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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复杂的细观结构导致直接模拟其力学问题需要巨大的计算量, 本文发展了

可以有效模拟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并预测其强度的统一高阶多尺度方法. 首先, 通过对正交

曲线坐标系下的多尺度弹性力学方程进行多尺度渐近分析, 建立了可以统一有效分析复合材料板

和壳结构力学行为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并得到了高阶多尺度解的误差估计. 然后, 结合材料强度理

论, 建立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强度预测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接下来, 基于建立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建立

了可以快速精确模拟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并预测其强度的多尺度算法. 最后通过数值实验

验证了所建立的高阶多尺度方法的有效性, 数值实验结果表明高阶多尺度方法可以更加精确地捕

捉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细观尺度的振荡行为. 本文建立的统一的高阶多尺度方法不仅适用于复合材

料板壳结构力学性能的预测, 还可进一步推广应用于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多场耦合性能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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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复合材料是由两种或多种不同性质的材料用物理或化学方法组成的新型材料, 具有优良的热

学和力学性能, 并且集轻质、多功能及可设计性于一身, 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1]. 在实际工程应

用中, 复合材料常被制造成多层板壳、夹层板壳、加筋板壳等板壳结构. 近年来随着航天、航空工

业的快速发展, 复合材料板和壳结构由于其优异的力学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制造飞行器的机身、机

翼、隔热结构等. 对于复合材料板壳结构, 从力学角度来看, 复合材料壳体的宏观结构整体尺寸远

大于其细观结构特征尺寸, 直接进行数值求解需要足够细的计算网格才能捕捉到其细观尺度的信

息. 从数学角度来看, 描述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的数学模型是一个具有强间断性和高频振荡

性方程系数的偏微分方程系统, 直接数值求解计算量巨大. 为了给新型飞行器的结构设计和性能优

化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和高性能算法, 研究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模拟和强度预测的数值方

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理论意义[2]. 

为了研究复合材料及其结构的物理、力学性能, 数学家和工程师发展了多种多尺度方法. 在连

续介质力学范畴内, 主要存在着渐近均匀化方法(AHM)、异质多尺度方法(HMM)、变分多尺度方

法(VMS)、多尺度有限元方法(MsFEM)、局部正交分解方法(LOD)、广义多尺度有限元方法

(GMsFEM)、多尺度特征单元方法(MEM)、变分渐近均匀化方法(VAM)等[3−10]. 在这些多尺度方

法中, 渐近均匀化方法具有严格的数学基础, 物理意义明确, 且能够很好地与有限元方法结合, 在实

际工程应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针对传统均匀化方法和一阶渐近均匀化方法(一阶多尺度方法)无

法有效捕捉复合材料局部振荡行为、数值精度低的缺点, 崔俊芝等针对周期型复合材料结构提出

了高阶多尺度方法, 该方法能够同时保证对能量和动量平衡方程具有小尺度阶逼近性, 使得渐近均

匀化方法从理论分析进入到数值计算和实际应用阶段[11−15]. 此外, 该高阶多尺度方法是一个扩展性

很强的多尺度计算框架, 可以应用于连续介质力学范畴内的复合材料及其结构力学问题的模拟与

分析. 对于复合材料板壳结构, Lewinski´ 等[16]和 Miara 等[17]使用渐近均匀化方法研究了复合材料

壳体结构的物理、力学性能, 但他们所用到的细观单胞函数是定义在一个二维模型上的, 不能完全

反映复合材料壳体结构的三维细观物理、力学行为, 更不能用于分析复合材料壳体结构细观尺度

复杂的三维力学行为. Ma 等[18−19]基于渐近均匀化方法发展了轴对称复合材料圆柱壳和球对称复

合材料球壳力学问题的二阶双尺度方法, 但建立的细观单胞模型仍是二维的, 无法用于分析计算一

般复合材料壳体结构三维细观尺度的力学行为. 对于复合材料壳体结构力学行为的模拟问题, 力学

界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发展层合壳的高阶壳理论以及低阶、高阶壳理论的应用[20−21], 所建立的壳

体结构数学模型是一个二维模型, 提出的方法只能够计算复合材料壳体结构宏观尺度的力学响应, 

无法分析复合材料壳体结构三维细观尺度的力学行为. 综上所述, 对适用于一般正交曲线坐标系统

下复合材料板壳结构三维宏、细观力学行为模拟和强度预测的高阶多尺度方法的研究十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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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正交曲线坐标系下描述复合材料板和壳结构力学行为的统一数学模型出发, 将复合材

