

(的模型中!薄片有
5

个不同嵌入!分别

是二维平面上的材料嵌入!

#

个塑性嵌入!还有
#

个

模拟中的存在弹性形变的嵌入
'

采用材料嵌入作为

我们算法的输入
'

这个嵌入本身并没有保存揉皱后

的薄片的形变!我们保存每个点上的破坏程度以及

塑性张量!通过这些量来对纸片撕裂过程的方向做

引导!以达到揉皱纸片撕裂模拟的目的
'

EOE

!

模拟过程

撕裂模拟的过程和文献'

5

(的模拟过程类似!每

5B8

第
##

期 自适应网格揉皱薄片的撕裂模拟



个顶点对应着一个没有形变的空间中的坐标
=

以及

模拟空间中的世界坐标
8

!速度
0

!塑性张量
#

J

!

#

*

分别代表拉伸塑性和折弯塑性
'

在每一步中!我们首先更新每个顶点的位置!这

个时候会处理碰撞的问题!之后会重新计算每个塑

性张量
'

使用这些计算好的数据来更新撕裂过程!在

材料不能承受的地方生成新的裂缝
'

之后为了保证

模拟的精度!对裂缝附近做一个网格精细化!然后再

对整个网格做网格重划分!然后继续下一步的模拟
'

EOC

!

弹性模型

我们使用的弹性模型和文献'

8

(的模型类似
'

形

变梯度
$_

!

=

%

是一个
5

阶矩阵!描述拉伸的
;-11A

张量由

&

9

#

)

#

$

X

$

:

'

$ #

#

$

给出!由材料嵌入可算出张力"

%9

A

.

#

#

:

0

$

&

<

0.-

#

&

$

'

#

)

$

式中!

A

.

_G

&#

#̀ 0

)

$是拉伸刚性
?

这些量都是在网

格的每个面上计算的
?

离散的弯曲应变'

#)

(可以通过

每个面和它邻接的面的夹角算出!

#

9

#

)L

#

5

,

9

#

&

,

:&

T

# $

,

%

,

(

,

(

)

,

#

5

$

式中!

L

代表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

,

是边的长度!

(

,

是

每个边的垂线方向的单位向量!

&

,

是二面角!

&

T

,

是放

松状态下的二面角
?

薄片的弹性势能就可以用下式给出"

P

9

#

E>01C

,

L

,

)

&

,

"

%

,

<

#

1F

S

1C

,

A

F

%

)

,

8L

,

&

,

:&

T

# $

,

)

#

!

$

平整薄片作为揉皱过程的输入在揉皱过程中得到薄片的形变以及破损量!作为撕裂模型的输入产生揉皱后的撕裂效果
?

图
E

!

撕裂模拟流程

M$

*

OE

!

L+)#"'')21",+$9

*

)2#+76

-

4"&'.""1'

式中!拉伸刚性
A

F

_

'

A

.

#

)

&

#)

!参量
'

使得材料可以

有各向异性的刚性
?

网格顶点的运动可以通过对势

能方程求导得出网格顶点的运动方程
?

C

!

揉皱撕裂模型

我们将揉皱的薄片的撕裂看作是平整薄片撕裂

的一种扩展
'

在平整薄片的撕裂中'

"

(

!使用了一种在

动态网格重划分的网格上的一种裂缝传播的算法!

我们将基于这个算法给出一个揉皱薄片的裂缝传播

算法
'

对于揉皱薄片的撕裂模拟有两个主要过程!第

一部分揉皱过程将一个平整薄片作为输入!使用文

献'

8

(提出的算法对平整薄片进行揉皱操作!同时记

录下薄片在揉皱过程中产生的破损信息作为撕裂过

程的输入
'

在撕裂过程中!算法接受揉皱模型产生的揉皱

薄片以及揉皱过程中产生的有形变的薄片以及破损

信息作为输入!模拟揉皱薄片在有折痕产生的情况

下产生的撕裂效果
'

COE

!

揉皱模型

采用文献'

8

(提出的弹性塑性揉皱模型作为我

们的揉皱撕裂模型的起点
'

每个面上的折弯应变
!

由塑性折弯应变
#

J

和弹性折弯应变
#

*

两部分组成!

其中!

#

*

_#`#

J

!当在
#

*

弗罗贝尼乌斯范数

#

[-%@1A/ICA%-?

