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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臂式塔机变截面吊臂的整体稳定性分析

张宏生，陆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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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由变截面段和等截面段组成的动臂式塔机吊臂平面内和平面外的整体稳定性．从多节阶梯
柱的挠度微分方程出发，应用传递矩阵法，得到了阶梯柱模型整体稳定性欧拉临界力求解控制方程的表达

式．使用多节阶梯柱模型模拟变截面柱，将由变截面段和等截面段组成的非等截面混合结构统一成多节阶梯
柱模型，分析其整体稳定性．与几个经典算例和ＡＮＳＹＳ计算结果比较表明，使该方法求解欧拉临界力的计算
精度高．推荐将变截面柱分为６节各节长度相等的非等截面阶梯柱，欧拉临界力计算误差小于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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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式起重机（简称塔机）广泛应用于高层建
筑施工、大型设备吊装等诸多领域，在建筑施工中

是无可替代的．动臂式塔机的吊臂通过俯仰变化
来实现变幅，吊臂在吊重和变幅绳的共同作用下，

近似只承受轴向压力，因此吊臂的整体稳定性一

直是设计人员关注的焦点．动臂式塔机吊臂的结
构特点是由变截面的根部段、头部段以及等截面

的中间段组成的非等截面混合结构，吊臂通过根

部铰与塔身连接，变幅钢丝绳固定在吊臂头部．故
在起升平面内，吊臂的支撑形式可简化为简支式，

在起升平面外为悬臂式．
对于等截面柱和几种简单的变截面柱的稳定

性，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１］给出精确解．为了准确地分析由
变截面段和等截面段组成的非等截面混合结构稳

定性，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Ｒａｈａｉ［２］使用修正的
振动模态法和能量法研究了非等截面混合结构的

稳定性．Ｂａｚｅｏｓ［３］根据变截面不同变化率和不同
边界条件得到无量纲化的欧拉临界力图表，然后

利用插值法快速计算结构的欧拉临界力．楼梦
麟［４］提出了基于 Ｒｉｔｚ展开的模态摄动法来求解
变截面压杆稳定性问题的半解析方法．在使用有
限元方法进行分析时，单元刚度阵的准确性直接

影响计算结果．对于等截面梁，文献［５］从弯曲微
分方程出发得到精确的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Ｅｕｌｅｒ梁单元



的刚度阵．由于变截面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很多
学者提出了各种变截面梁单元［６－１０］，一般来说，

很难获得统一的精确刚度阵．对于阶梯柱模型，文
献［１１］使用等截面梁精确有限元法得到了阶梯
柱的递推公式．在起重机设计规范 ＧＢ／Ｔ３８１１－
１９８３中将变截面柱等效为修正计算长度的等截
面柱，对于变截面段和等截面段组成的非等截面

混合结构稳定性，只考虑了变截面段对称的这一

特殊情形．
本文从多节阶梯柱的挠度微分方程出发，应

用传递矩阵法，研究了简支梁模型和悬臂梁模型

这两种支撑形式，得到多节阶梯柱模型欧拉临界

力控制方程的表达式．使用各节长度相等的多节
阶梯柱模型模拟变截面柱，对于由变截面柱和等

截面柱组成的非等截面混合结构，可统一为多节

阶梯柱模型．

１　多节阶梯柱的传递矩阵法
如图１所示的ｎ节阶梯柱模型，其中Ｌｉ为第ｉ

节柱顶端到根部的长度，Ｉｉ为第ｉ节柱的截面惯性
矩，Ｌ为多节阶梯柱总长，Ｐ为顶部轴力，Ｅ为弹性
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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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节阶梯柱模型

