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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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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2年n 月30 日收到、

摘

本文推浮了偏心圆柱薄壳小挠度时的近似方程
.

圆柱薄壳的应力
、

位移与偏心距之间的关系
.

关幼词 偏心圆柱薄壳 小挠度 近似方程

并利用解析方法求解了该方程
,

得出了偏心

一 日! 全
.

、 J

二
二J

薄壳
、

薄板在许多行业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
,

而圆柱薄壳 由于形状特殊
、

性能稳定
,

便于

分析计算又倍受重视
.

对于同心圆柱薄壳
,

其线性理论已趋于成熟
.

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见

到偏心圆柱薄壳
,

而偏心圆柱 薄壳的理论分析迄今尚未见到
.

本文详细地分析了偏心圆柱鬓

壳
,

推导出了它的近似方程
,

并采用解析方法得出了它的解析解
,

从而给出了它 的应力
、

位

移与偏心距的关系
.

二
、

基 本 方 程 及 解

偏心圆柱薄壳横截面如图 l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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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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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为原点

,

以母线为a 线
,

曲线坐标系
.

图 2 所示面为垂直方向的对称面
.

根据壳体理论可得如 下方程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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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意到a 一 0 处
。. 2 二 0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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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

我们得出了位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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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
.

7 4 )、 (2
.

76 )代入 (2
.

1 2)~ (2
.

1 7 ) 即可得到 内力和弯矩
,

限于篇幅
,

这里不再列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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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ra c t

T h is P a p e r g iv c s t h e a p p r o x im a t e e q u a t io n s o f t h e o e e e n t r i e e y lin d r i ea l t h i n

s h e ll u n d e r s m a ll d e f le e t io n s
.

B y m e a n s o f t h e a n a ly t i e a l m e t h o d
,

w e so lv e d t h e

e q u a t io n s
.

T h u s th e r e la t i o n s b e t w o e n t h e s t r o s s ,

t h e d is P la 。。m o n : a n d 士h e o e e o n
-

t r ie it y o f t h e e e e e n t r i e e y lin d r i ea l t h in s h e ll a r e o b t a in e d
.

K e y w o r ds e c e e n t r ie e y li n d r ie a l th in s h e ll
, s川 a ll d o fle e t i o n s

,

a p p r o x im a te e q u a t io n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