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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塑性材料扩展裂纹

顶端塑性 区 内应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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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

提要 扩展裂纹顶端弹塑性应力应变场分析是近年来断裂力学发展的乖要课题 本文对弹性

不可压缩的理想塑性材料中定常扩展裂纹顶端塑性区内的应力应变场进行 了系统的数学分析 讨

论 了速度场和应力场的高阶渐近方程和解的形式
,

证实高阶渐近场依赖于塑性区和卸载弹性区交

界线 刀的曲线方程 一旦 刀的曲线方程确定下来
,

高阶渐近场的解答就能确定 下来

关键词 扩展裂纹 理想塑性 高阶渐近方程 应力场

引 言

扩展裂纹顶端的弹塑性应力应变场分析是建立弹塑性断裂理论的基础 近十年来
,

该课

题的研究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 〔’一 〕,

这些工作都是寻求裂纹顶端的弹塑性应力应变场的渐

近解 年
,

、。 ,

采用屈斯卡准则〔’〕,

首先得到了关于弹性不可压缩的理想塑性材料扩

展裂纹顶端应力应变场的渐近解

年
,

等人 〔’〕
和高玉臣 〔’

采用 屈服准则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但是渐近解通常只适用于非常接近裂纹顶端区域
,

为了确定精确的应力应变场的全场解
,

需要求得适用于裂纹顶端塑性区内
,

应力应变场的更详细的解

本文对弹性不可压缩的理想塑性材料中定常扩展裂纹顶端区域内的应力场和速度场进行

了系统分析
,

建立了应力场和速度场的高阶渐近方程
,

讨论了解的具体形式
,

证实 了高阶濒
近场依赖于塑性区和卸载弹性区交界线刀的曲线方程

二
、

扩展裂纹顶端塑性区内的应力场

丫

考察弹性不可压缩的理想塑性材料中的纯 型的定常扩展裂纹
,

解已 由〔 〕给出 如图 所示
,

区域 是均匀应力区
,

是中心扇形区
,

是卸载后弹性区
,

是二次塑性区

渐近解的应力函数 汽为

卢
。 尸 。

刃

端部区域的应力场渐近

普〔 “〕
,

夸
。一 “一

于
,

区

区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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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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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 卜 异 ,

‘

刀
。 , 。

现在来讨论下述定理

定理 如果在裂纹顶端的塑性区和卸载弹性区内
,

应力函数 笋可展成下列级数

,
。

彝
,

‘
·

‘
,

“,
。

象
之 ·十 ’

““
,

“,

火 ‘ ,

夕 一军
、‘一 一 刃

其中
凡。二 ,

又 又 ⋯
,

印 夕

是表征塑性区尺寸的参量

则有 吮
,

‘

先证明 式
,

对 汽有如下屈服条件

子 偏 。

其中
。 ,

衍。

是应力函数 必
。

所产生的应力偏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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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

。。 盖一 阴 一 、

少
。 一 、一 川 一 一 , 一

确。, 一 几盆 〔 一 篇
一 , , ,

‘
·

‘ ,

这里约定

了 少
,

二 一
,

一

将 代入
,

比较不同的 幂次系数
,

得

活。十 偏。 二

,

鬓 “川 ‘川 “ , 。 确。了 二
,

》‘

方程 已满足 现考虑 的情况

了
,

确。 一

控制方程为

田 。 确。。 确 二

经分析得
,

一

。

区

区

因此
, 。 , 确 。

句
,

在
, ,

区
。

区

另外由屈服条件 推得

在 区

渐近解 一 所对应的速度分量 抚 在刀上是有间断的 因此
,

几是间断线 对理

想塑性材料
,

速度场的间断线也就是特征线 所以
,

在 双上必有

, 二 一 ‘ ‘ ￡二

也可改写为
, ’

一 ‘ ‘ ‘

刀的曲线方程为
,

程想方设

于
一 “

。

蒙
, “了‘ ’·’”

几 艺 只。

附 ,

其中
二 ,

。是图 中
,

径向射线与 月 切线之间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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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几何学分析得知
,

沿曲线 乃有

。 。 一 , 。 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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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边 登相同阶幂次的系数
,

立即推得

, 改 二

飞
。、 夕

‘ 一 汤。
决 二

上述公式必须在 月的两侧均成立
、

由 式及应力场的连续性
,

立即推得

,

进一步利用公式
,

将
。, , 确。,

展开成 夕一 、

的台劳级数
,

并利用公式 伦
,

得

川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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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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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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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
,

在区域 和 中
,

夕刁

利用数学归纳法
,

可以得知
,

阴 二 几 二 。
,

在区域
、

中

利 百】上面已经份出的结果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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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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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级
,

由 式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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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获 。 , 。 民

鉴于 的结果
,

由屈服条件不难推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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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

这里
,

知 是应力函数 笋所产生的应力偏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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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听〕· 。‘二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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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得 当
,

时

,

哪 夕 口 , ‘,

拼 印
, “ ,

区
。 ,

区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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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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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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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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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八 二 〔 刀 〕八 二

为了使 得到满足必有
, ,

⋯

八 夕少 在 区

类似的可证明
, 了句 在 区

式证毕

三
、

关于 区的应力场的一般表达式

业己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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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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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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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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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出

另一方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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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 二 下 知 。 奋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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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 刀的曲线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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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犷‘” 、‘

少
, 二 脚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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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应力分量的连续条件推得

〔 户 〕场 二 〔 夕 〕。

〔 名 户 〕场牛 〔厂靛 户 〕。
。

〔 ‘了 〕斤 〔石
,

了 〕。
,

另外由速度分量的连续条件得
仔 〕

〔。知 句 〕 〔从 脚 〕

方程 一 共有 个求解方程而包含 个未知数
, 二 , ,

⋯ 乙。

因此可选
‘,

作为自由参数 其他系数就完全确定下来 从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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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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