　　对于分段等截面梁模型，可列写第 ｉ节柱的
挠度微分方程为

ＥＩｉｙｉ″＋Ｐｙｉ＝Ｐδ，　（Ｌｉ－１≤ｘ≤Ｌｉ），
（ｉ＝１，２，…，ｎ）． （１）

式中：Ｌ０ ＝０，Ｌｎ ＝Ｌ，δ为顶部位移．
方程（１）的通解为
ｙｉ＝Ａｉｓｉｎ（ωｉｘ）＋Ｂｉｃｏｓ（ωｉｘ）＋δ． （２）

其中：ωｉ＝ Ｐ／ＥＩ槡 ｉ，Ａｉ和Ｂｉ为待定系数．
由边界条件ｘ＝Ｌｉ时，ｙｉ＝ｙｉ＋１且ｙ＇ｉ＝ｙ＇ｉ＋１，

得到

Ａｉｓｉｎ（ωｉＬｉ）＋Ｂｉｃｏｓ（ωｉＬｉ）＝

　Ａｉ＋１ｓｉｎ（ωｉ＋１Ｌｉ）＋Ｂｉ＋１ｃｏｓ（ωｉ＋１Ｌｉ），

Ａｉωｉｃｏｓ（ωｉＬｉ）－Ｂｉωｉｓｉｎ（ωｉＬｉ）＝

　Ａｉ＋１ωｉ＋１ｃｏｓ（ωｉ＋１Ｌｉ）－Ｂｉ＋１ωｉ＋１ｓｉｎ（ωｉ＋１Ｌｉ）










．

（３）
记

Ｔｉ＝
ｓｉｎ（ωｉＬｉ） ｃｏｓ（ωｉＬｉ）

ωｉｃｏｓ（ωｉＬｉ） －ωｉｓｉｎ（ωｉＬｉ[ ]），
Ｓｉ＝

ｓｉｎ（ωｉ＋１Ｌｉ） ｃｏｓ（ωｉ＋１Ｌｉ）

ωｉ＋１ｃｏｓ（ωｉ＋１Ｌｉ） －ωｉ＋１ｓｉｎ（ωｉ＋１Ｌｉ[ ]），
式（３）可表示为

Ｓｉ
Ａｉ＋１
Ｂｉ＋{ }

１

＝Ｔｉ
Ａｉ
Ｂ{ }
ｉ

， （４）

记

Ｒｉ＝Ｓ
－１
ｉ Ｔｉ．

式（４）可表示为
Ａｉ＋１
Ｂｉ＋{ }

１

＝Ｒｉ
Ａｉ
Ｂ{ }
ｉ

，

因此可得到传递矩阵关系为

　
Ａｎ
Ｂ{ }
ｎ

＝Ｒｎ－１Ｒｎ－２…Ｒ１
Ａ１
Ｂ{ }
１

＝∏
１

ｉ＝ｎ－１
Ｒｉ
Ａ１
Ｂ{ }
１

．（５）

当δ＝０时，式（１）和（２）即为简支梁模型的
挠度微分方程及其通解，不难证明，对于简支梁模

型的待定系数仍将满足式（９）传递矩阵关系．
悬臂梁模型的根部边界条件为ｙ１（０）＝０且

ｙ＇０（０）＝０，解出
Ａ１
Ｂ{ }
１

＝ 　０
－{ }δ． （６）

　　 简支梁模型的根部边界条件为 ｙ１（０）＝０，
解出

Ａ１
Ｂ{ }
１

＝
Ａ１{ }０ ． （７）

　　 悬臂梁模型的顶部边界条件为 ｙｎ（Ｌ）＝δ，
简支梁模型的顶部边界条件为ｙｎ（Ｌ）＝０，可统一
表示为

［ｓｉｎ（ωｎＬ） ｃｏｓ（ωｎＬ）］
Ａｎ
Ｂ{ }
ｎ

＝０． （８）

由式（８）和式（５）可获得临界失稳特征方程为

［ｓｉｎ（ωｎＬ） ｃｏｓ（ωｎＬ）］∏
１

ｉ＝ｎ－１
Ｒｉ
Ａ１
Ｂ{ }
１

＝０．（９）

应用边界条件（６）或（７）可分别求出悬臂梁模型
或简支梁模型的欧拉临界力．需要指出的是，本文
推导的求解多节阶梯柱的欧拉临界力的传递矩阵

法，既没有限制每节柱的长度，也没有限制每节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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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面惯性矩，也未包含任何附加假定，对多节阶

梯柱模型来说，本文方法得到的临界载荷 Ｐ的控
制方程式（９）是精确的．

２　计算结果与比较
本文将变截面梁柱以ｎ节长度相等的非等截

面阶梯柱来模拟，随着分节数目的增多，多节阶梯

柱模型计算结果将趋近于精确解．对几个经典算例
进行稳定性分析，来验证本文方法的准确性．为了便
于比较，引入量纲为一的稳定系数ｍ＝ＰｃｒＬ

２／ＥＩ２．
在计算过程中，为了简化计算，式（６）和式

（７）中可以取δ＝－１和Ａ１＝１．每节阶梯柱使用
各节变截面两端惯性矩的中间值，计算结果较为

精确，推荐使用

Ｉ＝
Ｉｉ＋Ｉｊ＋ ＩｉＩ槡 ｊ＋

４
Ｉ３ｉＩ槡 ｊ＋

４
Ｉ３ｊＩ槡 ｉ

５ ．

其中Ｉｉ和Ｉｊ分别为每小节变截面柱的两端惯性矩．
例１　图２所示为截面惯性矩为４次变化的

变截面柱，ａ为反映截面锥度的常数，Ｉ１／Ｉ２＝１／２，
ａ／（ａ＋Ｌ）＝（１／２）１／４．图２（ａ）为悬臂梁模型，其
精确的欧拉临界力［１］为 Ｐｃｒ ＝２００２ＥＩ２／Ｌ

２；图

２（ｂ）为简支梁模型，其精确的欧拉临界力［１］为

Ｐｃｒ＝６９７９ＥＩ２／Ｌ
２，使用本文多节阶梯柱的传递

矩阵法，分成ｎ节长度相等的非等截面阶梯柱来
计算欧拉临界力，计算结果比较如表１，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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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悬臂梁　　　　　　　　（ｂ）简支梁

