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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复合材料叶片设计中，可利用弯扭耦合效应进行铺层优化设计，通过减小叶片气动弹性外

形的改变来提高叶片结构的效率。 将复合材料叶片简化为对称非均衡悬臂层合板，基于经典层合板

理论提出刚度权值和载荷系数 ２ 个分析参数。 并采用试验和有限元模拟分析了弯扭耦合效应中分析

参数对结构变形的影响。 进一步以刚度权值的可行域为约束条件，叶片曲率最小为目标函数，对含有

０°，９０°和±４５°铺层的对称层合板进行分析计算，得到关于载荷系数的刚度权值最优路径。 并以 １６ 层

对称层合板为例进行了验证计算。 通过对刚度权值最优路径的逆向计算，能够快速得到满足设计条

件的最优铺层顺序。 该方法可为复合材料叶片的铺层优化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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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扇叶片是航空发动机、船用推进器以及风力

发电机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３］。 传统风扇叶片是由金

属材料制成，但对于发动机而言，减轻结构重量能有

效提高发动机的性能，因此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这一

需求，采用复合材料替换传统金属材料是一种有效

且可行的途径［４⁃５］。 相比于金属材料，复合材料具

有质量轻、比模量高、比强度高、耐腐蚀、耐疲劳以及

抗振动等优点。 同时复合材料具有各向异性这一特

点，在受载时会产生拉伸、剪切、弯曲和扭转之间互

相的耦合效应，这使得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具有更多

灵活性，但也使设计更加复杂［６］。
由于传统金属叶片模量高，受载时叶片变形较

小，因此在设计过程中一般忽略叶片气动外形的变

化对结构性能的影响［７］。 然而复合材料叶片的变

形较大，并且不同铺层方案的变形差异也较大，过大

的变形会导致叶片不再满足气动弹性外形的设计，
进而导致叶片结构效率下降。 因此在铺层设计时必

须考虑变形对叶片气动弹性结构效率的影响［８］。
周邢银等人对复合材料悬臂梁不同区域上的弯扭耦

合效应对结构变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９］。 彭峰和

Ｘｉａｏ 等人分别对船用复合材料叶片和发动机叶片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铺层角度、铺层厚度、铺层顺

序对复合材料叶片结构的性能有显著影响［１０⁃１１］。
Ａｂｄｕｌ 等人通过不同铺层顺序的试验与仿真研究表

明铺层顺序对叶片结构变形的影响很大［１２］。 同时

相比于弯曲变形，叶片的扭转变形会改变叶片的攻

角，而攻角的改变会显著降低叶片结构的效率［１３］。
为了提高叶片结构效率，必须减小叶片气动外形的

改变，尤其是减小扭转变形。 因此可以利用复合材

料对称层合板结构中的弯扭耦合效应，通过调整铺

层角度和铺层顺序，使结构中由弯矩通过耦合效应

产生的扭转变形，与扭矩产生的扭转变形相互抵消，
减小叶片的整体扭转变形，从而提高叶片气动弹性

结构的效率［１４⁃１５］，达到铺层优化设计的目的。
本文基于经典层合板理论，提出了 ２ 个分析参

数：刚度权值和载荷系数。 通过设计弯扭耦合试验，
研究了 ２ 个分析参数对弯扭耦合效应的影响，并结

合有限元模拟对试验数据与理论结果进行了对比验

证。 进一步采用刚度权值和载荷系数对弯扭耦合效

应进行了定量分析，将求解满足最小曲率目标函数

时的最优铺层顺序转化为求解最优刚度权值，得到

随载荷系数变化的最优刚度权值曲线。 在给定任意

弯扭载荷系数下，通过对最优刚度权值曲线的逆向

计算，能够直接得到满足结构设计条件的最优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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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为复合材料叶片的铺层优化设计提供了参考

