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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中荷载作用下悬臂矩形板的弯曲
’

林 鹏 程

(福州大学
,

功 81 年 5 月 6 日收到 )

本文引用广义简支边的概念并应用叠加法
,

线任一点上的悬臂板弯曲问题

要

解决了有一集中力作用在板的垂直于固定边 的 中

一
、

引 言

悬臂矩形板的一边为固定
,

三边为 自由
,

并有两个自由角点
,

要寻找一个满足微分方程

及所有的边界条件和角点条件的解析解
,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难点
.

张福范教授在最近的

工作” ’, ’2 ’, ‘”’,
“’中

,

引用广义简支边的概念并应用叠加法
,

讨论了有一集中力作用于自由边

的中点
、

均布荷载
、

有一集中力作用在自由边的任一点
、

作用在板的中点等情形的弯曲问题
.

本文讨论在板的平面内荷载为不连续
、

但板的弯曲面关于垂直于固定边的中线系 对 称 的 情

形
.

所讨论的问题是
:

有一集中力作用在板垂直于固定边的中线上任一点上的弯曲问题的解
.

设悬臂矩形板的边 , = O 为固定边
,

其他三边 x = o 、

二 = a 、

夕二 b 为悬空
,

所欲求解 的 问

题可归结为
:

在板的边界内
,

须满足偏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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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在 自由角点 ( o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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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此问题
,

仍引用广义简支边的概念并应用叠加法来处理
.

二
、

叠 加 的 组 成 部 分

(A) 一四边简支矩形板
,

有 一集中力 尸作用在板的对称线 二一 。
/ : 上的任一点阵

, 。

飞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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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板的挠曲面方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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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尽一半
一 这挠曲面方程只适用于 x 、a/ 2

.

但 由于对称
,

我们也可用这方程 计 算 另

一半板的挠度与内力分量弯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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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设矩形板的两边 .lj 二 。
,

刀二 b 为简 支边
,

而 x 二 o
,
二 ~ a 这两边为广义简支边

,

沿边

x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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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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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x 二 O边将得到一相同的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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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7 5 a
、

o
.

s7 5a
、

a 这六点的挠度几乎仍在一直浅上
.

把 (2
.

1 )
,

(2
.

6 )
,

(2
.

1 1)
,

(2
.

1 6 )
,

(2
.

2 1 )五式叠加
,

再把上述解得的
a。 ,

b
‘,
厅
。 ,

吞

的值代入就可得到板的各点的挠度
,

详见表 1 ~ 表 7
.

由表 1~ 7可以看出
,

对不同的 刀值
,

均有
:

沿自由边 y = a 的挠度曲线仍为一 直 线
,

其

最大挠度均发生在 自由边 刀= a 的中点
.

而自由边
二二 。或 x = a 的挠 度 曲 线 当 夕= 。

.

:J7 5a
、

0
.

5 。
、

0
.

6 25 。
、

0
.

7 5 。
、

o
.

s7 5a
、 a 这六点的挠度近乎位于 一直线上

.

沿固定边弯矩的分布为
:

7 l

M (x )二 艺 百
。 5 in

用 . 汇, 3 ,

⋯

切汀X

a

以下列 出 。= 粤时沿固定边几个
.

点的弯矩值
.

6

十⋯一 :一⋯
一

_ _ _

糕添
_

⋯
、

⋯:羔
尸

一

撇
二

濡二
龙兀⋯:弥

燕_
.

⋯
_

环霖
. 11

{万书命
一

三
.

⋯⋯⋯⋯城称三
由表 8 可以看出

,

当集中力 尸 的作用点离固定边越近
,

则沿固定边弯矩的分布
,

共均匀

程度越差
,

这就证实了张福范教授在【3 」中的预测
.

作为校核
,

计算在 刀 = 孕时沿固定边的总弯矩
O

};
M (X , d x 一

{;
2尸a

一 兀 3

乙 E
。 “in

杭 . 正, 3 , 。 。 。

切汀义

a

d x = 乙
m . l , 3 ,

⋯

Za E
,

兀 m

{
一 2

·

。6 “6 +
0

.

6 0 9 4 2 5 +
·

⋯
, ·

+ 奥
.

。
.

6 5 : 8 4 : x : 。一 2

丫 1

- 一 O
。

12 4 9扮O 尸a



在集中荷载作用下 县;臂矩)以板的 份曲 2 55

其误差为

0
.

] 2 5 一 0
.

1 2 4 9 2 0

0
.