料板视为复合材料壳的特例, 建立了统一的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模拟和强度预测的高阶多

尺度方法. 对于正交曲线坐标系下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多尺度力学问题, 从理论分析来看, 正交曲线

坐标系下的几何方程不同于直角坐标系下的几何方程具有统一的形式, 这造成该问题双尺度分析

的困难; 数值计算方面, 该问题的偏微分方程数学模型的强间断和快速振荡系数使得要精确捕捉复

合材料板壳结构细观尺度振荡特性十分困难. 本文首先通过对正交曲线坐标系下多尺度弹性力学

方程进行多尺度渐近分析, 建立了可以统一有效分析复合材料板和壳结构力学行为的高阶多尺度

模型. 然后, 结合曲线坐标系下的泛函分析理论, 得到了高阶多尺度解的收敛性估计. 接下来, 结合

材料强度理论, 建立了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强度预测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最后,结合有限元方法和插值

技术, 发展了可以快速精确模拟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并预测其强度的多尺度算法. 本文所建

立的统一高阶多尺度方法具有很强的扩展性, 可以应用于多场耦合环境下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

性能的计算和强度预测. 

2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模拟的高阶多尺度方法 

本章首先建立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统一数学模型, 然后对其进行多尺度渐近分析, 得到可以有

效分析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然后, 结合曲线坐标系下的泛函分析理论, 对高阶多

尺度模型的收敛性进行分析, 得到高阶多尺度解的误差估计. 

2.1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多尺度力学问题 

基于板壳变形理论和多尺度理论[16,22−25], 建立描述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的正交曲线坐

标下的偏微分方程数学模型如下所示: 

{
 
 
 
 
 

 
 
 
 
 
−∑

1
𝐻
𝜕
𝜕𝛼𝑗

(
𝐻
𝐻𝑗
𝜎𝑖𝑗
𝜀 (𝜶))

3

𝑗=1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𝑖
𝜕𝛼𝑗

3

𝑗≠𝑖,𝑗=1

𝜎𝑖𝑗
𝜀 (𝜶)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𝑗
𝜕𝛼𝑖

3

𝑗≠𝑖,𝑗=1

𝜎𝑗𝑗
𝜀 (𝜶) = 𝑓

𝑖
(𝜶),    in  Ω,

𝒖𝜺(𝜶) = �̂�(𝜶),    on  𝜕Ω
𝑢
,

∑𝜎𝑖𝑗
𝜀 (𝜶)

𝑛𝑗
𝐻𝑗

3

𝑗=1

= 𝜎𝑖̅̅ ̅(𝜶),    on  𝜕Ω
𝜎
.

(1) 

其中𝑯 = 𝑯𝟏𝑯𝟐𝑯𝟑, 𝑯𝒊表示𝜶𝒊方向的拉梅系数; 𝜴是𝑹𝟛中的有界凸区域, 𝝏𝜴为𝜴的边界并且满足

𝝏𝜴 = 𝝏𝜴𝒖 ∪ 𝝏𝜴𝝈; 𝛆代表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小周期参数, 𝜶 = (𝜶𝟏, 𝜶𝟐, 𝜶𝟑)为宏观尺度坐标, 𝒇𝒊(𝜶)

表示体力密度; �̂�(𝜶) 和𝝈�̅�(𝜶)分别表示边界𝝏𝜴𝒖和边界𝝏𝜴𝝈上的位移和载荷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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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平衡方程(1)中的本构方程为: 

𝜎𝑖𝑗
𝜀 (𝜶) = 𝐶𝑖𝑗𝑘𝑙

𝜀 (𝜶)𝑒𝑘𝑙
𝜀 (𝜶). (2) 

几何方程为: 

          𝑒11
𝜀 =

1

𝐻1

𝜕𝑢1
𝜀

𝜕𝛼1
+

1

𝐻1𝐻2

𝜕𝐻1
𝜕𝛼2

𝑢2
𝜀 +

1

𝐻1𝐻3

𝜕𝐻1
𝜕𝛼3

𝑢3
𝜀 , 

          𝑒22
𝜀 =

1

𝐻2

𝜕𝑢2
𝜀

𝜕𝛼2
+

1

𝐻2𝐻3

𝜕𝐻2
𝜕𝛼3

𝑢3
𝜀 +

1

𝐻2𝐻1

𝜕𝐻2
𝜕𝛼1

𝑢1
𝜀 , 

          𝑒33
𝜀 =

1

𝐻3

𝜕𝑢3
𝜀

𝜕𝛼3
+

1

𝐻3𝐻1

𝜕𝐻3
𝜕𝛼1

𝑢1
𝜀 +

1

𝐻3𝐻2

𝜕𝐻3
𝜕𝛼2

𝑢2
𝜀 , 

𝑒12
𝜀 =

1

2
[
𝐻2
𝐻1

𝜕

𝜕𝛼1
(
𝑢2
𝜀

𝐻2
) +

𝐻1
𝐻2

𝜕

𝜕𝛼2
(
𝑢1
𝜀

𝐻1
)] , (3) 