和依据。

１　 刚度权值和载荷系数的定义

１．１　 刚度权值

为了分析对称层合板结构中相同铺层角度所在

铺层位置对弯扭耦合效应的影响，基于经典层合板

理论（ＣＬＴ），将面内刚度矩阵Ａ 和弯曲刚度矩阵 Ｄ
中相同的铺层角度进行合并，刚度矩阵表述如下：

Ａ ＝ Ｈ∑
ｒ

ｉ ＝ １

Ｑｉαｉ

Ｄ ＝ Ｈ３

１２∑
ｒ

ｉ ＝ １

Ｑｉδｉ （１）

式中， Ｈ为层合板总厚度，ｒ为铺层角度种类的数量；
ｉ 为铺层角度的编号，Ｑｉ 为对应角度的偏轴刚度矩

阵，α ｉ 和 δ ｉ 分别为该角度的面内和弯曲刚度权值，
由公式（２）给出：

αｉ ＝
１
Ｈ∑

ｍｉ

ｔ ＝ １
（ｈｉ，ｔ － ｈｉ，ｔ －１）

δｉ ＝
４
Ｈ３∑

ｍｉ

ｔ ＝ １
（ｈ３

ｉ，ｔ － ｈ３
ｉ，ｔ －１） （２）

式中， ｍｉ 为第 ｉ个角度的铺层数量，ｈｉ， ｔ 和 ｈｉ， ｔ －１ 分别

为该角度下第 ｔ 层的上下表面的 Ｚ 坐标值。 根据公

式（２） 的定义，α ｉ 与铺层含量意义相同，且 α ｉ 和 δ ｉ

满足如下关系

∑
ｒ

ｉ ＝ １
αｉ ＝ ∑

ｒ

ｉ ＝ １
δｉ ＝ １

δｉ ∈ ［α３
ｉ ，α３

ｉ － ３α２
ｉ ＋ ３αｉ］ （３）

１．２　 载荷系数

为了分析不同载荷比例对耦合效应的影响，采
用单位化对载荷进行变量代换，如公式（４）所示：

Ｍ ＝ Ｍ２
ｘ ＋ Ｍ２

ｙ ＋ Ｍ２
ｘｙ

ｃｏｓ π
２
ωｘ

æ

è
ç

ö

ø
÷ ＝ Ｍｘ ／ Ｍ

ｃｏｓ π
２
ωｙ

æ

è
ç

ö

ø
÷ ＝ Ｍｙ ／ Ｍ

ｃｏｓ π
２
ωｘｙ

æ

è
ç

ö

ø
÷ ＝ Ｍｘｙ ／ Ｍ （４）

式中， ω ｉ ∈ ［０，２］，（ ｉ ＝ ｘ，ｙ，ｘｙ） 为合内力矩比例系

数，反映合内力矩的分量Ｍｉ 与整体Ｍ的关系。 Ｍ为

合内力矩幅值系数，反映合内力矩 Ｍ 的整体大小，
由于 Ｍ 与曲率 κ 整体幅度成线性关系，因此可取 Ｍ

＝ １，只对 ω 进行讨论。
由此分别引入了体现铺层因素的分析变量：刚

度权值 α 和 δ，以及体现载荷因素的分析变量：比例

系数 ω。

２　 试验与有限元模拟分析研究

２．１　 弯扭耦合试验方案

图 １ 为弯扭耦合试验加载方式示意图。 图 ２ 为

复合材料试件尺寸示意图。 如图所示，通过在复合

材料悬臂板加载端 ５ 个不同位置施加载荷分别为

ＬＮ２，ＬＮ１，Ｐ０，ＬＰ１ 和 ＬＰ２。 实现扭矩由负到正的 ５ 种弯

扭载荷比例，试验采用 Ｉｎｓｔｒｏｎ１１９６ 电子万能试验机

加载，试验速度为 ２ ｍｍ ／ ｍｉｎ，当载荷达到 ６０ Ｎ 时，
结 束 试 验， 保 存 数 据。 层 合 板 选 用 Ｍ４０Ｊ ／
ＣＹＣＯＭ９７０ 高模量碳纤维复合材料，单层厚度０．１２５
ｍｍ，其单层属性见表 １。

图 １　 试验加载方式示意图

图 ２　 复合材料试件尺寸示意图（单位： ｍｍ）

表 １　 Ｍ４０Ｊ ／ ＣＹＣＯＭ９７０ 复合材料单层基本性能

Ｅ１１ ／

ＧＰａ

Ｅ２２ ＝Ｅ３３ ／

ＧＰａ
ν１２ ＝ ｖ１３ ν２３

Ｇ１２ ＝Ｇ１３ ／

ＧＰａ
Ｇ２３ ／ ＧＰａ

１７９．１１ １１．３２ ０．２５４ ０．４５ ５．２６ ２．７６

表 ２ 为 ４ 种试件铺层顺序和对应铺层角度的

·４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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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通过改变试件铺层顺序，实现 δ 的变化。 在设计