12 5
“ 0

.

0 6 4肠

对其他的 刀俏
,

沿固定边总弯矩的误差均在 l % 以下
,

详见表 9
.

由此可见
,

误差可以忽略
.

以下几个表格列出在不同的 叮值
,

挠度和沿固定边弯矩的分布以及洽固定边的总弯矩值
.

表 : 。一 愁时正方板的各点 , 度表 (单位
:

职 )
Q \ 占 J /

0
.

12 5a 0
.

37 5 a 0
.

sa

0
.

12 5 a

0
.

25 a

0
.

37 5 a

0
.

sa

0
.

6 2 5 a

0
.

了sa

0
.

8了sa

U

0
.

20 4 6 9 9 X 10
一 3

0
.

92 1 16 1 x 10 一 3

0
.

19 4 6 2 4 X 10 一 2

0
.

30 9 4 0 6 X 10 一 2

0
.

4 2 7 14 8 X 10
一 2

(1
t

54 4 3 7 2 X 10
一 2

〔)
.

6 6 0 1了6 X 10 一
2

0
.

了了4了4 0 X 10
一 2

0

0
.

36 4 9 1 4 X 10‘ 3

0
.

1 23 0 4 6 X 1 0一 2

0
.

22 9 8 9 5 X 10 一 2

0
.

3 4 2 1 17 X 1 0一 2

0
.

4 55 1 8 2 X 10 “ 2

0
.

56 8 2 0 0 X 10 一 2

0
.

6 8 12 14 x 1 0一 2

0
.

79 4 5 9 9 X 10 “ 2

。 { o

0
.

9 ()30 16 X IO一 3

0
.

2 0 7 6 3 5 x 10 一 2

0
.

3 (j5 2 69 X 1 0 一 z

0
.

4 0 1 2 50 X 10 一
2

0
.

5 0 O9 12 X 1 0
一 2

0 60 4了72 X 10 ’ 2

O
,

7 1 2 30 5 X 1 0 一 2

0
.

8 2 2 8 44 X 1 0
一 2

0
.

1 3马马0 6 X l少
2

0
.

2 3 9 20 6 X 1 0 , 2

〔)
.

3 22 80 1 K 1 0’ 2

0
.

4 1 2 1 4 9 X 1 0
“ 2

0
.

5 0 8 39 2 X 10一 2

0
.

6 10 35 3 X 10“ 月

0
.

7 16 84 6 X 1 0一 2

0
.

8 26 89 3 X 1 0二

表 Z n 时正方板的各点挠度表
P a Z \

早位
:

刀 )
aJ“

⋯lAi-
l

we

l()阮丈
、

、

\之{
。

0
.

1 2 5 u 0
.

2 5a

es
一

一一一一一

0

0 12 5 a

()
.

2 5 a

0
.

37 5 a

0
.

sa

0
.

6 2 5 a

()
.

了sa

0
.

8 7 5 a

a

0

0
.

了6 5 0 7 0 X I()一 3

0
.

33了2 17 X I()一 2

0
.

7 16 6 2 8 X 10 一 2

0
.

11 5 0 2 9 X 10 一
工

0
.

16 0 15 4 X 10
一 1

()
.

2 0 5 4 6 6 又 10 一 1

0
.

25叹飞4 5 6 只 l(1
一 1

0
.

29 5 0 8 9 又 1()
一 1

0

()
.

12 2 8 5 6 又 川一 2

()
.

4 27 2 ()1 X l()
一 2

0
.

82 3 6 5 8 X 10
一

2

0
.

12 5 3 4 2 X 10
一 l

(!
.

16 9 2‘
,
9 又 l(,一 1

(、
.

2 j3 2 6 3 认 川
一 l

0
.

2 5T3了T X 10
一 i

f)
.

:魂()16 二2 X 1 0
. 1

0

0
.

16 0 3 4 7 X 10 ’ 2

0
.

5 18 0 0 6 X 10 一 2

0
.

9 34 75 1 x 10
一 2

0
.

1 35 5 1 5 X 10
、 i

0
.

1了了6 8 1 X 1 0一 l

0
.

2 20 28 5 X 1 0一 !

0
.

2 6 3吐5 2 X 10 . 1

f)
.

30 ,[ 19 6 X IO
一 1

⋯
⋯

2‘,8 ‘2了沐 ‘0
一 ’

}
‘,

.

2 3”‘了‘, x , o一 ’

(;2 9 9了8 X 10
一 2

10 4 6 6 1 X IO一 1

0
.

