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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重力坝坝体应力函数%

钱 波，胡青龙

（西昌学院 工程技术系，四川 西昌 #$!"$%）

【摘 要】利用半逆解法和偏心受压截面法，通过平衡条件和边界条件推算了平面应变坝体应力，得出了

坝体内任何一点的应力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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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思路

在砼重力坝坝体应力计算时，坝体可视为均

质、连续、各向同性的弹塑性材料的平面应变问

题，理论上可从物理方面、应力应变方面、静力学

方面求解边值问题的条件的偏微分方程 1 $ 2，但边界

条件 （分为应力边界条件、应变边界条件和混合边

界条件）的复杂性，直接求解应力函数非常困难。

可采用半逆解法 1 $ 2和偏心受压法 1 ) 2，沿坝纵向取单

位长度的坝段来研究，这样的坝段可以认为是固接

在地面岩石基础上的矩形变截面悬臂梁 1 % 2。应力计

算的实质是利用截面法，在坝体不同高度上用水平

截面将坝体截断，取计算截面以上的坝体为研究对

象，计算各个不同计算截面上各个点的应力，即横

截面上各点处的微元体上的应力：水平方向上的正

) 相关规定

按凝土重力坝规范 1 ( 2，坝体不允许出现拉应

力，故规定单元体上：正应力以压应力为正，剪应

力以绕单元体顺时针为正，载荷规定水平指向下游

为正，竖直指向下方为正；各种载荷对所取截面中

心的力矩顺时针转向为正。采用直角坐标，将坐标

原点取在计算截面的上游端点。且计：

23 为作用在坝体计算截面以上的各种载荷的

竖直分力总和425 为作用在坝体计算截面以上的

各种载荷的水平分力总和；26 为作用在坝体计算

截面以上的各种载荷对截面中心的力矩总和。

% 坝体应力计算

%7 $ 微元体上正应力 !8 的计算

显然 !8 应是微元体位置 / !9 8 0的二元函数。当

给定一个计算截面后，既 8 为一常量9 各种外载荷

在竖直方向分量 （泥沙压力、水压力、混凝土自

重、泥沙压力、扬压力等）都是的一次函数，由半

逆解法可假设 !8 也是 8 的一次函数。在某一计算

截面上，由于作用在计算截面以上坝体的载荷对计

算截面中心的力矩均为 ! 的一次函数，可知 !8 同

时也是 ! 的一次函数，从而 !8 应是微元体位置

/ !9 8 0的二元一次函数。

给定某一计算水平截面时 （8 为一定值，下

同 ），!8 沿 ! 方 向 按线 性 分布 ， 假定 其 计 算式

为：

!8 : ; < = ! / $ 0
其中 ;、= 可由边 界条件 确定， 即 ! : " 时 9

!8 : ; : !8， ! : > 时9 !8 : ; < => : !8
?。且：!8

@为计

算截面上游边缘处的 !8 的值；!8
?为计算截面下游

边缘处的 !8 的值；> 为计算截面的坝体宽度。

设 * 是计算截面面积，则 * : >，故根据偏心

受压公式计算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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