试件偏轴铺层角度时，为提高试验数据的可分析性，
即在改变 ω 和 δ 时，提高曲率和扭率的变化量，应选

择耦合效应较强的偏轴角度，同时考虑偏轴角度铺

设的难易，偏轴角度以整数为宜，最终根据本文所用

复合材料属性，选择 ３０° 作为偏轴铺层角度。
表 ２　 试件铺层顺序和弯曲刚度权值 δ

编号 铺层顺序
弯曲刚度权值（单位：１）

δ０ δ－３０ δ３０ δ３０－δ－３０

Ａ 型 ［３０２ ／ －３０２ ／ ３０２ ／ ０２］ Ｓ ０．０１６ ０．２９７ ０．６８７ ０．３９０

Ｂ 型 ［３０２ ／ ０２ ／ ３０２ ／ －３０２］ Ｓ ０．２９７ ０．０１６ ０．６８７ ０．６７１

Ｃ 型 ［－３０２ ／ ３０２ ／ ０２ ／ ３０２］ Ｓ ０．１０９ ０．５７８ ０．３１３ －０．２６５

Ｄ 型 ［０２ ／ ３０２ ／ －３０２ ／ ３０２］ Ｓ ０．５７８ ０．１０９ ０．３１３ ０．２０４

２．２　 有限元分析模型

由于试验只能通过计算应变得到测点曲率，无
法测得内力矩，因此不能直接对 ＣＬＴ 理论进行计算

验证。 通过引入有限元（ＦＥＡ）仿真计算，可以同时

得到测点曲率和内力矩。 通过对比试验与 ＦＥＡ 的

曲率数据，验证 ＦＥＡ 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再将试

验曲率通过 ＣＬＴ 理论计算得到的内力矩与 ＦＥＡ 的

内力矩进行对比分析，并以此来验证采用 ＣＬＴ 理论

对弯扭耦合效应进行分析计算是否可行。
本文采用 ＡＢＡＱＵＳ 商业有限元件对试验进行

仿真模拟。 模型尺寸和加载方式与图 ２、图 １ 一致，
材料属性和铺层顺序与表 １、表 ２ 一致，采用 Ｃ３Ｄ２０
单元，单元数为 ７２０ ０００。 模型边界条件及加载方式

如表 ３ 所示，均与试验条件尽可能保持一致。
表 ３　 有限元模型边界条件及加载方式

约束位置 约束方式

夹持段底面 Ｕ３ ＝ ０

加持段上表面螺钉位置 Ｕ１ ＝ Ｕ２ ＝ Ｕ３ ＝ ０

加载点（ＬＮ２，ＬＮ１，Ｐ０，ＬＰ１，ＬＰ２） Ｆ３ ＝ － ６０ ／ Ｎ

２．３　 试验与有限元结果对比分析

图 ３ 为 ４ 种试件试验和 ＦＥＡ 的曲率 κ－加载点

曲线。 结合表 ２ 中的权值与图中曲线可以看出：
１） 对比 ４ 种试件在 Ｐ０ 纯弯曲加载时，随 δ０ 增

大， ｜ κｘ ｜ 和 ｜ κｙ ｜ 减小；随 ｜ δ３０ － δ －３０ ｜ 增大， ｜ κｘｙ ｜
增大；在 δ３０ － δ －３０ ＞ ０ 的 ＡＢＤ 型中 κｘｙ ＜ ０，反之在

δ３０ － δ －３０ ＜ ０ 的 Ｃ 型中 κｘｙ ＞ ０。
２） 在 δ３０ － δ －３０ ＞ ０的ＡＢＤ型中，随Ｍｘｙ 增大 κｘ

减小，反之在 δ３０ － δ －３０ ＜ ０的Ｃ型中 κｘ 增大，随 ｜ δ３０

－ δ －３０ ｜ 增大，κｘ 和 κｘｙ 的斜率增大。
３） 对应 ５ 种不同弯扭载荷比例时， ｜ κｘｙ ｜ 最小

值对应不同的铺层顺序。 Ａ 型和 Ｂ 型 ｜ κｘｙ ｜ 最小值

对应在 ＬＰ２ 加载点，其中Ａ型 ｜ κｘｙ ｜ 更小，Ｃ型和Ｄ型

｜ κｘｙ ｜ 最小值分别对应 ＬＮ１ 和 ＬＰ１ 加载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①δ０ 控制抗弯曲性能；②

｜ δ３０ － δ －３０ ｜ 的大小控制耦合效应的强弱，δ３０ － δ －３０

的正负控制耦合效应的正负。 ③ 在不同弯扭载荷

比例下，最小 ｜ κｘｙ ｜ 对应的铺层也不相同。 由此可

将非连续的铺层顺序转化为连续的刚度权值，对复

合材料弯扭耦合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和研究。

图 ３　 ４ 种试件试验和有限元的曲率 κ－加载点曲线

　 　 图 ４ 为 ４ 种试件试验和 ＦＥＡ 的力矩 Ｍ － 加载

点曲线，其中试验的合内力矩 Ｍ 是由试验的曲率数

据通过 ＣＬＴ理论计算得到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 ４种

试件的受载情况基本一致。 对４种试件的Ｍ求平均

并计算得到平均 ω，如表 ４ 所示。 结合表 ４ 可以看

出，在 ５ 种加载方式下：①Ｍｘ 数值最大，且大小基本

·５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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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②Ｍｙ 数值很小，几乎为 ０；③ 在 Ｐ０ 加载点下，
力矩Ｍｘｙ 几乎为 ０，基本为纯弯曲状态；加载点由 ＬＮ２

至 ＬＰ２，Ｍｘｙ 由负变正。

图 ４　 ４ 种试件试验和有限元的力矩 Ｍ－加载点曲线

表 ４　 试验与 ＦＥＡ 的 ５ 种加载方式的平均载荷因子

Ｔｅｓｔ ／ ＦＥＡ ωｘ ωｙ ωｘｙ

ＬＮ２ ０．０９４ ／ ０．０９２ ０．９８７ ／ ０．９８６ １．０９３ ／ １．０９１

ＬＮ１ ０．０４５ ／ ０．０４６ ０．９９５ ／ ０．９９３ １．０４５ ／ １．０４６

Ｐ０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４ ０．９９７ ／ ０．９９６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

