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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焊接结构疲劳分析》较系统地介绍了焊接结构疲劳强度理论和评价方法。
全书共分6章。
第1章介绍材料的疲劳性能及分析基础；第2章介绍焊接接头的疲劳强度及影响因素；第3章讨论焊接结
构的疲劳强度评价方法；第4章探讨焊接结构的疲劳裂纹扩展分析方法；第5章介绍焊接结构疲劳强度
分析的随机方法；第6章介绍焊接结构的抗疲劳设计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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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接焊缝由于形状变化不大，因此它的应力集中比其他形式接头要小，但是过大的
加厚高和过大的母材与焊缝的过渡角以及焊趾圆弧半径都会增加应力集中，使接头的疲劳强度降低。
受单向拉伸的对接接头焊缝余高对疲劳强度是很不利的。
若对焊缝表面进行机械加工，应力集中程度将大大减少，对接接头的疲劳强度也相应提高。
 对接接头的不等厚和错位以及角变形都会产生结构性应力集中，对接头的疲劳强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对于板厚差异大的对接，应采取过渡对接的形式。
 丁字与十字接头的应力集中系数要比对接接头的高，因此丁字与十字接头的疲劳强度远低于对接接头
的疲劳强度。
单向拉伸的丁字接头采用双面焊缝为好，单面焊缝是不可取的。
单向拉伸十字接头有间隙的角焊缝根部特别容易引起破坏，减小焊缝根部间隙长度或将工作焊缝转换
为联系焊缝，可降低焊根的疲劳缺口系数。
 试验结果表明，搭接接头的疲劳强度是很低的。
仅有侧面焊缝的搭接接头疲劳强度仅为基本金属的34％。
焊脚为1：1的正面角焊缝的搭接接头为基本金属的40％。
正面角焊缝为1：2的搭接接头应力集中稍有降低，因而其疲劳强度有所提高，但是这种措施的效果不
大。
即使对焊缝向基本金属过渡区进行表面机械加工，也不能显著地提高接头的疲劳强度。
只有当盖板的厚度比按强度条件所要求的增加一倍，才能达到基本金属的疲劳强度。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丧失了搭接接头简单易行的优点，因此不宜采用这种措施。
采用所谓“加强”盖板的对接接头是极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接头的疲劳强度由搭接区决定，使
得原来疲劳强度较高的对接接头被大大地削弱了。
 缺口或者零件横截面积的变化使这些部位的应力应变增大，在高周疲劳范围，缺口应力对于裂纹萌生
和裂纹扩展的初始阶段虽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但往往是决定性因素。
在焊接结构中，若焊缝外形导致尖锐缺口，则不仅降低整个结构的强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引起
强烈的应力集中。
应力集中部位是结构的疲劳薄弱环节，控制了结构的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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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焊接结构疲劳分析》可供有关专业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相关学科研究生以及
高年级本科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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