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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ansys
13．0为平台撰写的一部从入门到精通的实用自学与提高教程，全面介绍了有限元分析的理论基础、有
限元分析流程、实体建模、网格划分、耦合和约束方程、加载、求解、后处理技术、设计ansys分析方
案、结构线性静力分析、模态分析、谐响应分析、谱分析、瞬态动力学分析、断裂力学分析、边坡稳
定性分析、界面开裂与失效模拟、衬垫连接模拟、齿轮分析、转子动力学分析、焊接工程问题分析、
优化设计、拓扑优化、疲劳分析、自适应网格划分和可靠性分析等内容。
围绕ansys软件的功能讲解，书中给出了大量具有工程背景的实例，并在配套光盘中提供了22个实例的
视频教程和ansys实例文件。

　　本书不仅适合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类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学习ansys13．0有限元分析软件的教材
，也可供从事结构分析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书中提供的大量实例还可供高级用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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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通常解析方法较简单，意义明确，容易计算，但由于其假设太多，难以提供在焊接热
影响区的精确计算结果，而且考虑不到电弧力对熔池的冲击作用。
采用有限元和有限差分法，应用高斯分布的表面热源分布函数计算，可以引入材料性能的非线性，可
进一步提高高温区的准确性，但仍未考虑电弧挺度对熔池的影响。
从球状：椭球到双椭球热源模型，每一种方案都比前一种更准确，但也伴随着计算量的增加，使这些
热源分布函数更利于应用有限元法或差分法在计算机上进行计算，而且实践也证明能得出较满意的模
拟结果。
对于通常的焊接方法如手工电弧焊、钨极氢弧焊，采用高斯分布的函数就可以得到较满意的结果。
对于电弧冲力效应较大的焊接方法，如熔化极氢弧焊和激光焊，常采用双椭球形分布函数。
为求准确，还可将热源分成两部分，采用高斯分布的热源函数作为表面热源，焊件熔池部分采用双椭
球形热源分布函数作为内热源。
在计算时，由于焊缝的对称性，一般只考虑计算一半区域，除上表面外，其他表面设为绝热边界，辐
射和对流可直接计算，也可通过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如表面的热传导系数等间接运算。
金属材料的物理性能参数如比热、导热系数、弹性模量、屈服应力等一般都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是
非线性的。
当温度范围变化不大时，可采用材料物理性能参数的平均值进行计算。
但在焊接过程中，焊件温度变化十分剧烈，如果不考虑材料的物理性能参数随时间的变化，那么计算
结果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所以在焊接温度场和应力场的模拟计算中必须要给定材料的各项物理性能参数随温度的变化值。
但是，许多材料的物理性能参数在高温特别是接近熔化状态时还是空白，某些材料仅有室温数据，而
高温性能参数对焊接过程和计算过程均有较大影响，这会给模拟计算带来很大的困难。
当然，通过实验和线性插值的方法可以获得高温时的一些数据，但有时处理不当，就会导致计算不收
敛或结果不准确。
例如，焊接时熔池金属处于熔化状态，其屈服极限和弹性模量是没有实际物理意义的，但焊接过程的
数值模拟计算是基于弹塑性理论的，这些参数必须为非零值，若参数取得过小会导致计算收敛困难，
并且即使收敛也会使计算时间大幅度增加，参数取得偏大又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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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限元分析:ANSYS 13.0从入门到实战》经典案例层出不穷，覆盖全面讲解透彻一点就通举一反三，
轻松应对实际问题。
手把手教你做21个实际工作分析，尽在随书DVD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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