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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关于直接测定瓦楞纸板泊松比的方法鲜见报道，传统泊松比测

试方法难以满足测试要求。针对传统方法的不足，提出使用数字图像相关法

测量瓦楞纸板的泊松比，并选取面内静态压缩作为研究内容。选取 4 种瓦楞

纸板，拍照记录面内压缩变形情况，将获得的变形照片导入 MATLAB 程序

进行处理，获得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过程位移和应变分布情况，并计算出

泊松比值。研究结果表明，E、BS、BD 和 BC 型 4 种瓦楞纸板的泊松比值分

别为 -3.86, -0.42, -2.09 和 -1.49，负泊松比的出现主要与瓦楞纸板制备过程

中芯层瓦楞起皱工艺以及纤维在压缩过程中发生取向变形有关。通过直接测

定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的泊松比值，为瓦楞纸板泊松比测试提供了一种新

方法，可为包装材料的选择和仿真分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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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运输和堆码过程中，瓦楞纸板受压产生屈曲变

形，过大的变形致使纸板超过屈服点而失稳塌陷，损

坏产品。目前，关于瓦楞纸板受压变形问题一直是学

者们研究的热点 [1]，主要包括理论计算和仿真分析等。

准确的仿真结果离不开准确的材料属性，因此获得瓦

楞纸板准确的材料属性至关重要。

在瓦楞纸板材料属性中，除了弹性模量之外泊松

比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泊松比是用来评价纸板在拉伸

或压缩状态下变形情况的量，它的取值与体积模量和

剪切模量存在密切联系。以各向同性材料为例，材料

泊松比的取值范围为 -1.0~0.5，随着泊松比的降低，

剪切模量得到增强 [2]。但是，关于瓦楞纸板泊松比的

研究比较少，也没有相关的测试标准，具体取值范围

尚无定论。瓦楞纸板模型如图 1 所示，瓦楞纸板包含

3 个方向，分别是 x 向（machine direction，MD）、

y 向（cross direction，CD） 与 z 向（zeta direction，

ZD）。根据参阅的文献可知，大多数学者将纸板近

似等效为各向同性材料，泊松比直接赋值为 0.3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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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3-4]；也有学者视其为正交异性材料，将泊松比 vxz

和 vyz 赋值为 0.01，vxy 赋值为 0.03[5-6]。但以上研究文

献并没有给出泊松比具体的计算过程或理论推导。

关于泊松比的测量主要包括应变片法、引伸计

法、线性可变差动变压器（linear variable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LVDT） 法、 数 字 图 像 相 关 法（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DIC）等，前两种属于接触式测量。

应变片法要在材料表面粘贴应变片，由于纸和纸板

对水分变化及其敏感，胶水里的水分子会浸入纸板，

所以该方法并不适合纸板泊松比测试。引伸计法所使

用的夹具，由于夹持力的作用会对试样产生影响，所

以该方法也不适合纸板泊松比测试。N. Stenberg 等 [7]

采用 LVDT 法对纸张面外应变进行采样记录和数据

分析，结果表明纸张拉伸、厚度增加，泊松比值为负，

这与传统对纸质泊松比材料的认知不一致；另外，该

方法操作繁琐，需要配备专门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

DIC 法作为一种高效、非接触式测试技术，已经被广

泛应用于岩土、高分子材料等的泊松比测试 [8-10]，并

取得了较好的测试效果。另外，曹小龙等 [11] 将 DIC
法用于瓦楞原纸泊松比的测量，证明了该技术高效可

靠，但目前仅对原纸进行泊松比测量，并未用于瓦楞

纸板泊松比测量。C. S. L. Kueh 等 [12] 使用数字图像

相关法，对瓦楞纸箱纵向压缩过程中面板位移和变形

情况进行测试，可得到箱体应变分布情况，有助于分

析纸箱受压变形情况，这间接表明该技术可用于瓦楞

纸板应变测量与泊松比计算。

因此，本文对瓦楞纸板泊松比进行定性和定量分

析，以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为测试条件，基于 DIC
方法对 4 种瓦楞纸板在面内静态压缩条件下的位移变

