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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见。当这类杆件的某一板面上出现裂纹时,如裂纹

长度相对于板宽较小,则可以忽略垂直板件的影响, 直接

应用平板的应力强度因子[4] ;否则, 就需要按整体求解确

定薄壁杆件的应力强度因子。到目前为止,现有的应力

强度因子手册中所收集的有关薄壁杆件的应力强度因子

的结果很少,文献[ 1]中仅收集了均匀拉伸等厚薄壁槽形

和角形杆件两种情况。该解是利用能量变分法得到的数

值结果
[ 5]

,以图线的形式给出, 不便于工程分析应用。可

见,关于薄壁杆件应力强度因子一般解的研究需要加强,

手册中的薄壁杆件的内容需要充实完善。

采用线场分析方法已成功得到有限宽板求解 I 型应

力强度因子近似简单表达式
[ 6, 7]
。本文拟进一步将该简

便方法推广应用于含中心裂纹均匀拉伸薄壁杆件, 通过

修正无限大板裂纹问题或小裂纹情况的应力场解析解,

建立一般情况下裂纹横截面的正应力的分布模型, 再利

用裂纹横截面应满足的平衡条件,确定模型参数,得到无

量纲应力强度因子。

2  裂纹横截面双轴对称时薄壁拉伸杆件的
Y( N)公式
2. 1  中心裂纹板的应力场和应力强度因子

对于图 1所示的中心裂纹板,当 a n b时,可认为是

无限大板或小裂纹情况, 应力场有精确解析解。其中沿

裂纹端前缘附近沿 x 轴正应力 Rz 的近场奇异解为

Rz = R
a

2r
( 1)

相应的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强度因子为

K 1 = R Pa ( 2)

  当裂纹长度不远小于板宽时,即有限宽中心裂纹板

情况,目前还没有应力场的精确解析解。此时,由于竖直

自由边界的影响,沿裂纹端前缘 x 轴正应力 Rz 的分布强

度将有所提高。文献[ 7]认为, 沿裂纹端前缘 x 轴正应力

Rz 的分布形式为

Rz =
YR

a

2r
,( 0 [ r [ a/ 2Y

2
)

Y 2R,,( r > a/ 2Y2 )

( 3)

式中, Y= Y ( a/ b) = Y(N) ,为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

图 1  中心裂纹拉伸板

  如假设沿裂纹横截面从薄壁杆件中截取一半, 则正

应力 Ry 应满足所建立的平衡条件

2Q
b- a

0
Rytdr = 2Rb t ( 4)

将式( 3)代入平衡条件( 4) ,得

Y(N) =
1- N/ 2

1- N
( 5)

  与目前公认的修正的 Fedder sen 公式[ 1]进行比较,公

式( 5)在N< 0. 8的范围内,误差小于 5% ,基本可以满足

工程应用的需要。

2. 2  裂纹横截面双轴对称时薄壁拉伸杆件的 Y

( N)公式
对于薄壁杆件,求解应力强度因子的关键是,合理构

建含裂纹构件在裂纹横截面上正应力 Rz 的分布模型。构

建 Rz 分布模型时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正确反映

裂纹尖端前缘附近应力场的奇异性, 二是要满足应变协

调连续性。因为除裂纹尖端外, 各处的应变应该是协调

连续的,当材料也相同时,应力分布也应该是连续的。

图 2所示三种截面为双轴对称裂纹横截面, 其显著

特点是裂纹扩展不会引起受力偏心效应。对于多裂纹情

况,本文只研究各裂纹状态相同即应力强度因子相同的

情况。各裂纹状态相异的情况,将另作研究。

  设薄壁杆在远端承受均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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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箱形薄壁中心裂纹横截面

  对于图 4所示单轴对称裂纹横截面情况, 虽然在拉

伸杆件的远端应力是均匀分布的,但在裂纹横截面上,裂

纹的出现将导致该截面偏心受力,使得两个腹板上的应

力分布不均匀,所以在构建这类裂纹横截面正应力 Rz 分

布模型时,除了考虑到正应力 Rz 应满足应力的奇异性和

连续性两个要求外, 还应考虑受力偏心效应参数。故本

文假设 Rz 分布模型为

Rz =

YR
a

2r
( 0 [ r [ a/2Y

2
)

Y
2 R ( a/ 2Y

2 [ r [ b- a)

Y
2 R 1- Ca

y1

b
( 0 [ y1 [ 2A3b)

Y2 R(1 - 2A3Ca ) (在截面的上翼缘上)

( 13)

式中, Y为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 Ca 称为裂纹横截面的偏

心效应参数;坐标 r、y1 如图 4 所示。Rz 分布模型( 13)应

该满足,沿裂纹横截面截取一半所建立的轴向力平衡方

程和力矩平衡方程

QAa

Rz dA = A 0R ( 14)

QA a

Rz dA = RA 0y0 ( 15)

