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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变壁厚轴对称球壳问题
.

对于不包含零厚度点及球极的壳体
,

给出了问题的解
.

一
、

控 制 方 程

在变壁厚球壳的中面上选取球面坐标甲
,

0
,

第三坐标
:
选取中面的外法线 (图 1)

.

在这

一坐标系中
,

轴对称球壳的平衡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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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式中
,

N , 是经向力
,

N 。是环向力
,

Q , 是相应于坐标职的横剪力
,

M
,

和M
。

分 别 是相应于坐

标切和 0的弯矩
,

R 是球壳中面半径
,

q , 和 q
:

分别是相应于坐标甲和 z 的外载荷
.

内力和外载的

正方向如图 2所示
.

.

钱伟长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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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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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E 为弹性模量
,

拼为泊桑比
,

h为壳体壁厚
.

以上是变壁厚轴对称球壳的基本关系式
.

据此便可导出它的控制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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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控 制 方 程 的 解

控制方程 (1
.

32 )的 一般解由齐次解和特解组成
.

此处首先研究齐次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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