形情况、应变分布进行研究，并计算泊松比值。

2 DIC 算法及编程

2.1 DIC 算法

DIC 算法是根据物体变形前与变形后，图像中心

点位置变化来计算位移，位移变形量与初始位移之比

得到应变值，再根据 MD 与 CD 的应变之比得出泊松

比。DIC 算法原理如图 2 所示，其中 I 和 J 分别代表

变形前和变形后的两张灰度图像，f 和 g 分别代表图

像 I 和图像 J 当中的子区域，P 和 Q 是各自子区域内

的中心点。如果物体变形之后，f 子区域成功匹配到

g 子区域，表明中心点 P(x, y) 经过变形移动到了中心

点 Q(x′, y′)，这两个中心点之间的位移向量为 r。

图像在 MD 方向被划分为 m 个子区域，在 CD
方向被划分为 n 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内包含一个中

心点，用中心点位置的变化代表整个子区域位置的变

化，变形前与变形后的子区域内中心点集合由矩阵

M 和 N 表示，并定义为 [11-13]

 

式中：Pij 为图像 I（即变形前）中第 i 行第 j 列子区

域的中心点；Qij 为图像 J（即变形后）中第 i 行第 j
列子区域的中心点。

中心点 P(x, y) 和 Q(x′, y′) 之间的位置变换关系

如下：

                     x′=x+Δu，y′=y+Δv。

式中：Δu 为单个中心点 MD 位移变形量；

Δv 为单个中心点 CD 位移变形量。

子区域 f 和 g 的平均灰度值定义如下：

       ， 。

式中：fm 和 gm 分别为子区域 f 和 g 内的平均灰度值，

是所有灰度值的算数平均值；

f (x, y) 和 g(x′, y′) 分别为子区域 f 和 g 内的灰

度值；

图 1 瓦楞纸板三维模型

Fig. 1 3D model of corrugated paperboard

图 2 DIC 计算原理

Fig. 2 DIC calculati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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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 为子区域之内的数据点数量。

为了描述变形前与变形后子区域之间的相关性，

引入相关系数 C，计算公式如下：

 。

子区域 f 经过变形得到 g，C 越接近于 1，表明

这两个子区域匹配程度越高，相关性也越高。在获得

较高相关性的条件下，根据子区域内中心点位置的变

化计算图像 MD 与 CD 位移的变形量。

U 和 V 分别为图像经过变形之后，MD 与 CD 位

移总变形量。首先计算出图像 I 与图像 J 各自在某一

列的长度，用图像 I 的长度减去图像 J 的长度，得到

该列变形前后的位移变形量，之后计算图像中所有

列 CD 位移变形量之和并除以总列数 n，得到 CD 位

移变形量 V；MD 位移变形量计算方法类似，在此不

再赘述，变形过程如图 3 所示。

具体位移变形计算如下：

    

    

通过计算位移变形量与图像原始长度之比得到

应变，MD 方向应变与 CD 方向应变之比的反数为泊

松比。泊松比计算公式为

                                 ，

式中 Exx、Eyy 分别为 MD 方向和 CD 方向应变，且

， ，其中 d、l 分别为图像 I 的原

始宽度和原始长度，k 为像素位移与真实位移之间的

比例关系。

以上所述位移均为像素点位移，通过尺寸标定将

图片像素点位移与真实位移进行转换，经过计算可得

到真实的位移变形值。

2.2 DIC 编程

本研究所有图像处理与数值计算均在 MATLAB
程序中进行，具体处理流程见图 4。首先是导入图像

并处理为灰度图像，设定图像 I 和图像 J。之后设置

图像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以确定

变形分析范围。本研究使用正方形网格划分 ROI 区

域，在计算速度和计算精度方面可取得平衡。对图

像 I 进行尺寸标定，使用 MATLAB 程序中等高线命

令绘制位移与应变变形图，分析变化趋势，最后将计

算结果保存为 mat 格式。为验证 DIC 法测试泊松比

的准确性，采用聚丙烯样条进行验证实验，并与仿真

材料数据库进行对比，结果证明该方法具有较高的可

靠性。

3 实验

3.1 样品制备

本研究一共选取 4 组瓦楞纸板（丹盛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每组测试 3 个样品，一共 12 个样品，