通过联立求解方程( 14)和( 15)可以确定两个模型参数 Y

和Ca。

由以上分析讨论可知, 本文提出的求解含中心裂纹

薄壁拉伸杆件应力强度因子的方法, 是基于合理的构建

裂纹横截面的正应力分布模型建立的,故可简称为面场

分析近似法。

3. 2  含中心裂纹单轴对称箱形薄壁截面杆均匀
拉伸时应力强度因子的一般解

将式( 13)分别代入( 14)、( 15) , 经积分运算和化简整

理后得

Y
2
[ (A- N) - 2A3Ca (A1 + A* ) ] +

N

2
= A

Y
2

( A1 + A* ) - 2A3Ca A1 +
2

3
A3 = A1 + A*

联立求解得

2A3Ca =
(A1 + A* )N/ 2

( A1 + 3A* / 3) # ( A- N) - ( A1 - A* ) 2
(16)

Y =
( A1 + 2A* / 3) # ( A- N/ 2) - ( A1 + A* ) 2

(A1 + 2A* / 3) # ( A- N) - ( A1 + A* )
(17)

式( 17)即为含中心裂纹单轴对称箱形薄壁截面杆均匀拉

伸时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 Y (N)的一般解。

3. 3  几种常见薄壁均匀拉伸杆件含中心裂纹时
的应力强度因子

1) 对于等厚箱形截面,由图 4可知, A1= 1, A* = A3 , A

= 2+ 2A3 ,代入一般公式( 17)得

Y =
6+ 8A3 + 2A23 - ( 3 + 2A3 )N

6+ 8A3 + 2A23 - 2( 3+ 2A3 )N
(18)

如为等厚正方形箱形截面,则又有 A3= 1,由式( 18)得

Y =
16- 5N
16- 10N

(19)

  2) 对于槽形薄壁截面, 由图 4 可知, A1 = 0, A= 1+

2A* ,代入一般公式( 17)得

Y =
2 + A* - N
2+ A* - 2N

(20)

当截面各板厚度相等时,在式( 20)中, A* = A3

3) 对于单块中心裂纹板,令 A1 = A2= A3 = 0,代入公

式( 17)可以得到与公式( 5)一致的结果。

在不同面外垂直板件长度情况下,等厚箱形和槽形

薄壁杆件的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 Y (N)曲线分别如图 5a、

b所示。

4  面场分析近似法的正确性
由本文薄壁杆件的一般结果可以得到中心裂纹板的

合理结果
[ 7]
。对于含中心裂纹的薄壁杆件, 该结果是否

还是成立的呢? 本文选择槽形截面的应力强度因子结果

进行对比分析。目前关于薄壁杆件应力强度因子的研究

结果很少,幸好文献 [ 5] 采用能量变分法, 得到了腹板含

中心裂纹等厚槽形拉伸杆件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 Y (N)的

数值结果,也被收入了手册[ 1]。本文结果与之比较的情

况见表 2。可见,在板厚比 0 [ A3 [ 1. 6,相对裂纹长度N=

a/ b [ 0. 7范围内,二者的最大相对误差小于 5% , 说明虽

然本文方法在构建的裂纹横截面正应力模型略显粗糙,

不能严格满足所有弹性力学方程,但其结果不仅可以给

出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的简单表达式,而且其计算结果

在所对比的范围内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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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面外垂直板件长度情况下两种薄壁杆件的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 Y(N)曲线

表 2  本文槽形薄壁杆件的应力强度因子结果与文献[ 1, 5]结果的相对误差, %

A3= 0 A3= 0. 2 A3= 0. 4 A3= 0. 6 A3= 0. 8 A3= 1. 0 A3= 1. 2 A3= 1. 4 A3= 1. 6

a/ b= 0. 3 3. 664 4. 081 3. 758 3. 512 3. 395 3. 177 3. 036 2. 755 2. 323

a/ b= 0. 4 3. 840 4. 410 4. 003 3. 515 3. 344 3. 044 2. 869 2. 595 2. 008

a/ b= 0. 5 3. 180 4. 133 3. 829 3. 397 2. 763 2. 104 1. 449 0. 755 0. 177

a/ b= 0. 6 1. 916 2. 922 3. 180 2. 419 1. 436 0. 409 0. 508 1. 557 2. 525

a/ b= 0. 7 1. 277 1. 581 2. 102 1. 476 1. 052 0. 584 1. 872 3. 175 4. 403

5  结束语
本文在文献[ 7]的基础上, 提出了用于确定含中心裂

纹薄壁杆件应力强度因子的面场分析近似方法,得到了

常见薄壁杆件均匀拉伸时的多个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的

简单实用公式。这些公式的适用范围包括焊接组合 (非

等厚)薄壁杆件和冷弯( 等厚) 薄壁杆件。与现有的等厚

槽形薄壁杆件的数值结果的对比分析表明,本文方法得

到的应力强度因子最大误差小于 5% ,对于工程应用来说

是可以接受的。该近似方法,也适用于求解含中心裂纹

薄壁杆件的弯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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