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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含有矩形片状裂纹 (裂纹土下表面受均匀压力作用 ) 的三维弹性休
.

借助FOu
r ie r

积分变换
,

将问题化归为二个变数的对偶积分方程
,

并获得裂纹面位移和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

的解析表达式
.

引 言

含有矩形片
‘

状裂纹 (裂纹上下表面作用均匀压力P0 ) 的三维弹性体的应力
、

位移场分析

和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
,

据作者所知
,

迄今没有解析结果
.

本文以文献〔l」的方法为基础
,

借

助 Fou
r ie r 变换将上述问题化简为二个变数的对偶积分方程

,

指出了将这些方程简化为无穷

线性代数方程组的方法
.

获得 了裂纹面位移和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解析表达式
.

一
、

边界条件和积分方程

含矩形片状裂纹的物体
,

如图 ] 所示
.

裂纹长为 加
,

宽为 2b
,

通常由于裂纹相对于物
,

体为很小
,

可认为裂纹体为无限大
.

裂纹上下表面作用均匀

压力 P
。

.

相应于此种情况的边界条件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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