𝑒23
𝜀 =

1

2
[
𝐻3
𝐻2

𝜕

𝜕𝛼2
(
𝑢3
𝜀

𝐻3
) +

𝐻2
𝐻3

𝜕

𝜕𝛼3
(
𝑢2
𝜀

𝐻2
)] , 

𝑒13
𝜀 =

1

2
[
𝐻3
𝐻1

𝜕

𝜕𝛼1
(
𝑢3
𝜀

𝐻3
) +

𝐻1
𝐻3

𝜕

𝜕𝛼3
(
𝑢1
𝜀

𝐻1
)].  

通过求解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多尺度力学问题(1), 可以获得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位移场𝒖𝒊
𝜺(𝜶)、

应变场𝒆𝒊𝒋
𝛆 (𝛂)和应力场𝛔𝒊𝒋

𝛆 (𝛂), 对其力学行为进行模拟和分析. 

2.2 力学行为模拟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定义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细观尺度周期单胞𝑸 = (𝟎, 𝟏)𝟑和细观尺度坐标𝛃 =
𝛂

𝛆
= (

𝛂𝟏

𝛆
,
𝛂𝟐

𝛆
,
𝛂𝟑

𝛆
) =

(𝛃𝟏, 𝛃𝟐, 𝛃𝟑), 根据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宏观尺度坐标和细观尺度坐标之间的尺度关系, 定义正交曲线

坐标系下渐近均匀化方法的链式法则为 

𝜕

𝜕𝛼𝑖
=

𝜕

𝜕𝛼𝑖
+
1

𝜀

𝜕

𝜕𝛽𝑖
,   (𝑖 = 1,2,3). (4) 

对于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多尺度力学问题, 其几何方程缺乏直角坐标系下几何方程统一的形式, 

我们首先假设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应力具有如下多尺度渐近展开形式: 

σ𝑖𝑗
ε (α) = ε−1σ𝑖𝑗

(−1)(α, β) + ε0σ𝑖𝑗
(0)(α, β) + ε1σ𝑖𝑗

(1)(α, β) + O(ε2). (5) 

然后将(5)代入(1)中并利用链式法则(2)对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弹性力学方程(1)进行多尺度渐

近展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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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𝜀−2 [  − ∑  
1

𝐻

𝜕 

𝜕 𝛼 𝑗
( 
𝐻

𝐻𝑗
𝜎 𝑖𝑗
(−1)  )

3

𝑗 = 1

] + 𝜀−1 [−∑
1

𝐻

𝜕

𝜕𝛼𝑗
(
𝐻

𝐻𝑗
𝜎𝑖𝑗
(−1))

3

𝑗=1

−∑
1

𝐻

𝜕

𝜕𝛽𝑗
(
𝐻

𝐻𝑗
𝜎𝑖𝑗
(0))

3

𝑗=1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𝑖
𝜕𝛼𝑗

3

𝑗≠𝑖,𝑗=1

𝜎𝑖𝑗
(−1)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𝑗

𝜕𝛼𝑖

3

𝑗≠𝑖,𝑗=1

𝜎𝑗𝑗
(−1)]                     (6)

+ 𝜀0 [−∑
1

𝐻

𝜕

𝜕𝛼𝑗
(
𝐻

𝐻𝑗
𝜎𝑖𝑗
(0))

3

𝑗=1

−∑
1

𝐻

𝜕

𝜕𝛽𝑗
(
𝐻

𝐻𝑗
𝜎𝑖𝑗
(1))

3

𝑗=1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𝑖
𝜕𝛼𝑗

3

𝑗≠𝑖,𝑗=1

𝜎𝑖𝑗
(0)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𝑗

𝜕𝛼𝑖

3

𝑗≠𝑖,𝑗=1

𝜎𝑗𝑗
(0)] + O(𝜀) = 𝑓𝑖 . 