样品切割成 60 mm×60 mm 的正方形，统一用 E、

BS、BD、BC 分类命名，具体见表 1。

图 3 图像位移变形

Fig. 3 The displacement changing of image

图 4 DIC 编程流程图

Fig. 4 The main flowchart of DIC

基于数字图像相关法测定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泊松比

白海龙，等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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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样品预处理

被测样品均来自同一批次，并在同一环境下调

湿处理（23±2）℃，（50±5）% RH。对瓦楞纸板

喷涂散斑，使用黑漆喷涂背景层，然后使用白漆随

机喷涂，形成黑白相间的散斑。使用数码相机（F-P 
NIKKOR 18-55 VR，尼康 D5300）拍照，照片分辨

率统一设置为 4496×3000 pixel，相机摆放高度与被

测瓦楞纸板平齐，镜头到试样的距离统一控制为 85 
mm。由于瓦楞纸板喷涂散斑后 ROI 区域变暗，现场

采用补光灯（LED-006A，斯丹德）提高现场照明条件，

补光灯色温控制为 3 800 K，如图 5 所示。

3.3 静态压缩实验

使用万能测试试验机（CMT4104，10 kN）对瓦

楞纸板进行单轴面内静态压缩实验。瓦楞纸板 CD 方

向与压缩方向一致，下压板固定，上压板施加载荷，

压板速度统一控制为 1 mm/s，如图 6 所示。首先进

行预压实验，记录载荷峰值时对应的位移与时间，

以确定弹性阶段内的位移区间。瓦楞纸板包含两个

弹性阶段，初始弹性和快速弹性阶段 [12]。选择快速

弹性阶段进行等时间间隔拍摄，瓦楞纸板应力开始快

速上升阶段作为初始变形，即作为图像 I，选择屈服

点前一张照片作为图像 J。

4 结果与讨论

4.1 瓦楞纸板的位移变形

对 4 种瓦楞纸板进行面内静态压缩实验，其位移

变形情况分布云图如图 7~10 所示。

由图 7~10 可知：瓦楞纸板在承受面内载荷时，

位移发生取向变形，MD 大变形区域主要集中在瓦楞

图 5 现场测试设备照片

Fig. 5 The picture of test equipment

图 6 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图

Fig. 6 Static compression picture of corrugated 
paperboard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a）压缩测试照片 b）压缩测试示意图

b）CD
图 7 E 型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位移变形情况

Fig. 7 Displacement changes of E corrugated paperboard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a）MD

表 1 瓦楞纸板测试样品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test samples of 
corrugated paperboard

类型

E
BD
BS
BC

类型说明

E 型瓦楞纸板，3 层瓦楞

B 型瓦楞纸板，面底不同 3 层瓦楞

B 型瓦楞纸板，面底相同 3 层瓦楞

BC 型瓦楞纸板，5 层瓦楞

厚度 /
mm
1.78
3.13
3.24
6.96

各层原纸克重 /
(g·m-2)

230/140/230
250/170/230
230/140/230

230/120/120/12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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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左右两侧边缘部分，由两端向中间过渡分布。由

于左右两侧位移变形方向相反，导致纸板在压缩过程

中向一侧滑移。CD 位移变形统一为负值，大变形区

域集中在瓦楞纸板与万能测试试验机压板接触区域。

BD 型瓦楞纸板与 BS 型瓦楞纸板相比，CD 位移呈现

一种扭曲非对称变形，主要原因可能是 BD 型纸板面、

底所用的纸张定量不同，而 BS 型瓦楞纸板面、底层

全部使用相同定量的纸张。BC 型瓦楞纸板 CD 出现

扭曲变形，主要原因是 BC 型瓦楞纸板由 B 型与 C
型两种楞形组成，两种楞形扭曲变形过程不同步。

4 种瓦楞纸板的位移变形值如图 11 所示。由图

11 可知：所有纸板 MD 位移整体小于 CD 位移，随

着纸板厚度增加，MD 位移变形值随之增大。BS 型

纸板 CD 位移变形在 4 种瓦楞纸板中最小，但是 MD

b）CD
图 9 BD 型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位移变形情况

Fig. 9 Displacement changes of BD corrugated 
paperboard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a）MD

a）MD

b）CD
图 8 BS 型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位移变形情况

Fig. 8 Displacement changes of BS corrugated 
paperboard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基于数字图像相关法测定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泊松比