ＬＰ１ ０．０５０ ／ ０．０４８ ０．９９６ ／ ０．９９４ ０．９５０ ／ ０．９５２

ＬＰ２ ０．０９６ ／ ０．０９４ ０．９８７ ／ ０．９８６ ０．９０５ ／ ０．９０６

为比较试验和 ＦＥＡ ２ 组曲线的数据误差，采用

积分绝对值误差准则（ ＩＡＥ）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

方法如公式（５）所示，式中 ＤＴｅｓｔ表示试验数据，ＤＦＥＡ

表示有限元数据，ｎ 为数据的数量。 误差计算结果

如表 ５ 所示。

ＥＩＡＥ ＝
∑

ｎ

ｉ ＝ １
｜ ＤＴｅｓｔｉ

－ ＤＦＥＡｉ
｜

∑
ｎ

ｉ ＝ １
｜ ＤＦＥＡｉ

｜
（５）

表 ５　 试验和 ＦＥＡ 的曲率 κ 和力矩 Ｍ 的误差 ％

类型 Ａ 型 Ｂ 型 Ｃ 型 Ｄ 型

κｘ ０．６９ ０．５４ ０．６９ １．８７

κｙ １．４１ ３．４１ １．１０ ２．０２

κｘｙ ９．２７ ４．６８ ９．１０ ６．７３

Ｍｘ ０．７６ ２．１１ ０．５７ １．９０

Ｍｙ ２０．２０ ７６．０９ １４．９１ ７５．２８

Ｍｘｙ １６．３０ １８．３１ １２．９６ ８．１０

从表 ５ 中可以看出，试验与 ＦＥＡ 的 κｘ 和 κｙ 误

差较小，κｘｙ 误差相对较大，这可能是由于 κｘｙ 是通过

应变转轴公式计算得到，误差被进一步放大。 表 ５
中试验和ＦＥＡ的Ｍｘ 和Ｍｘｙ 误差相对较小，Ｍｙ 的误差

很大，但从图４ｂ） 中可以看出Ｍｙ 基本接近 ０，因此数

据差异可能不大，但得到的误差会较大。 通过误差

分析可以看出，试验与 ＦＥＡ 的曲率数据基本一致，
并且通过 ＣＬＴ 理论计算得到的力矩与有限元仿真

计算得到的力矩也相对一致。 因此间接通过 ＦＥＡ
模拟对 ＣＬＴ 理论与试验数据进行了验证，可认为采

用 ＣＬＴ 理论对弯扭耦合效应的分析是可行的。

３　 弯曲刚度权值的最优路径研究

３．１　 问题描述

本文以工程中常用的由 ０°，９０°，±４５°组成的对

称层合板为例，以优先满足 ｍｉｎ（ ｜ κｘｙ ｜ ），其次满足

ｍｉｎ（ ｜ κｘ ｜ ） 为目标函数，进一步定量研究在不同 ω
下，δ 的比例关系。 由公式（１）可得层合板弯曲刚度

矩阵如下

Ｄ ＝ Ｈ３

１２∑（Ｑθδθ）， θ ＝ ０°，９０°， ± ４５° （６）

式中， Ｑｉ 为 ｉ ＝ ０°，９０°， ± ４５° 时单层板的偏轴刚度

矩阵。 根据试验分析结果，取 Ｍｙ ＝ ０ 对问题进行简

化，由公式（４） 可得公式（７），独立载荷因子剩下

ω ｘ，简记为 ω。

Ｍ ＝ Ｍ２
ｘ ＋ Ｍ２

ｘｙ

Ｍｘ ＝ Ｍｃｏｓ π
２
ωæ

è
ç

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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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ｘｙ ＝ Ｍｓｉｎ π
２
ωæ

è
ç

ö

ø
÷ （７）

　 　 当铺层角度确定后， κ ｘ 和κ ｘｙ 分别是关于 δ和ω
的函数。 根据对称性分析可知，将 ω 最优铺层中的

±θ°层的角度互换可得 － ω 的最优铺层。 因此在公

式（７） 中只需讨论 ω ∈ ［０， １］ 的情况。
为满足最小的 ｜ κ ｘ ｜ 和 ｜ κ ｘｙ ｜ 条件，须满足 δ －４５

取值最小，根据层合板铺层含量的约束，假设满足

α０ ≥ ０．６，其余铺层角度含量 α ≥ ０．１ 时，根据公式

（３） 中条件，４ 个 δ 中只有 ３ 个相互独立，此时权值

可行域满足如下关系：
δ －４５ ＝ ０．００１
０．５１１ ≤ δ０ ＋ δ９０ ≤ ０．９９８
０．２１６ ≤ δ０ ≤ ０．９７３
０．００１ ≤ δ９０ ≤ ０．４８８ （８）