$下超过材料的屈服曲率
(

!就采用

下式更新塑性应变"

#

J 1

#

J

<

#

*

#

*

#

#

*

:(

$ #

4

$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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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用一个标量
3

来描述材料被弯折时候的破损

程度!当弯折发生的时候!更新过程如下"

3

1

3

<

#

A

#

#

*

:(

$ #

"

$

我们将塑性应变
#

J

和破损
3

保存在文件中!将在下

节中详述其在撕裂中的作用
?

COC

!

撕裂模型

构建一个撕裂模型的第一步是找到材料会在何

处破裂
'

材料破裂的原因是在某处集中了很大的拉

力!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个模拟的时间点来重新计算

网格中每个顶点受到的拉力!如果这个拉力超过了

一个临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撕裂操作
'

直接地从一个网格顶点撕裂到另外一个网格顶

点会带来一些不真实的问题!

POb-/1A

等'

#!

(提出了

分离张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分离张量是

在每个面上计算的!且与所在的面的大小有关!所以

在相对均匀的网格上可以使用!但是在非均匀的网

格上会出现一些问题
'

针对这个问题文献'

5

(提出了

一种在顶点上计算的分离张量!这个方法的好处在

于由于是在每个顶点计算的!所以和网格上的面的

尺寸无关
'

我们在每个顶点处计算分离强度
'

在一个顶点

处找到可以最大地减小拉伸力的方向!由此给定一

个撕裂的方向!可以在顶点处计算其圆形边界上的

路径积分

)#

9

"

%)

#

#

'

<

3

*

!

$

%

<

*

*

+F!

#

7

$

式中!

3

是从揉皱模型中得到的每个面的破损程度!

!

是折痕倾向矩阵!定义为
!_>

*

>

)

!

%

c是将式

#

)

$中的
%

的特征值中的负值取
*

得到!用以避免因

为压缩形变而带来的撕裂现象
?

相较于文献'

5

(中的撕裂模型!这里的撕裂模型

中引入了折痕倾向修正 #

'c3

*

!

$来表示折痕对

撕裂模型的影响
?

从公式可以看出!破损量为
*

时!

折痕对撕裂的影响为单位矩阵!也就是对撕裂没有

影响!而折痕对撕裂影响的方向为沿着折痕的方向!

倾向强度正比于材料的破损
?

从揉皱的网格中!我们得到了揉皱后的塑性张

量
#

J

!这其实是一个二阶矩阵!揉皱的方向
>

是
#

J

的最大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方向!

*

+

是指向外侧的

单位向量
?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三角网格上的有限元

方法!上面的式子可以离散化为

U#

9

#

V

<

3

*

*

!

*

$#

%

<

*

)

*

:

# $

.

<

!!

#

H

:

#

,

9

#

#

V

<

3

,

*

!

,

$

%

<

,

(

,

<

#

:

(

# $

,

<

!!

#

V

<

3

H

*

!

H

$

%

<

H

#

:

.

:

(

H

$$ #

8

$

式中!

)

,

是每个边的垂直方向上的单位向量!

.

是分

割平面的法向量!

U)

的计算和
U#

相似!沿着另外一侧

的弧做积分
?

我们定义单个顶点上的分离强度为
._

?/A

#

U#

*

W

U

!

`

U)

*

W

U

$!其中W

U

_(%-?>&/K1

#

U)

`

U#

$

?

如果这个分离强度
.

大于材料的强度
*

!那么材料就

会在这个顶点处发生撕裂!顶点的邻接面将会沿着

分割平面分开
?

分离强度的计算需要解决一个优化问题来求得

分离平面的位置!但是这个优化问题没有合适的解

析方法可以解决!这里!我们使用了一种简单的采样

的方法来找到一个近似的分离强度!在每个需要分

割的区块!等分角度取
H

个不同的方向!对每个方

向上的分割平面求分离强度!得到取得最小分离强

度的分割平面
?

N

!

网格重划分

在揉皱薄片撕裂的模拟中!自适应的网格重划

分是保证速度和精度的重要一步
'

我们需要在破损

的地方增加网格的精度!保证裂缝传播的时候有足

够细密的网格!在受力较轻的地方适当地降低网格

的密度!以提高模拟的速度
'

在文献'

5

(的模型中!使用到了所谓的尺寸张量

场来决定网格在不同位置不同的密度
'

对于尺寸张

量
!