白海龙，等03

a）MD

b）CD
图 10 BC 型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位移变形情况

Fig. 10 Displacement changes of BC corrugated 
paperboard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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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变形值最大。与 BD 型纸板相比，BS 型纸板出

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面底使用相同原纸。

4.2 瓦楞纸板的应变变化

对 4 种瓦楞纸板进行面内静态压缩实验，当瓦楞

纸板达到屈服点时的应变分布情况如图 12~15 所示。

由图 12~15 可知：4 种瓦楞纸板压缩时，MD 与

CD 方向应变具有对称性。E 型纸板芯层较薄，可等

效为一块薄板，应变分布更加集中；MD 方向高应变

区域主要集中在水平轴向，并向上下两端逐渐减小，

表现出一种臌胀状态；CD 方向应变具有明显的对称

性，上下两端为负值，中间为正值。造成这种应变分

布的主要原因是纸板受压屈曲膨胀变形所致，瓦楞

纸板中间纤维向上下两端拉伸，出现正应变。BS、

BD、BC 型瓦楞纸板的应变分布规律与 E 型瓦楞纸

板类似，但是相比于 E 型纸板，其它种类纸板的厚

度增加，应变分布较为分散，集中并不明显。值得

注意的是，BS 型瓦楞纸板 CD 方向应变出现异常（图

13b），并非对称分布，可能原因是瓦楞纸板与下压

板接触区域发生滑移，导致出现失稳。

 

b）CD
图 12 E 型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应变变化情况

Fig. 12 Strain changes of E corrugated paperboard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图 11 4 种瓦楞纸板位移变形值对比图

Fig. 11 The comparison picture of four corrugated 
paperboards about displacement changes

a）MD

b）CD
图 13 BS 型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应变变化情况

Fig. 13 Strain changes of BS corrugated paperboard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a）MD

a）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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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泊松比计算结果

4 种瓦楞纸板泊松比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所有结果均为负值，表明纸板面内静态压缩，

沿着 y 方向承受面外载荷，在 xOy 平面内出现负泊

松比现象，即纸板在受压缩过程中 MD 出现收缩变形。

负泊松比材料也称为拉胀材料，即在拉伸过程中 MD
膨胀，压缩过程 MD 收缩 [14-16]。BS 型瓦楞纸板 MD

与 CD 方向应变均为负值，而其它 3 组纸板应变值均

为正值，具体原因并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4.4 瓦楞纸板变形机理

4 种瓦楞纸板应变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16 所示。

由图可知：MD 方向应变与 CD 方向应变都随时间的

变化而增大。E、BD、BC 型瓦楞纸板 MD、CD 方

向应变都为正值，且 MD 方向应变值大于 CD 方向应

变值；但是 BS 型瓦楞纸板 MD 与 CD 方向应变值为

负，且 MD 方向应变绝对值小于 CD 方向应变绝对值，

应变随着时间变化而增大，但总体变形趋势与其它 3
组保持一致。

b）CD
图 15 BC 型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应变变化情况

Fig. 15 Strain changes of BC corrugated paperboard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a）MD

b）CD
图 14 BD 型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应变变化情况

Fig. 14 Strain changes of BD corrugated paperboard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表 2 4 种瓦楞纸板泊松比计算结果

Table 2 The Poisson’s ration of corrugated paperboard

纸板类型

E

BS

BD

BC

样品编号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Exx

  0.005 0 
  0.005 8 
  0.006 8 
-0.003 0 
-0.001 3 
-0.001 5 
  0.005 5
  0.005 4
  0.004 0
  0.002 5
  0.002 2
  0.004 4

