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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半解析方法研究在中心分布载荷及中心集中力联合作用下
,

圆底扁球壳的非 线性稳

定性问题
.

避免了求近似解析解时繁重的人工计算
,

而P一

平
。

特征关系仍可由显式表达
.

关锐词 扁壳 屈曲 半解析法

一
、

引 言

众所周知
,

采用摄动方法求解板壳几何非线性间题
,

其推导工作是十分冗长的
,

当载荷

较为复杂时
,

计算量骤然增大
,

既使是二 阶近似解亦不易得到
.

关于在中心集中力及全分布

载荷作 用下薄圆板的大挠度问题
,

文〔5一9] 曾采用不同方法讨论过
,

文〔1 ~ 3〕采用数值方法

讨论 了在单一轴对称载荷下
,

圆底扁球壳的失稳问题
.

由于数值方法的计算结果只能以 图表

方式给出
,

当影响参数较 多时(如复合载荷 )
,

给研究与使用都造成一些不便
.

另外由于得不

到特征方程
,

不得不靠探索法 (如载荷增最法) 寻求临界点
,

每一次探索就要进行一次重分

析
,

计算量相当大
,

很难在微机上实现
.

本文将非线性微分方程边值问题化为积分方程后
,

依修正迭代格 式求解时
,

完成参数分

离
,

得到了显式表达的P
一

才
.
特征关 系

,

其相关系数采用高斯数值积分 确定
,

避免了单纯解

析法的繁重人工计算
,

同时又保 留了特征方程的解析关系
,

临界点可以通过求极 值 直 接 得

到
.

二
、

基 本 方 程

在中心分布载荷及中心集中力同时作用下
,

圆底扁球薄壳轴对称非线性微分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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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文首次给出了在中心分布载荷及中心集中力联合作用下
,

}固底扁球壳轴对称非线

性稳定性特征方程
,

可直接用于工程设计
.

2
.

木文的计算量远小于传统的数值方法
,

可直接在微机上实现
.

本文全部数值计算均

在 IBM / PO机上完成
.

3

4

数值积分过程稳定
,

精度与摄动法基本相同
,

手工计算量则大大减少
.

欲求更高阶近似
,

可采用插值方法
,

这样可以减少求数值积分的机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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