 

然后合并整理可得具有相同幂次小周期参数 ε 的方程如下: 

𝑂(ε−2):−∑
1

𝐻

∂

∂β𝑗
(
𝐻

𝐻𝑗
σ𝑖𝑗
(−1))

3

𝑗=1

= 0. (7) 

𝑂(ε−1):−∑
1

𝐻

∂

∂α𝑗
(
𝐻

𝐻𝑗
σ𝑖𝑗
(−1))

3

𝑗=1

−∑
1

𝐻

∂

∂β𝑗
(
𝐻

𝐻𝑗
σ𝑖𝑗
(0))

3

𝑗=1

(8) 

                                                   −  ∑
1

𝐻𝑖𝐻𝑗

𝜕 𝐻𝑖
𝜕 𝛼 𝑗

 𝜎 𝑖𝑗
( − 1)

3

𝑗 ≠ 𝑖,𝑗 = 1

   +   ∑
1

𝐻𝑖𝐻𝑗

𝜕 𝐻𝑗

𝜕 𝛼 𝑖
 𝜎 𝑗𝑗

( − 1)

3

𝑗 ≠ 𝑖,𝑗 = 1

   =  0. 

𝑂(ε0): −∑
1

𝐻

∂

∂α𝑗
(
𝐻

𝐻𝑗
σ𝑖𝑗
(0))

3

𝑗=1

−∑
1

𝐻

∂

∂β𝑗
(
𝐻

𝐻𝑗
σ𝑖𝑗
(1))

3

𝑗=1

(9) 

                                             −  ∑  
1

𝐻𝑖𝐻𝑗

𝜕 𝐻𝑖
𝜕 𝛼 𝑗

 𝜎 𝑖𝑗
(0)

3

𝑗 ≠ 𝑖,𝑗 = 1

  +   ∑
1

𝐻𝑖𝐻𝑗

𝜕 𝐻𝑗

𝜕 𝛼 𝑖
 𝜎 𝑗𝑗

(0)

3

𝑗 ≠ 𝑖,𝑗 = 1

   =  𝑓𝑖. 

为了简化下面的多尺度渐近分析过程, 定义新的宏观尺度和细观尺度微分算子如下所示: 

{
 

 𝜓1 =
1

𝐻1

𝜕

𝜕𝛼1
, 𝜓2 =

1

𝐻2

𝜕

𝜕𝛼2
, 𝜓3 =

1

𝐻3

𝜕

𝜕𝛼3
,

𝜓1̃ =
1

𝐻1

𝜕 

𝜕 𝛽 1
, 𝜓2̃ =

1

𝐻2

𝜕 

𝜕 𝛽 2
, 𝜓3̃ =

1

𝐻3

𝜕 

𝜕 𝛽 3
.

(10) 

然后可建立如下新的多尺度链式法则 

ψ𝑖 = ψ𝑖 + ε
−1ψ�̃� (11) 

为了求出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位移场, 我们假设位移场具有如下的多尺度渐近展开形式: 

𝑢𝑖
ε(α) = 𝑢𝑖

(0)(α, β) + ε𝑢𝑖
(1)(α, β) + ε2𝑢𝑖

(2)(α, β) + O(ε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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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 我们对应变场进行如下多尺度渐近展开: 

𝑒𝑖𝑗
ε (α) = ε−1𝑒𝑖𝑗

(−1)(α, β) + ε0𝑒𝑖𝑗
(0)(α, β) + ε1𝑒𝑖𝑗

(1)(α, β) + O(ε2). (13) 

结合(3)和(12), 可得应变场多尺度渐近展开项𝑒𝑖𝑗
(−1)、𝑒𝑖𝑗

(0)和𝑒𝑖𝑗
(1)的具体表达式为: 

𝑒𝑖𝑗
(−1) =

1

2
[ψ̃𝑖(𝑢𝑗

(0)) + �̃�𝑗(𝑢𝑖
(0))], 

𝑒𝑖𝑗
(𝑠) = 𝑒𝑖𝑗

(𝑠)∗ +
1

2
[ψ̃𝑖(𝑢𝑗

(𝑠+1)) + ψ̃𝑗(𝑢𝑖
(𝑠+1))] , 

e11
(s)∗  =  ψ 1(u1

(s)) +
ψ 2(H1)

H1
u2 

(s) +
ψ 3(H1)

H1
u3 

(s), 

𝑒22
(𝑠)∗ = ψ2(𝑢2

(𝑠)) +
ψ3(𝐻2)

𝐻2
𝑢3
(𝑠) +

ψ1(𝐻2)

𝐻2
𝑢1
(𝑠), 

𝑒33
(𝑠)∗ = ψ3(𝑢3

(𝑠)) +
ψ1(𝐻3)