　 　 根据公式（８）可知，δ 的可行域如图 ５ 所示，其
中可行域边界点的权值坐标如表 ６ 所示。

图 ５　 权值 δ 的可行域

表 ６　 可行域边界点对应的权值 δ 坐标

可行域边界点
权值 δ 坐标

δ０ δ９０

Ｆ１ ０．９７３ ０．０２５

Ｆ２ ０．９７３ ０．００１

Ｆ３ ０．５１０ ０．００１

Ｆ４ ０．２１６ ０．２９５

Ｆ５ ０．２１６ ０．４８８

Ｆ６ ０．５１０ ０．４８８

３．２　 权值最优路径的求解计算

本文采用 Ｍａｐｌｅ 数学工程计算软件对所需求解

的方程进行计算。 令 Ｈ３ ／ １２ ＝ １，对公式（６） 进行简

化，由此可得 κ ｘ 和 κ ｘｙ 分别是关于 δ 和 ω 的函数

κ ｘ（δ ０， δ ９０， ω） 和 κ ｘｙ（δ ０， δ ９０， ω）。 令 κ ｘｙ ＝ ０ 可得

不同ω下 δ关于κ ｘｙ ＝ ０的等高曲线方程，如公式（９）
所示

κｘｙ ＝ ｃｏｓ π
２
ωæ

è
ç

ö

ø
÷ ｄ１３（δ０，δ９０） ＋

　 ｓｉｎ π
２
ωæ

è
ç

ö

ø
÷ ｄ３３（δ０，δ９０） ＝ ０ （９）

根据公式（９）作图可得等高曲线 δ ９０ － δ ０，如图 ６ 所

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ω 存在一个临界值 ω １：当 ω
∈［０， ω １］ 时，存在等高曲线 δ ９０ － δ ０ 使得κ ｘｙ ＝ ０，当
ω ＝ ω １ 时，等高曲线 δ ９０ － δ ０ 与可行域相交于点 Ｆ４；
将点 Ｆ４ 的权值带入公式（９） 可得 ω １ ＝ ０．１４４；当 ω
∈ ［ω １， １］ 时，κ ｘｙ 恒大于 ０。

图 ６　 不同 ω 下可行域上 κ ｘｙ ＝ ０ 的 δ 等高曲线 δ９０ － δ０

１） 当 ω ∈ ［０， ω １］ 时：
求解公式（９） 分别可得 δ ９０ 和 δ ０ 的函数表达式：

δ９０ ｜ κｘｙ ＝ ０ ＝ ｆ（δ０，ω），ω ∈ ［０，ω１］ （１０）
δ０ ｜ κｘｙ ＝ ０ ＝ ｇ（δ９０，ω），ω ∈ ［０，ω１］ （１１）

　 　 将公式（１０）带入 κ ｘ（δ ０， δ ９０， ω） 可得：
κｘ ｜ κｘｙ ＝ ０ ＝ κｘ（δ０，ｆ（δ０，ω），ω），ω ∈ ［０，ω１］

（１２）
　 　 根据公式（１２）可得在满足 κ ｘｙ ＝ ０ 的条件下，κ ｘ

－ δ ０ 关于 ω 的曲线族，如图 ７所示。 结合图 ６与图 ７
可知，当ω∈［０， ω １］ 时，部分等高曲线关于 δ ０ 分为

上下 ２ 个部分，部分等高曲线只有上半部分。 且 δ ０

取最大值时 κ ｘ 取得最小值。

·７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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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 ω 下 κ ｘｙ ＝ ０ 时的 κ ｘ － δ０ 曲线