14 4 15 0 X 10
一 1

0
.

1 8 4 1 54 拭 1 0 一 l

()
.

22 5 3 35 只 1(飞一 1

弋)
.

26 了6 了4 X I(〕
一 1

(1
.

3 10 9 94 拭 1 ()
一 1

()
.

了16 了8 2 X 1 0“ ,

()
.

11()鑫了g X 10
“ 1

毛〕
.

1 4了了9 了X 10 一 1

fl
.

1 86 6 5 1 X 10
一 l

0
.

2 2 7 19 9 又 10 “ 1

瓜) 艺瓜飞9 9 6 X 10 “ i

U
,

3 12 34 6 X 10 一
1

a 时止方板的 汽点挠度表
,乃O臼

表 3 n ~ (单位 扫D
, . . . . . . . . . , .

~ . . . . . 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12 5 a 0
.

25 a 0
,

3 7 5a () s a

0

0
.

12 5 a

0
.

2 6
‘;

0
.

3了sa

0
.

5 0

0
.

6 2 5 a

0
.

了3 口

0 8了sa

0

0

0
.

1 5 0 8 1 4 X I(1一 2

0 6 6了1 (〕2 X 10
一 2

0
.

14 4 3 4 9 X IO
一 1

O 艺3 6 0 1{} X 1 0
一 土

0
.

3 3 3 4 8 4 X 1 0
一 1

(1
.

4 3 2 6 2 5 X I()
一 1

() 5 3 14 2马又 1气)
一 〕

(} 6 2 9 8 U3 X I毛J一
l

0 { 0

0
·

2 2 6 3 1 3 X lo一 2 } 0
·

2 6 9 6 04 X lo’ 2

0 8 13 3 6 4 X IO“ 2 { 0
.

9 34 4 7了X IO一 2

0
.

r6 2 6 1 8 x l。一 1

1 0
.

1 8 ()0 8 1 火 ro一 ,

0
.

2 5 4了0 8 火 1 0 一 ,

{ 0
.

2 7 :三。5 9 又 10
一 ‘

0
.

3 5 0 6 66 火 1 0 一
, } 。

.

3 6 6 8 0 7 x lo一 1

0
.

4 4了7 2 1 火 10 ’ 1 0
,

4 6 16 5 4 火 10
“ l

0
.

5 4 5 1吸}()义 飞(、一里
;

()
.

5 5了2 (1飞只 生(飞一 ‘

0
.

6 4 2了4 9 X IU’
1 ⋯ ()

.

6 5 3 9 3 1 X I吸j
一 ’

0

0
.

3 0 6 4 9 9 丫 10
’ 2

0
.

10 4 7 5 9 X 10 一 l

0
.

19 7 3 1 0 X 10
一 1

0
.

2 8 9 2 4 6 火 10
一 1

0
.

3了9 7 6 7 X 10 一二

0
.

4 了17 2〔)试 10 ’ 1

(1
.

56 6了艺《IK I(广
l

0
.

6 6 16 2 3 沐 10
一 1

0

0 32 3 5 9 6 火 10一 2

0
.

1 10 5 6了X 10 “ 1

0
.

20 8 32 5 x l0
一 I

0
.

29 6 9 4 4 义 10“ 1

0
.

3 84 9 4 4 义 10
’ i

()
.

4了5 53共义 10 “
.

可、 56 a味川 义 10
‘“

(j 66 4 37马汉 10 一
1

_ _ _ _
_ _ !

_
_

_

,

一



2 56 林 鹏 程

士
:

_ 尽
。 ,

_ 一 ,
二 ‘ 、 卜

一 * * / ‘ 二 尸醉、
衣 弓 月= 一

。
一 盯止力饭阴育思优 反

二仅 }平仪
: 一乃 一 )

乙 \ J‘产 /

卜\二
0

0
.

12 5 “

0
.

2 5 ‘未

0
.

3了5 。

0
.

sa

0
.

6 2 5 口

0
.

75 0

0
.

