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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4章，内容包括有限元基本理论和有限元软件应用两个部分。
第1章—第2章介绍了有限元解题思想和应用领域、学习有限单元法必备的力学基础知识。
第3章介绍了有限单元法的一般原理、刚度矩阵的求解以及非节点载荷等效移置方法。
第4章—第8章介绍了杆系结构(包括桁架、框架)、平面问题、轴对称问题、空间问题、板壳问题等六
大专题的单元特性和工程实例。
第9章介绍了ansys11．0的模块组成、界面风格。
第10章—第11章介绍了ansys实体建模技术、网格生成技术。
第12章介绍了载荷与约束的施加以及ansys的总体刚度方程求解模块。
第13章介绍了ansys强大的后处理技术。
第14章介绍了ansys在大工程问题中的工程应用，展示了各类问题的ansys求解全过程。

　　本书以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正式教材为出发点，结合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和应用技术，精心打
造的面向21世纪的教材，并可作为从事有限元工程计算的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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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载荷步与子步 1）载荷步 载荷步就是平时讲的分步施加载荷，以模拟真实的载荷
配置。
如图12—1所示，它显示了一个需要三个载荷步的载荷历程曲线：第一个载荷步用于线性载荷，第二个
载荷步用于不变载荷，第三个载荷步用于卸载。
载荷值在载荷步的结束点达到全值。
 2）载荷子步 将一个载荷步分成几个子步施加载荷，称为载荷子步。
 当使用多个子步时，需要考虑精度和代价之问的平衡；更多的子步（也就是小的时间步）通常能有较
好的精度，但以增多的运行时间为代价。
ANSYS提供两种方法来控制子步数： （1）子步数或时间步长。
用户既可以通过指定实际的子步数，也可以通过指定时间步长控制子步数。
 （2）自动时间步长。
ANSYS程序，基于结构的特性和系统的响应，来自动给定时间步长。
 3）时间的作用 在所有静态和瞬态分析中，ANSYS使用时间作为跟踪参数，而不论分析是否依赖于时
间。
在指定载荷历程时，在每个载荷步的结束点赋予时间值。
时间也可作为一个识别载荷步和载荷子步的计算器。
这样计算得到的结果也将是与时间有关的函数，只不过在静力分析中，时间取为常量0；在瞬态分析
中，时间作为表示真实时间历程的变量在变化；在其他分析中，时间仅作为一个计算器识别求解时所
采用的不同载荷步。
 从时间的概念上讲，载荷步就是作用在给定时问间隔内的一系列载荷；子步为载荷步中的时间点，并
在这些点上求得中间解。
 12.2 加载方式 在ANSYS程序中，用户可以把载荷施加在实体模型（关键点、线、面、体等）上，也可
以施加在有限元模型（节点、单元）上。
如果载荷施加在几何模型上，ANSYS在求解前先将载荷转化到有限元模型上。
这两种情况各有优、缺点。
 1.施加在实体模型上 （1）优点： ①模型载荷独立于有限元网格之外，这样就不必因为网格重新划分
而需要重新加载。
 ②通过图形拾取来加载时，因为实体较少，所以施加载荷简易。
 （2）缺点： ①不能显示所有的实体模型载荷。
 ②载荷施加在关键点上时，要特别注意约束扩展选项的使用，否则产生不符合实际的约束效果。
勾选约束扩展时，则在两个关键点施加的约束会扩展到关键点之间的直线上所有的节点上，因此在使
用扩展约束时，要特别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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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限元法原理与ANSYS应用》以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正式教材为出发点，结合多年来的教学经
验和应用技术，精心打造的面向21世纪的教材，并可作为从事有限元工程计算的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限元法原理与ANSYS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