为求得等高曲线上 δ ０ 的最大值，对图 ６ 进行分

析可以看出，受可行域的约束，随 ω 增大，等高曲线

上 δ ０ 的最大值被分为 ３ 个部分，分别在可行域边界

Ｆ１Ｆ２Ｆ３，可行域内和可行域边界 Ｆ３Ｆ４ 上。 令方程

（１１） 关于 δ ９０ 求导为 ０，如公式（１３） 所示：
δ０ ｜ κｘｙ ＝ ０

∂δ９０

＝
∂ｇ（δ９０，ω）

∂δ９０

＝ ０，ω ∈ ［０，ω１］ （１３）

　 　 将方程（１３）带入方程（１１）并分别与 Ｆ２Ｆ３ 和

Ｆ３Ｆ４ 曲线方程联立求解，可得对应临界的 ω 分别为

０．００２ 和 ０．００８。
分别对 ω ∈ ［０， ０．００８］，［０．００８， ０．１］ 和［０．１，

ω １］３ 个区间求解 δ ０ 的最大值，可得 δ ０（ω） 函数方

程。 进一步带入公式（１１） 可得 δ ９０（ω） 函数方程，
再根据公式（３） 可得 δ ４５（ω） 函数方程。 通过以上

计算可得ω∈［０， ω １］ 时，满足κ ｘｙ ＝ ０，且κ ｘ 最小条

件时，δ（ω） 的最优路径。
２） 当 ∈ ［ω １， １］ 时：
κ ｘｙ 恒大于 ０，根据图 ６ 可以看出，当 ω ＝ ω １ 时，

κ ｘｙ 最小值在点 Ｆ４。 过点 Ｆ４ 的 κ ｘｙ 等高曲线方程如

公式（１４） 所示

κｘｙ（δ０，δ９０，ω） ＝ κｘｙ ｜ δ ＝ Ｆ４
，ω ∈ ［ω１，１］ （１４）

　 　 根据公式（１４）可得不同 ω 下过边界点 Ｆ４ 的 κ ｘｙ

等高曲线族，如图 ８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存在一

个临界值ω ２，当ω∈［ω １， ω ２］ 时，κ ｘｙ 最小值取在点

Ｆ４ 处，当 ω ∈［ω ２， １］ 时，κ ｘｙ 最小值由点 Ｆ４ 沿可行

域边界向 Ｆ３ 移动。
将公式（８） 中可行域边界 Ｆ３Ｆ４ 带入 κ ｘｙ，并令

κ ｘｙ 关于 δ ０ 求导为 ０，如公式（１５） 所示

∂κｘｙ（δ０，０．５１１ － δ０，ω）
∂δ０

＝ ０，ω ∈ ［ω２，１］ （１５）

　 　 将点 Ｆ４ 的 δ ０ 带入公式（１５） 求解可得临界值ω ２

图 ８　 不同 ω 下过边界点 Ｆ４ 的 κ ｘｙ 等高曲线族

＝ ０．８４３。 对公式（１５） 求解可得 ω ∈ ［ω ２， １］ 范围

内 κ ｘｙ 最小值的 δ ０（ω） 函数方程，带入公式（８） 中可

行域边界 Ｆ３Ｆ４ 可得 δ ９０（ω） 函数方程，进一步可得

δ ４５（ω） 函数方程。
３．３　 权值最优路径计算结果与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在可行域约束下的 δ 最优

路径，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不同比例系数 ω 下可行域内

权值 δ 的最优路径

图中虚线为可行域边界带有形状符号的曲线为

对应不 同 ω 时 κ ｘｙ ＝ ０ 的 等 高 曲 线， 实 曲 线

Ｈ１Ｆ２Ｈ２Ｈ３Ｆ４Ｈ４ 为整体 δ 最优路径 δ ９０ － δ ０ 曲线。 在

该最优路径上，能够优先保证 ｜ κ ｘｙ ｜ 最小，其次保证

｜ κ ｘ ｜ 最小。 由于受可行域边界的约束，δ 最优路径

被分为６个部分。 当ω∈［０．００８， ０．１］ 时，最优路径

在可行域内的曲线 Ｈ２Ｈ３ 上，当 ω 不在该范围时，最
优路径在可行域的边界上。 δ 最优路径的拐点坐标

与对应的 ω 如表 ７ 所示。
通过 δ 最优路径，可得 δ（ω） 曲线，如图 １０ 所

示。 结合表 ７ 与图 １０ 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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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权值 δ 最优路径拐点坐标与对应比例系数 ω

最优路径拐点 比例系数 ω
权值 δ 坐标
δ０ δ９０

Ｈ１ ０ ０．９７３ ０．０２４
Ｆ２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３ ０．００１
Ｈ２ ０．００８ ０．９０２ ０．００１
Ｈ３ ０．１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１７８
Ｆ４ ０．１４４ ／ ０．８４３ ０．２１６ ０．２９５
Ｈ４ １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５

图 １０　 可行域上最优权值路径的 δ－ω 曲线

１） 当 ω∈［０， ０．００２］ 时，随ω增大，δ０ 不变，δ９０

减小，δ４５ 增大。 δ 最优路径为可行域边界 Ｈ１Ｆ１。
２） 当 ω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时，随 ω 增大，δ０ 减