8 75 0

O

卫一
‘一一竺生-

{一竺匕
一

⋯一竺竺
-

~

⋯一竺兰一
” “

{
”

}
“

}
“

(,
‘

22 8 2 0 9 x ‘0
一 ’

{ 。
·

“3 U8 74 X ‘O
一 ’

{ 0 ”75 4 3 3 只 ‘0 一
z

⋯
。

、

4 0 30 39 火 ’U一
’

1
。

·

4 ‘3 6 2 5 X ‘0 一
‘

‘,
·

“,2 3 3 4 X ‘U
一 ,

} 。
·

’2 , 9 24 X ‘o
一 ’

1 。
·

’“4 9 8 5 X ‘0
一 ’

}
。

·

‘4 4 26 7 X ‘0 一
‘

⋯
。

·

‘4了9 99 X ‘0 一
‘

‘,
·

2 26 ‘4‘火 ‘0 一
,

。
·

25 , 2 3了又 ‘O
一 ’

「

o
·

“7 20 5 4 x ‘0 一
‘

{ 。
·

“8 9‘82 x ‘0 一‘

)
‘,

·

“9了0 5 7 x ‘0 一
’

。
·

“7 7了4 5 又 ‘0
一 ’

0
·

4 0 4 9 3 5 x ‘O
一 ‘

一 0
·

4 30 0了7 X ‘0 一
’

}
。 4 5 2 5 34 X ‘0 一’

}
o

·

4 6 5 4 0 2 X “,一
’

。
,

“4 35 b 9 丫 ’。
一 ‘

l ‘,
·

5了U, 。sx ‘。
一 ‘

{ 。
·

5 9 5 , 4 8 x ’0 一
’

⋯
。

·

”, “0 8 7 X ‘0 一
‘

}
0 6 2 54 3 9 x “,一

’

。
·

了‘49 0 9 只 ‘0
一 ‘

0
·

了3 9 4‘6 X ‘0
一 ,

1 0
·

了6 20 ‘6 X ‘0
一 ’

1
。 了7 9 2 4 7 X ‘0 一

‘

}
0

·

了85 9 8 0 x ‘0 一
’

。 “8 74 ’”又 ‘0 一
, ‘ 。

·

”‘0朋嫂X ‘o
一 ,

} 。
·

”30 26 4 x ’o一
’

⋯
” ”4 4 8 56 X ’0 一

,

{
。 ”50 2 5 8 X ‘o一

’

U
·

1 0 6, 5了 0
·

IU8 11 8 { 0
·

1 10 0 14 { 0
·

11 1 3 4 3 } o
·

1 1 18 2 6

表 , 。一 息
一

。 时正方板的各点挠度表 }单位
O 、 塑D )

0
.

1 2 5 a 0
.

25 a 0
.

3 7 5 0 0
_

5 。

{
0

.

1 2 5 a

0
.

2 5 。

0 3 7 5 a

0
.

s a

0
.

6 2 5a

0 7 5 a

0
.

ST5 a

O

0
.

30 1 3 3 8 X 10
一 2

0
.

13 7 4 88 X 10
一 1

0
.

30 9 7 6 3 X 10
一 1

0
.

52 7 9 1 4 X 10
一 l

()
.

77 3 9 Oa X IO
一 1

0
.

1()3 3 6 9

0
.

12 9 8 44

t)
.

15 6 4 0 1

0
,

4 3 2 36了X 10 ’ 2

0
.

1 6 2 16 7 火 10 一 l

0
,

3 4 1 49 8 X 10 一 1

0
.

5 6 3 39 8 X IO一 1

0
.

8 10 礴3 4 X l g
一 l

0
.

1 0 6 9 3了

0
.

1 3 3 2 5了

气飞 15匀了26

0
.

4 8 0 0 1 8 X 1 0 “ 2

0
.

17 6 1 60 X 1 0
“ 1

0
.

36 4 2 ! 5 X 10 一 l

0
.

59 2 9 6 9 义 10 一 1

0
.

8 4 3 7 1 0 X IU
一 1

0
.

1 10 2 40

0
‘

1 36 3 70

(〕 16 2了1了

0

0
.

5 10 80 8 X 10 一 2

0
.

1 8 ,I0 38 火 1 0 一 1

0
.

38 5 30 4 x 10
一 !

0
.

6 2 3了6 5 x 10 · 1

0
.

88 6 4 4 1 x 10
一 t

0
.

1 14 0 1 5

{1
.

13 9 5 8 7

0
.

16 5 6 8 5

、、.护

匆D位单表 6 刀 } a 时正方板的各点挠度表

卜又
() 1 2 5 0 0 2 5a 0

.

3 7 5 a
0

.

sa

0

0
.

1 25 ‘,

0
.

2 5a

0
.

3 7 50

0
.

sa

0
‘

6 25 0

0
.

7 5a

0
.

8了50

口

{ 。
⋯ {

。

0 2 6 R 4 34 x 10 一 2

0
.