!我们要求其邻接的边的长度满足
1

4

!1

)

#?

但这一模型并没有考虑到揉皱纸片在揉皱区域的精

度!我们对这个模型做适当的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
'

首先!为了保证网格在撕裂区域的密度!我们引

入了一个撕裂尺寸
!

E->0

_

)

"

*

8

# $

?/A

)

V?

其中
"

是
%

c

的最大的特征值!

8

?/A

是用户指定的网格重划分的

最小的边的长度
?

其次!因为我们的网格在初始化的

时候就有揉皱的部分!所以我们将文献'

8

(的模型中

的对应网格的尺寸场储存下来!作为网格重划分的

初始尺寸场
!

/A/.

!以保证网格在揉皱的部分有很好

的精度
?

其他的诸如与曲率相关的尺寸场与文献'

5

(

模型中的一致!采用相同的方法来组合这些向量场

以得到最终的尺寸向量场
!?

重划分的算子包括切割边!删除顶点以及翻转
'

我们使用了简单的采样方法来更新重新划分的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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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数据!包括破损程度以及尺寸张量场
'

R

!

测试结果

实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将揉皱的算法中的

相应的信息提取并保存!这一部分的算法的实现基

于
,-0W/?*a)a#

!也就是实现文献'

8

(的代码
'

数据

被保存成了一个文本文件
'

第二部分的算法的实现

基于
,-0W/?*a5a*

!扩展了文件的读写同时修改了

撕裂模型
'

图
C

!

平整薄片的撕裂结果

M$

*

OC

!

J",+$9

*

)224,1'.""1'

图片中深色的部分是揉皱的部分

图
N

!

各种不同的揉皱纸片的撕裂模拟

M$

*

ON

!

J",+$9

*

)2&$22"+"91#+76

-

4"&'.""1'

平整薄片的撕裂结果如图
)

所示!我们可以看

到!在文献'

5

(的正常纸片的撕裂效果模型中!纸片

的裂痕传播比较自然!撕裂自由地向下传播而没有

很强的倾向性
'

我们测试了纸张被不同程度揉皱之后的撕裂效

果
'

现实中!当我们希望纸片沿着一个平整的线条撕

裂!通常会先将纸片折叠!然后再进行撕裂
'

对比图

)

中平整纸片的撕裂!如图
5

#

>

$!可以看到!对于被

折叠的纸片!当裂隙传播到折痕处!即开始沿着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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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行进!这和现实中的情形非常接近
'

而对于揉皱纸

片!如图
5

#

@

$!#

0

$!我们发现!纸片被揉皱后!揉皱

会对折痕的传播产生影响!而纸片被揉皱的情况越

严重!折痕就越是不规则!符合现实中纸片撕裂的情

形
'

如表
#

所示!算法可以在面数较少的情况下接近

达到接近实时的模拟速度
'

表
E

!

各个场景的撕裂性能

J,<OE

!

L"+2)+6,9#"6",'7+"6"91'

场景 面的数量&个 物理&
C

几何&
C

总计&
C

# *'4R #')B #'7" 5'*4

) 5R !')B #)'7) #7'*#

5 5R !'*# #)'78 #"'7B

! #!R 5)'7B ##5'B# #!"'7*

!!

3注4

!

计时使用的是
)4

帧花费的时间!物理过程包括物理更新

和碰撞检测!几何过程包括网格重划分以及撕裂
'

模拟

使用的是一台
YGQ

频率为
)a";:K

的
/76)"5*<N

笔记

本电脑
'

S

!

结论

我们的算法通过对纸张类材质的破碎动态的稳

定计算!能有效地模拟揉皱纸片的撕裂效果
'

揉皱

撕裂过程模拟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纸张在揉皱之后的

撕裂!对一些弹性特征和纸张差距较大的材料效果

不好
'

比起平整纸片的撕裂可以带来更多的细节上

的变化!可以带来更加逼真的撕裂效果
'

在网格的面

数量很大#超过
#*R

$时!算法尚且无法达到实时处

理的要求!一个可能的改进方向是使用多线程或

;GQ

流计算的方式来快速更新尺寸场和确定裂缝

传播的具体位置!从而达到真正的实时撕裂效果
'

此

外!我们放弃了对薄片揉皱之后的几何信息的处理!

如果在皱纹附近引入揉皱时残留下的局部曲率等几

何信息!可能得到更加真实的破碎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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