Eyy

  0.001 2 
  0.001 4 
  0.002 1 
-0.005 8 
-0.004 3 
-0.003 3 
  0.002 8
  0.003 3
  0.001 5
  0.001 3
  0.001 7
  0.003 5

v
-4.17 
-4.17 
-3.24 
-0.52 
-0.29 
-0.45
-1.96 
-1.64 
-2.67 
-1.92 
-1.29 
-1.26 

v 的平均值

-3.86

-0.42

-2.09

-1.49

a）E 型

b）BS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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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D 型瓦楞纸板为例，分析瓦楞纸板扭曲变形

机理。该瓦楞纸板位移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17~19 所示。

d）BC 型

图 16 4 种瓦楞纸板应变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Fig. 16 The strain change trend of four corrugated 
paperboards varied with time

c）BD 型

a）开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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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变形阶段

c）结束阶段

图 17 BD 型瓦楞纸板 MD 方向位移随时间的变化图

Fig. 17 BD corrugated paperboard MD direction 
displacement changes with time

a）开始阶段 

b）变形阶段

c）结束阶段

图 18 BD 型瓦楞纸板 CD 方向位移随时间的变化图

Fig. 18 BD corrugated paperboard CD direction 
displacement changes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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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7 可以看出：MD 变形最开始出现在左下

角，随着载荷继续加大，大变形区域转向左右两侧，

并沿着垂线对称分布。由图 18 可以看出：CD 变形

出现在右下角，随着载荷继续加大，上下两端变形区

域反向运动，最终沿着垂线方向呈现梯度分布。图

19 是整体位移变形趋势图，包含了 MD 与 CD 方向

位移变形，分为开始阶段、变形阶段和结束阶段。开

始阶段瓦楞纸板整体向左侧弯曲直到变形结束阶段，

左右两侧变形一致并达到平衡状态。

BD 型瓦楞纸板应变随时间变化如图 20~21 所示。

由图 20 可知，MD 方向应变最开始出现在左侧并向

右侧扩散，中间区域得到加强。由图 21 可知，CD
方向应变最开始出现在左侧边缘并向上下两端传递，

中间水平区域同样得到强化；无论是 MD 还是 CD，

中央狭长条带区域应变不断得到强化。

c）结束阶段 t=48 s
图 19 BD 型瓦楞纸板整体位移随时间的变化图

Fig. 19 BD corrugated paperboard total displacement 
changes with time

a）开始阶段 t=16 s

b）变形阶段 t=32 s

基于数字图像相关法测定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泊松比

白海龙，等03

c）结束阶段

图 20 BD 型瓦楞纸板 MD 方向应变随时间的变化图

Fig. 20 MD direction strain changes with time about BD 
corrugated paperboard

a）开始阶段

b）变形阶段

a）开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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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型瓦楞纸板在压缩过程中，提取 MD 与 CD
位置的应变值，绘制应变随时间分布图，如图 22 所示，

其中红色双箭头表示为提取应变所在位置。由图 22
可知：随着压缩过程持续进行，MD 方向应变与 CD
方向应变得到强化；MD 左上角应变值整体高于右下

角，CD 方向应变中央位置高于瓦楞纸板边缘两侧。

这表明瓦楞纸板在压缩过程中，MD 方向应变向一侧

集中，CD 方向应变向水平中央区域不断强化，直至

纸板发生滑移翻转。

出现负泊松比主要与瓦楞纸板制造工艺有关。

芯层在起皱过程中楞型并非标准的 UV 形，而是沿着

MD 方向具有一定的倾角，如图 23 所示。

瓦楞纸板在受压过程中，首先会沿着倾角最先达

到屈服，表现在 MD 方向发生侧向滑移，致使瓦楞

纸板两端分别出现正变形与负变形区域。CD 方向变

形往往开始于侧边缘的某个角点，并逐渐扩大直至纸

板发生屈曲，瓦楞纸板中央区域纤维沿着轴向膨胀拉

伸，对应区域产生正应变（见图 24），这与图 22 的

结果相符合。当然，关于瓦楞纸板出现负泊松比的原

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c）结束阶段

图 21 BD 型瓦楞纸板 CD 方向应变随时间的变化图

Fig. 21 CD direction strain changes with time about BD 
corrugated paper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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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
图 22 BD 型瓦楞纸板平均应变随时间变化