图２　截面惯性矩按四次变化的变截面柱

表１　截面惯性矩四次变化悬臂梁模型稳定系数ｍ值

节数ｎ ｍ 相对误差／％

精确解 － ２００２ －

传递矩阵法

２

４

６

８

１９５４１６

１９９０６５

１９９７１６

１９９９４２

－２３９０

－０５６７

－０２４２

－０１２９

表２　截面惯性矩四次变化简支梁模型稳定系数ｍ值

节数ｎ ｍ 相对误差／％

精确解 － ６．９７９ －

传递矩阵法

２

４

６

８

６９２９９５

６９７２８１

６９７６５９

６９７７６６

－０７０３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９

　　例２　图３所示为截面惯性矩按２次变化的
变截面柱，ａ为反映截面锥度的常数，Ｉ１／Ｉ２ ＝
３／１０，ａ／（ａ＋Ｌ）＝（３／１０）１／２．图３（ａ）为悬臂梁模
型，其精确的欧拉临界力［１］为Ｐｃｒ＝１７６３ＥＩ２／Ｌ

２；

图３（ｂ）为简支梁模型，其精确的欧拉临界力［１］

为Ｐｃｒ＝５６２２ＥＩ２／Ｌ
２，使用本文多节阶梯柱的传

递矩阵法，分成ｎ节长度相等的非等截面阶梯柱
来计算欧拉临界力，计算结果比较如表３、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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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悬臂梁　　　　　　　　（ｂ）简支梁

图３　截面惯性矩按二次变化的变截面柱
表３　截面惯性矩二次变化悬臂梁模型稳定系数ｍ值

节数ｎ ｍ 相对误差／％

精确解 － １７６３ －

传递矩阵法

２

４

６

８

１６８２６８

１７４４０１

１７５５１１

１７５８９５

－４５５６

－１０７７

－０４４８

－０２３０

表４　截面惯性矩二次变化简支梁模型稳定系数ｍ值

节数ｎ ｍ 相对误差／％

精确解 － ５６２２ －

传递矩阵法

２

４

６

８

５４３３９３

５５８３４７

５６０６２２

５６１３４５

－３３４５

－０６８５

－０２８１

－０１５２

　　其中表１～４的精确值来自文献［１］，从表中
可以看出，本文多节阶梯柱传递矩阵法的计算精

度很高，用６节阶梯柱模拟变截面柱求解整体稳
定性，将得到很好的计算结果，误差均小于

０５％．
例３　某动臂式塔机吊臂模型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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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ａ、ｃ两段惯性矩按２次变化的变截面段和ｂ段
等截面段组成，图４（ａ）为平面内简支式整体稳定
性计算模型；图４（ｂ）为平面外悬臂式整体稳定性
计算模型．Ｌａ ＝０２Ｌ，Ｌｃ ＝０３Ｌ，Ｉａ１／Ｉｂ１ ＝０３，
Ｉｃ１／Ｉｂ１ ＝０４，Ｉｂ２／Ｉａ２ ＝０９，Ｉｃ２／Ｉｂ２ ＝０４．引入无
量 纲 稳 定 系 数 ｍ１ ＝ ＰｃｒＬ

２／ＥＩｂ１ 和 ｍ２ ＝
ＰｃｒＬ

２／ＥＩａ２，使用通用有限元软件 ＡＮＳＹＳ中的
Ｂｅａｍ４４变截面梁单元，并将各段分为１０～８０个
单元，对于平面内和平面外两种模型，由 ＡＮＳＹＳ
计算得到ｍ值如表５所示．使用本文多节阶梯柱
的传递矩阵法，等截面段只分为１节，变截面段分
为２～６节，计算结果如表６所示，其中表６中相
对误差比较的对象为使用 ＡＮＳＹＳ将每段分为８０
个单元得到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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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动臂式塔机吊臂模型
表５　动臂式塔机吊臂模型ＡＮＳＹＳ计算稳定系数ｍ值

单元数 ｍ１（平面内） ｍ２（平面外）

ＡＮＳＹＳ

（Ｂｅａｍ４４）

１０

２０

４０

８０

９．３４１２１

９．３４４４４

９．３４５２５

９．３４５４５

２．２４１８５

２．２４２０２

２．２４２０６

２．２４２０７

表６　动臂式塔机吊臂模型稳定系数ｍ值

节数ｎ
ｍ１

（平面内）

相对误差

／％

ｍ２
（平面外）

相对

误差／％

ＡＮＳＹＳ － ９．３４５４５ － ２．２４２０７ －

传递矩阵法

２

４

６

９．２３３４５

９．３１８２８

９．３３３４９

－１．１９９

－０．２９１

－０．１２８

２．２３６０８

２．２４０６２

２．２４１４３

－０．２６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８

３　结　论
１）本文推导的求解多节阶梯柱欧拉临界力

的传递矩阵法，对多节阶梯柱模型，该方法是精确

的．当使用该方法以多节长度相等的非等截面阶
梯柱来模拟变截面柱，会产生误差，但是随着划分

节数的增多，误差逐渐减小．

　　２）本文推荐将每段变截面柱划分为６节长
度相等的非等截面阶梯柱，求解整体稳定性的欧

拉临界力误差小于０５％，精度很高．对于变截面
和等截面组成的非等截面混合结构，其等截面段

只需划分为１节，变截面段划分为６节将得到满
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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