小，δ９０ 不变，δ４５ 增大。 δ 最 优 路 径 为 可 行 域 边

界 Ｆ１Ｈ２。
３） 当ω∈［０．００８， ω１］ 时，随ω增大 δ０ 减小，δ９０

和 δ４５ 增大，且 δ４５ 增幅大于 δ９０。 以 ω ＝ ０．１为分界，δ
最优路径分为 ２ 个部分：可行域内的 Ｈ２Ｈ３ 和可行域

边界上的 Ｈ３Ｆ４。
４） 当 ω∈ ［ω１， ω２］ 时，随 ω增大，δ０，δ９０ 和 δ４５

保持不变，δ 最优路径停留在可行域边界点 Ｆ４ 上。
５） 当ω∈［ω２， １］ 时，随ω增大，δ０ 增大，δ９０ 减

小，δ４５ 保持不变，δ 最优路径由点 Ｆ４ 沿可行域边界

向 Ｈ４ 移动。
通过最优路径 δ（ω），可以计算得到在最优路径

上 κ － ω曲线，如图 １１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最

优路径 δ（ω） 上：
１） 当ω∈［０， ω１］ 时，通过改变 δ可以保证，随

ω 增大，κｘｙ ＝ ０，κｘ 取得最小值。
２） 当ω∈［ω１， １］ 时，随ω增大，κｘｙ 开始增大，

κｘ 开始减小。

图 １１　 可行域上最优权值路径的 κ － ω 曲线

３．４　 权值最优路径的算例验证与讨论

本文以 １６ 层对称层合板为例， 对最优路径

δ（ω） 进行验证。 以试验中 Ｐ０，ＬＰ１和 ＬＰ２ ３种情况

的载荷因子为基础，分别选取 ω ＝ ０，０．０５，０．１ 以及

ω１ 进行分析计算。 根据铺层含量的约束关系可知 ４
种角度的铺层数分别为０°铺层有１０层，９０°和 ±４５°
铺层各 ２ 层。

由于实际情况中 δ 的取值是在三维空间中的离

散点（δ０， δ９０， δ４５） 上，不一定刚好取在理论最优 δ
点上，因此实际最优 δ 点是离散的三维空间点中包

围理论最优 δ 点最小六面体 ８ 个顶点中的 １ 个。 通

过计算实际与理论 δ 最优点的距离可以计算得到六
表 ８　 对应比例系数 ω下权值 δ，曲率 κ 的理论与实际最优解及铺层顺序

载荷系数 ω 最优解 权值（δ０， δ９０， δ －４５， δ４５）
曲率（κｘ， κｙ， κｘｙ）

（单位：１０ －５ｍｍ －１
实际铺层顺序

０
理论

实际

（０．９７３，０．０２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９４７，０．０３７，０．００２，０．０１４）

（０．８２， － ０．２１，０．００）
（０．８４， － ０．２０，０．０１）

＼
［０５ ／ ９０ ／ ４５ ／ － ４５］ ｓ

０．０５
理论

实际

（０．５４７，０．１１１，０．００１，０．３４１）
（０．５４９，０．１１９， ０．００２，０．３３０）

（０．８４， ０．４８， ０．００）
（１．２６， － ０．４６０， ０．０１）

＼
［４５ ／ ０２ ／ ９０ ／ ０３ ／ － ４５］ ｓ

０．１
理论

实际

（０．３３３，０．１７８，０．００１，０．４８８）
（０．４２０，０．２４８，０．００２，０．３３０）

（１．７３， － ０．６３，０．００）
（１．４７， － ０．４５，０．４２）

＼
［４５ ／ ９０ ／ ０５ ／ － ４５］ ｓ

０．１４４
理论

实际

（０．２１６，０．２９５，０．００１，０．４８８）
（０．２４４，０．２４８，０．１７８，０．３３０）

（２．１８， － ０．６１，０．００）
（１．９８， － ０．６９，０．８９）

＼
［４５ ／ ９０ ／ － ４５ ／ ０５］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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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体 ８ 个顶点的权值 δ，从 ８种情况中选取满足最优

条件的最优实际 δ，即为所求最优实际最优解。
表 ８为采用Ｍａｐｌｅ编程计算得到对应ω的 δ和κ

的理论、实际最优解，及对应的实际铺层顺序。 从表

中可以看出，最优解的理论与实际的 δ 和 κ 非常接

近。 ① 当 ω ＝ ０ 纯弯曲时，０° 层在最外层， ± ４５° 层
在最内层；② 随 ω 增大，４５° 层最先移动到外层，９０°
和 － ４５° 层相继向外层移动。 当 ω ＝ ０．０５ 时，δ４５ 的

实际值为 ０．３３０，已经达到实际的最大值，但仍小于

δ４５ 的理论值 ０．３４１，随 ω 增大，二者差异增大，κｘｙ 也

开始增大。 这是由于实际铺层的非连续性以及受到

铺层含量的约束导致 δ 的实际最优值不能完全与理

论最优值重合。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经典层合板理论提出了 ２ 个分析参

数：①将非量化的铺层顺序转化为可量化分析的刚

度权值；②将合内力矩转化为归一化的载荷系数。
并通过弯扭耦合试验与有限元模拟讨论了 ２ 个分析

参数对弯扭耦合效应的影响。
以弯曲刚度权值的可行域为约束条件，结构曲

率最小为目标函数，对含有 ０°，９０°，±４５°的层合板

进行了优化分析，得到了弯曲刚度权值的最优路径。
受到可行域的限制，弯曲刚度权值最优路径被分成

６ 个部分。 ①在前 ４ 个部分中，即 ω ∈ ［０， ω１］ 时，
存在优化权值比例使得曲率 κｘｙ ＝ ０， ｜ κｘ ｜ 取得最小

值。 ②当ω∈［ω１， １］ 时，受到可行域的限制，在弯

曲刚度权值最优路径上，随 ω 增大，曲率 κｘｙ 开始增

大，κｘ 开始减小。
根据本文提出的刚度权值最优路径，在给定任

意的弯扭载荷条件下，可以得到对应的理论最优刚

度权值，经过逆向计算可以得到实际最优铺层顺序。
通过该方法能够快速有效地找到满足曲率设计目标

的最优铺层顺序，能够对复合材料叶片弯扭耦合效

应的优化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在本文的分

析研究中，将叶片模型简化假设为层合板，忽略曲面

叶形结构的影响，因此在后续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

研究在曲面叶形结构上弯扭耦合效应的优化分析。

参考文献：

［１］　 Ｃｏｒｏｎｅｏｓ Ｒ 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Ｆａｎ Ｂｌａｄｅ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ｎｇｉｎｅ［Ｒ］． ＮＡＳＡ ／ ＴＭ⁃
２０１２⁃２１７６３２