1 7 1 16 5 X 10 一 1

0
.

3 9 2 0 5 3 X 1 0 “ 1

0
.

6 7 9 4 79 X 1 0 , i

0
.

1 0 1 2 72

0
.

13 7 3 18

0
.

17 4 6 58

{〕 2 12 4 13

0
.

5 30 9 13 X 10 一 2

0
.

20 1 7 12 X 10 一 l

0 4 3 1 32 2 X 1 0
’ 1

0
.

7 2 3 8 55 X 10 “ 1

0
.

10 5 99 4

0
.

1 4 2 15 8

0
.

1
7
0 50 4

0 2 1了26 9

0 58 5 1 9 6 X 10“ 2

0
.

2 17 5 0 9 x 1o一 i

0
.

4 56 6 6 4 x 10 一 i

0
.

了57 1 3 1 X 10 , 1

0
.

10 9 9 6 4

0
.

14 6 5 2了

0
.

18 3 9 8了

0 2 2 17 9 8

0
.

6 0 7 6 7 5 x 10 ‘ 2

0
.

2 2 54 9 0 X 10
一 1

0
.

4 7 1 5 84 X 10
一 1

0
.

7 7 9 3 29 X 10一 i

0
.

1 1 29 4 0

0
.

1 5 00 54

0
.

1 8了500

0
.

2 2 5 2 5 3

0
.

6 14 4 0 8 义 1(1一
孟

0
.

2 28 0 2 OX IO一
1

0
.

4 76 6 5 6 火 1
了
1
一 ’

0
.

7 8了4 8 2 火 1()
一 l

0 1 1遵17 2

0
.

1 5 18 0 0

0
.

1 88 6 6 (夕

0
.

2艺6 J9 5



在集中荷载作用下悬臂矩形板的弯曲 2 5了

表 了
_ 7

_ ~
一 ~

二, 一 、 二
_ 一~ 了 , , 、

尸梦、
,
!

一
万

~

“ 口可止力 极倒合息恍度衣(早位
:

朽 一 }
u \ J J /

\ \二 0
.

12 5 a
0

.

2 5 a 0
.

3 7 5 a
0

.

sa

一

川 一
一

万一一⋯
一

一几万一
~

一卜一一下一
-

一卜
一一万万- -

.

0
.

1 2 5a

0
.

2 5a

0
.

3 7 5a

0
.

sa

0
.

6 2 5 a

0
.

75 a

0
.

8 7 5 a

a

0
.

4 29 8 3 1 X 10 ‘ 2

0
.

20 3 3 5 6 X 10一 i

0
.

4了2 3 ll X 10 , 1

0
.

82 9 6 6了X 10 ’ 1

0
.

12 5 3 3 9

0
.

1了2 19 3

0
.

2 2 1 6 1 3

0
,

2了2 10 4

0
.

6 2了6 0 8 X l(〕
一 2

0
.

24 8 0 5 6 只 10 一
1

0
.

52 0 6 8 8 X 10
一 i

0
.

88 4 6 3 9 X 10
一 1

0
.

13 1 2 7 1

0
.

17 8 46 2

0
.

2 2 8 16 5

0 2 7 88 9 8

0
.

6 9 2 0 4 3 X 10 一 2

0
.

2 59 4 3 7 X 10 一 !

0
.

5 5 0 2 5 3 X 10 一
i

0
.

9 2 3 0 9 1 X 10 一 1

0
.

1 3 5 8 9 7

0
.

1 8 3 8 34

0
.

2 3 1 10 8

0 2 8 5 5 26

0
.

7 16 8 3 2 x 1o一 2

0
.

26 8 2 5 5 x 10 一 遨

0
.

56 6 4 4 9 X 10 一 生

0
.

9 4 6 5 5 0 义 10 一 1

0
.

1 3 9 00 7

0
.

1 8 7 8 2 8

0
.

2 3 9 0 5 2

0
.

2 9 1 00 9

0

0
.

72 3了8 6 x l()一 2

0
.

27 0 9 1 2 x 10
一 l

0
.

57 1 6了1 x 10 · 1

0
.

9 5 4 5 6 7 X 1 0一 1

0
.

1 4 0 1 3 4

0
.

1 8 9 4 3 8

0
.

2 4 1 3 3 1

0
.

2 9 3 3 6 5

表 8 不同的月值沿 固定边弯矩分布表 (单位
:

P )

0
.

0 62 5 a
0

.

12 5
‘, 1 0

.

