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数学和力学
,

第 8 卷第 11 期 (19 8 7年 1 1月)

A p p lie d M
a th e m a t ie s a n d M

e e h a n ie s

应用数学和力学编委会编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丫~
.

~
.

~
.

~
’

~ ~
.

~
.

~
.

~
.

~

讨 论 栏
~

,

~
· 、

J
. 、 洲

.
、尸 . 、“

户
. 、沪 .、沪 .、产 . 、 产 了 、

关于
“

用调和函数表示弹性理论方程组

的一般解
”

的讨论
‘

周 青 王敏中 (北京大学)

本文指出文献〔1

成立
。

如果不考虑体力
,

〕给出的
“

线弹性理论方程组的一般解
’

只有在三向凸的弹性区域内才

按位移表示的线性弹性理论方程组可写成下面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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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 是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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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方程组 ( 1 ) ,

文献〔1 」中给出了 ( 1) 的一个一般解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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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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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关于这个
“

一般解
”

的完备性证明出现了疏忽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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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调和函数
,

就得出由(4 )式确定的
。 , 。 , 阴 能写成 (2 )的形式

的结论
.

但是
,

由 (4 )式确定调和函数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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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凸的区域才可能
,

这个问题早在1 9 5 6年已由E u b a n
ks 和 S te r n be 。留

艺」

解决
.

而且
,

对于不凸的区域
,

他们也举出了反例
,

可使 由(4 )式定义的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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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文献〔1」的解只能用于三向凸的区域
,

例如球体
、

立方体等
,

而

不能用于象壳体
、

工字型截面梁等工程中常见的结构
.

众所周知
,

n a n : o B 。二和 N e u be r 在 1 9 3 2年和 1 9 3 4年对方程 (1 )给出如下形式的通解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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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从(5 )式可得到(2 )式
。

可见文献〔1 1给出的解(2 )式只是 n a n 二o B 。 : 一

N e u b e r
通解的特殊形

式
,

是在三向凸的区域中才能成立的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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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答复讨论了文仁5」给出的一般解的完备性
,

并针对文〔7 」的断言作了答复
。

文「5]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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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体积力的线性弹性理论方程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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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明中未对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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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求解作讨论
,

确系作者疏忽
.

文仁7 」对
一

此提出怀疑是应该的
.

文仁7 」引用文〔3 〕断言
:

除非三个坐标方向均凸的弹性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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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

这个断言未经文〔7 〕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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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4 〕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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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3〕关于充分条件 ( a) 的证明容易看出
,

区域的三个坐标方向均凸是 ( 2 )
‘

有解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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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也是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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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事实并不表明线性弹性理论方程组的一般解不能用三个独立的调和函数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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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仁3〕提供的反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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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无解的反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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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1」的讨论中曾说过
:

(2) “般仅对三坐标方向均凸的区域有解
.

但 文〔1 〕未曾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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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意并证明其结论
.

综合上述
,

对文「5」给出的一般解(1 )
产

应作如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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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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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非凸区域的完备性有赖于(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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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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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从应用观点看
,

凸域及凸域的组合是求解训和函数边位问题的通常情况
.

因此
,

有关解(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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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结论不明确的部分并未构成不重限制
.

与其它通解比较
,

人们或许对应用解(1)
‘

的可能 甘更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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