［２］　 张帅，朱锡，孙海涛，等． 船用复合材料螺旋桨研究进展［Ｊ］． 力学进展， ２０１２， ４２（５）： ６２０⁃６３３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ａｉ， Ｚｈｕ Ｘｉ， Ｓｕｎ Ｈａｉｔａｏ，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ｓ［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４２（５）： ６２０⁃６３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Ｃｈａｍｉｓ Ｃ Ｃ， Ｂｌａｎｋｓｏｎ Ｉ Ｍ． 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 Ｎｏｖｅｌ Ｅｎｇｉｎ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Ｒ］． ＮＡＳＡ ／ ＴＭ⁃２００４⁃２１２６２１
［４］　 Ｌａｔｉｆｅ Ｋ， Ｇａｌｉｂ 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ｓ Ｃ 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 Ｆａｎ Ｂｌａｄｅｓ［Ｒ］． ＡＩＡＡ⁃２００３⁃１８６１
［５］　 Ｇａｌｉｂ 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ｓ Ｃ．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ｏｔｏｒ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ｎｇｉｎ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

ＡＩＡＡ⁃２００５⁃１８３４
［６］　 Ｌｕｃｚａｋ Ｍ， Ｍａｎｚａｔｏ Ｓ， Ｐｅｅｔｅｒｓ Ｂ，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ｄ⁃Ｔｗｉｓ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ｉｎ ａ Ｗｉｎｄ Ｔｕｒ⁃

ｂｉｎｅ Ｂｌａｄｅ［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７］　 Ａｍｏｏ Ｌ Ｍ．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ｅｔ Ｅｎｇｉｎｅ Ｆａｎ Ｂｌ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６０： １⁃１１
［８］　 Ｙｏｕｎｇ Ｙ 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Ｈｙｄ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ｏｔｏｒｓ［Ｊ］．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１０， ９２（１）：

９７⁃１０６
［９］　 周邢银，安利强，王璋奇． 对称非均匀层合板梁的弯扭耦合效应［Ｊ］． 复合材料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４（７）： １４６２⁃１４６８

Ｚｈｏｕ Ｘｉｎｇｙｉｎ， Ａｎ Ｌｉｑ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ｑｉ． Ｂｅｎｄ⁃ｔｗｉｓ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Ｕｎ⁃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 Ｐｌａｔｅ Ｂｅａｍ［Ｊ］． Ａｃ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７， ３４（７）： １４６２⁃１４６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彭峰． 铺层参数对碳纤维船用螺旋桨性能影响研究［Ｄ］．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２０１４
Ｐｅｎｇ Ｆｅ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ｂｅ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Ｄ］． Ｗｕｈａｎ， Ｗｕ⁃
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００１１·



第 ６ 期 张龙，等：考虑弯扭耦合效应的复合材料叶片铺层优化方法

［１１］ Ｘｉａｏ Ｊ， Ｃｈｅｎ Ｙ， Ｚｈｕ Ｑ， ｅｔ ａｌ．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Ａｅｒｏ Ｅｎｇｉｎ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Ｆａｎ Ｂｌａｄｅ［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ＳＭＥ Ｔｕｒｂｏ
Ｅｘｐｏ ２０１７： 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１２］ Ａｂｄｕｌ Ｍ Ｋ， Ｄａｎｉｅｌ Ｏ Ａ， Ｖｉｎａｙ Ｄ，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ｎｄ⁃Ｔｗｉｓ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１０， ７（４）： ３８３⁃４０１

［１３］ Ｍａｒｋ 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Ｂｅｎｄ Ｔｗｉｓｔ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Ｂｌａｄｅｓ［Ｒ］． ＡＩＡＡ⁃２０１２⁃１５０１
［１４］ Ｌｉｕ Ｚ， Ｙｏｕｎｇ Ｙ 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ｄ⁃ｔｗｉｓ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０９， ２５（６）： １１０２⁃１１１６
［１５］ Ｙｏｕｎｇ Ｙ Ｌ． Ｆｌｕｉ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０８， ２４（６）： ７９９⁃８１８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Ｂｌａｄｅ Ｌａｙ⁃ｕｐ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Ｂｅｎｔ⁃Ｔｗｉｓ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ｇ１， Ｊｉａ Ｐｕｒｏｎｇ１， Ｗａｎｇ Ｂｏ２， Ｘｕ Ｂｉｎ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æ

è
ç

ö

ø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ｂｌａｄｅｓ， ｔｈｅ ｂｅｎｔ⁃ｔｗｉｓ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ａｄｅｓ ｂｙ ｌａｙ⁃ｕｐ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ｂｌ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ｂｌａｄｅ ｗａ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ａｍｉ⁃
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ＣＬＴ）， ｔｗ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ａ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ｔ⁃ｔｗｉｓ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ＥＡ）． Ｔｈｅ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ｐｌａｔ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０°，９０° ａｎｄ ±４５° ｐｌ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ｂｌａｄｅ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ａｓ ｏｂ⁃
ｔａｉｎｅｄ． Ａ １６⁃ｐｌｉｅｓ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ｐｌａｔ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ｌ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ｏｂ⁃
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ｂｌａ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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