Fig. 22 BD corrugated paperboard average strain 
changes with time

a）MD

a）测试瓦楞纸板楞形

b）瓦楞纸板标准 UV 楞形

图 23 瓦楞纸板测试楞形与标准 UV 楞形对比

Fig. 23 Comparison between test corrugated shape and 
standard UV corrugated shape

图 24 瓦楞纸板弯曲变形示意图

Fig. 24 Schematic diagram of bending 
deformation of corrugated paperboard

a）初始状态 b）轻微变形 c）大变形

b）变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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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泊松比计算影响因素

瓦楞纸板泊松比测试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导致

计算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瓦楞纸板自身的差异性。瓦楞纸板是一种多

相复合体结构，面层提供抗弯刚度，芯层提供剪切

刚度，面层与芯层通过胶黏剂组合成三明治夹芯结

构 [17]，主要成分除了纤维本身之外，还有各种化学

助剂、填料以及纸板之间的胶黏剂。瓦楞原纸在抄造

过程中，纤维从流浆箱喷射而出顺着网布扩展，形成

了 MD 和 CD 两个纤维流向，纤维在纸浆当中的湍流

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国内瓦楞纸板所用原纸大多是

由废旧纸箱经过二次抄造而制成，纤维经过多次剪切

和分丝帚化，整体形态产生了很大变化，增加了泊松

比的分析误差。

2）瓦楞纸板制造过程的差异性。瓦楞纸板的施

胶、瓦楞保型以及环境温湿度都会对其力学性能产生

影响。

3）瓦楞纸板裁切过程的差异性。切纸机在走刀

过程中并不能保证边缘平齐，在 4 个边角处尤其明显。

4）瓦楞纸板仓储和运输环境的差异性。瓦楞纸

板在仓储以及运输过程中，已经对纸板施加了外界载

荷，外界载荷会有差异。

5）图像获取以及处理过程的差异性。例如在拍

照过程中镜头畸变、外界环境的微小振动、参数设置

等难以保证每次测试数据准确无误。

为了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应从以下两个方面

加以改进：1）改善现有测试仪器设备，采用多机位、

多角度同时测量瓦楞纸板泊松比。2）增加测试样本

数据量，降低样品误差。

5 结论

本文研究了瓦楞纸板面内静态压缩条件下的泊

松比问题，采用 DIC 法测试 4 种瓦楞纸板面内压缩

泊松比值，可得如下结论：

1）将 DIC 法用于测试聚丙烯样条泊松比，将应

变片测量值和 Ansys 仿真材料数据库进行对比，二者

较为接近，证明了 DIC 法测量泊松比较为可靠；

2）瓦楞纸板受面内压缩，E、BS、BD、BC 型 4
种瓦楞纸板泊松比值为负，分别为 -3.86、-0.42、-2.09
和 -1.49；

3）瓦楞纸板出现负泊松比，主要与瓦楞制备方

式以及纤维在压缩过程中发生取向变形有关。通过直

接测定瓦楞纸板面内压缩的泊松比值，为瓦楞纸板泊

松比测试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可为包装材料的选择和

仿真分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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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sson’s Ration Calculation of Corrugated Paper Board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Using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BAI Hailong，CHEN Nanning，LIU Zhenghao，XIE Yong

（College of Packaging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The method of direct determination of Poisson’s ratio about corrugated paperboard is rarely reported 
currently. However, traditional Poisson’s ratio test method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test requirements.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methods,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method was adopted to measure the Poisson’s ratio 
of corrugated board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The deformations were recorded of four kinds of corrugated 
board under in-plane compression. The obtained deformation photos were imported into MATLAB program for 
processing, so as to obtain the displacement and strain distribution for calculating the Poisson’s ratio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isson’s ratios of E, BS, BD and BC corrugated paperboards were -3.86, 
-0.42, -2.09 and -1.49 respectively. The showing of negative Poisson’s ratio was mainly related to craft of corrugated 
paperboards and orientation deformation of fiber during compression. By directly measuring Poisson’s ratio of 
corrugated paperboards under in-plane static compression, a new way to get Poisson’s ratio of corrugated paperboard 
was provided. In addition, it could be of reference to packaging material selection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Keywords：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corrugated paper board；Poisson’s 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