18 7 5 a (〕
.

2 5 。

巨1一0 .

18 0 8 9

0
.

4 3了sa 5 a

0
.

1 2 5a 一 0
.

4 0 2 1 36 X 1 0
一 1 一0

.

52 5 1了4卜0
.

6 6 8 5 1 9 2 7 6 4 9 6
X 10

一 1 X 10
一 1

0
.

8 6 9 8了6
X 10一 1 卜俪

一 0
.

1 4 3 34 4

一 0
.

2 7 16 12

一 0
.

40 0 29 1

一 0
.

5 20 85 8

一 0
.

6 3 2 56 4

一 0
.

7 3 70 5 7

一 0
.

1 77 9 2 8

一0
,

32 4 0 9 5

一0
.

20 9 3 7 2 {一 0
.

24 4 9 0 2

一0
.

56 2 0 7 2 {一 0
.

3 9 5 8 4 5

卿1一U ·

1 20 4 1 6

⋯
一。

.

28 6 8 6 9

{一0 4 2 6 20 4

一 0 33 5 5 7 6

一0
.

4 5 4 5 5 9

0 5 3 7
⋯
一0

·

“9 9 7 90

了6 8 7}一 0
.

4 8 7 ()28

八曰n0
.

2 5 a

0
.

3了6 a

0
.

sa

0
.

6 2 5 a

0
.

了sa

0
.

8了sa

Q 朴

一0
.

4 6 7 8 4 4 1一0

一0
.

6 0 4 3了7 1一0

8 6了7

2 4 6 了

一0
.

5 9 4 6了8

一 0
.

7 1 7 4 2 3

nUCU八曰
一一一50 8 5了9

1
一“

·

53了“5 2

匕4马了3 2 }一U
.

6 7了3 9U

nUn�

一0 73 4 8 1 8卜0
.

78 8 3 9 8

5 5 8“ “⋯
一0

·

“7 4 6 3‘

6 9‘”‘“
⋯
一。

·

了UZ“ ‘

8 2 9 9 7 9 }一0
.

8 3了3 3 1

一 0
.

8 6 1 2 9 9 {一0
.

9 2 6 7 9 2 一0
.

9 73 40 5

一0 8 4 6 8 2 3}一 0
·

8 5 1 9 14

一0
.

9 9 0 1了4 }一 0
.

9 9 6 1 50

nCn

一 1
.

0 0 4 2

一0
.

8 1 8 0 6 5

一0
.

9 6 1 6 4 9

一 1
.

14 2 3

一0
.

9 7 9 8 06

一 1
.

15 7 1 一 1
.

1 5 1 4

当集中力作用在自由边 洲= a
的中点时

.

〔1 〕的计算结果
.

表 g 不同的n 值
,

沿固定边的总弯矩及其相对误差

总 弯 矩 ( P a) 总 弯 矩 (尸a)

0
.

1 25 a

0
.

2 5a

0
.

3 7 5 a

0
.

s a

一0
.

1 2 4 9 20

一0
.

2 5 0 0 3 6

一0
.

3 75 3了5

一0
.

5 0 0 8 0 9

号捻⋯

{
.

答
0

.

6 2 5 a

0
.

7 5 a

0
.

8 7 5 0

一 0
.

6 2 6 50 1

一 0
.

7 5 3 0 39

一 0
.

8 8 1 1 44

张福范
,

张福范
,

张福范
,

张福范
,

张福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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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n d in g o f C a n tile ve r R e c ta n g ula r Pla te

w ith C o n e e n tra te d Lo a d

L in Pe n g
一 ehe n g

(F “ : ho u U n 泣v e r ‘: t夕
,

F uj‘a n )

Abs t ra e t

,
n th is p a p e r ,

th e s o lu t io n s fo r t h e b e n d in g o f e : , n tile v e r r e e ta n g u la r

e o n e , n tr a te d lo a d a e t in g a t a n y p o in t o f th e m id d le lin e p e r p e n d ie u la r to th e

Pla te s w ith

e la m Pe d e d g e

a r e g iv e n b y m e a n s o f a e o n e ep t io n n a m e d m o d ifie d s im p ly s u p p o r te d e d g e s a n d th e m e th o d

o f s u p e r p o s itio n S o m e n u m e r ie a l e x a m p le s a r e p r e s en te d
.

T h e t o ta l b e n d in g m o m e n t e h e e k s

v er丁 w e ll w i th th e v a lu e d e te r m i n e d s ta tie a l]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