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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胶接接头强度解析分析》主要目的是解析确定影响胶接接头强度和刚度性能的关键参数，为胶接结
构强度分析、数值计算及轻量化结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促进胶接在主承力件上的应用。
为此，采用解析方法，以典型胶接接头为对象，对几种胶接接头搭接区内的应力分布和拉剪强度进行
了较全面的分析和预测：解析模型包括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研究对象包括平衡接头和非平衡接头
、单模量胶接接头和多模量胶接接头；简化成“三明治”有限元单元的胶接接头，包括单搭接接头
、L形接头和T形接头等。
 
《胶接接头强度解析分析》共分10章：第1章简介了胶接的研究意义及其在轻量化结构中的应用；第2
章是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第3章和第4章分别用微分方法和变分方法，阐述了平衡胶接接头应力的线
性解析解；第5章提供了非平衡胶接接头应力的线性解析解及简化设计公式，第3章～第5章的内容可用
于脆性胶接头的强度预测与初始阶段设计；第6章考虑了搭接区转动引起的几何非线性特征，讨论了
非平衡胶接接头应力的非线性解析解；第7章分别采用对弹性、塑性胶层进行分区和不分区的方法，
介绍了平衡胶接接头的材料非线性解析解，第6章和第7章因包括几何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效应，其结
论可用于更一般的韧性胶接头的强度预测；第8章利用不同弹性模量胶层界面处的位移连续性和载荷
平衡条件，获得了多模量胶接接头应力的线性解析解；第9章将接头各部分视为拉伸弹簧和剪切弹簧
组合，叠加得到多模量胶接接头刚度的线性解析解，第8章和第9章用解析和实验分析方法确定了关键
参数对多模量胶接接头拉伸刚度和拉剪强度的影响，并给出相应设计建议；第10章以两种位移解析解
为基础，同时获得单搭接接头、L形接头和T形接头的简化有限元单元刚度矩阵。
 
《胶接接头强度解析分析》可作为构件连接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从事胶接结构设计的工程师参考用
书，也可作为相关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教师、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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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分区模型主要包括：Hart—Smith和Pickett等只考虑胶层剪应力分量，假设胶层服从
理想弹塑性本构关系，认为胶层首先从搭接区端头开始屈服，塑性胶层区从搭接区两端逐渐向中央扩
展，最后用迭代的方法确定弹、塑性胶层区的分界位置。
Ottosen等只考虑胶层剪应力分量，讨论了双搭接接头多种弹塑性本构关系。
Yan9等采用增量理论，仍考虑理想弹塑性胶层情况，用迭代法确定分界位置。
与Hart—Smith不同，他们考虑了平面应变状态下胶层所有的应力分量，并假设胶层剪应力和yon Mises
等效应力在塑性区均保持不变，为得到不变的等效应力，需要不断调整更新除剪应力以外其他应力分
量的大小。
Lee和Kim也是考虑理想弹塑性胶层，仍用迭代法确定弹、塑性胶层的分界线，其特色是将塑性区又细
分为不变应力区和可变应力区，两个子区的分界通过有限元法确定，不变应力设为胶层出现初始屈服
时的应力，可变应力通过假定剥离正应力仍服从弹性本构关系，剪应力则由等效应力公式反推获得。
 不分区模型以Bigwood、Crocombe和Wang等人的全量理论模型为代表，即胶层材料的本构关系统一遵
从不断变化的等效割线模量和泊松比，等效割线模量由胶层单轴应力一应变本构曲线确定，泊松比则
随该割线模量变化而变化。
胶层沿搭接区的每一点均需迭代，每次迭代时，均视胶层服从以当前割线模量和泊松比定义的等效弹
性本构关系。
这种方法的优势是无需对胶层进行弹、塑性分区，理论上可以考虑胶层任意的本构关系，迭代公式相
对简单，但迭代计算量大且不易收敛。
但是，Pickett等认为，由于存在搭接区转动引起的几何非线性效应，基于比例加载变形假设的全量理
论是否适用于胶接单搭接接头胶层应力的材料非线性分析，是值得商榷的。
 Delale等曾提出两种引入非线性胶层材料的分析方法，但由于数学求解上的困难而不能得到控制微分
方程。
Adams等基于最大应变能原理提出有效模量法（Effective Modulus Method），而且他们验证了该法仅限
于预测胶层最大剪应变。
用最大应变能密度法预测了接头强度，但不能预测胶层应力。
Thomsen和Mortensen等用迭代法考虑了胶层非线性材料特征。
Marcolefas等、Crocombe等和Wang等人考虑了被粘物的材料非线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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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胶接接头强度解析分析》采用解析方法，以典型胶接接头为对象，对几种胶接接头搭接区内的应力
分布和拉剪强度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预测：解析模型包括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研究对象包括平
衡接头和非平衡接头、单模量胶接接头和多模量胶接接头；简化成“三明治”有限元单元的胶接接头
，包括单搭接接头、L形接头和T形接头等，可作为构件连接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从事胶接结构设计
的工程师参考用书，也可作为相关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教师、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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