𝐻3
𝑢1
(𝑠) +

ψ2(𝐻3)

𝐻3
𝑢2
(𝑠), 

𝑒12
(𝑠)∗ =

1

2
[ψ1(𝑢2

(𝑠)) + ψ2(𝑢1
(𝑠)) −

ψ1(𝐻2)

𝐻2
𝑢2
(𝑠) −

ψ2(𝐻1)

𝐻1
𝑢1
(𝑠)] , 

𝑒23
(𝑠)∗ =

1

2
[ψ2(𝑢3

(𝑠)) + ψ3(𝑢2
(𝑠)) −

ψ2(𝐻3)

𝐻3
𝑢3
(𝑠) −

ψ3(𝐻2)

𝐻2
𝑢2
(𝑠)] , 

𝑒13
(𝑠)∗ =

1

2
[ψ1(𝑢3

(𝑠)) + ψ3(𝑢1
(𝑠)) −

ψ1(𝐻3)

𝐻3
𝑢3
(𝑠) −

ψ3(𝐻1)

𝐻1
𝑢1
(𝑠)] ,  𝑠 = 0,1. (14) 

将(12)和(14)代入(5), 进一步可得σ𝑖𝑗
(−1)、σ𝑖𝑗

(0)和σ𝑖𝑗
(1)的具体表达式为: 

σ𝑖𝑗
(−1) = 𝐶𝑖𝑗𝑘𝑙ψ�̃�(𝑢𝑙

(0)), σ𝑖𝑗
(0) = 𝐶𝑖𝑗𝑘𝑙𝑒𝑘𝑙

(0)∗ + 𝐶𝑖𝑗𝑘𝑙ψ�̃�(𝑢𝑙
(1)), 

σ𝑖𝑗
(1) = 𝐶𝑖𝑗𝑘𝑙𝑒𝑘𝑙

(1)∗ + 𝐶𝑖𝑗𝑘𝑙ψ�̃�(𝑢𝑙
(2)). (15) 

下面根据(7) − (9), 依次求解位移场的各展开项的具体表达式. 首先, 将式(15)中的相关项代入

式(7)可得: 

ψ̃𝑗 [𝐶𝑖𝑗𝑘𝑙ψ̃𝑘(𝑢𝑙
(0))] = 0. (16) 

根据渐近均匀化理论可以得出𝒖𝒊
(𝟎)

与细观尺度变量𝜷无关, 即 

𝑢𝑖
(0)(α, β) = 𝑢𝑖

(0)(α). (17) 

接下来, 将式(15)中的相关项代入式(8)可得: 

ψ̃𝑗 [𝐶𝑖𝑗𝑘𝑙ψ̃𝑘(𝑢𝑙
(1))] = −ψ̃𝑗(𝐶𝑖𝑗𝑘𝑙)𝑒𝑘𝑙

(0)∗. (18) 

根据式(18)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构造性地给出𝒖𝒊
(𝟏)的具体表达式为: 

   𝑢𝑖
(1)(𝜶,𝜷) = 𝑁𝑖

𝑚𝑛(𝐻1,𝐻2, 𝐻3, 𝛽)𝑒𝑚𝑛
(0)∗,𝑚,𝑛 = 1,2,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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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9)中的𝑵𝒊
𝒎𝒏(𝑯𝟏, 𝑯𝟐, 𝑯𝟑, 𝜷)表示一阶细观单胞函数, 将式(19)代入式(18)并附加周期边界

条件可得𝑵𝒊
𝒎𝒏(𝑯𝟏, 𝑯𝟐, 𝑯𝟑, 𝜷)满足如下的辅助单胞问题: 

{

�̃�𝑗[𝐶𝑖𝑗𝑘𝑙�̃�𝑘(𝑁𝑙
𝑚𝑛)] = −�̃�𝑗(𝐶𝑖𝑗𝑚𝑛), 𝜷 ∈ 𝑄,

𝑁𝑖
𝑚𝑛(𝐻1, 𝐻2, 𝐻3, 𝛽)关于细观变量𝛽为 1 −周期函数, ∫𝑁𝑙

𝑚𝑛𝑑𝑄
𝑄

= 0,
(20) 

然后将式(15)代入式(9), 并对式(9)在细观单胞𝑸上做均匀化积分平均, 可得宏观尺度均匀化力

学问题如下: 

{
 
 
 
 
 

 
 
 
 
 −∑

1

𝐻

∂

∂α𝑗
[
𝐻

𝐻𝑗
(�̂�𝑖𝑗𝑘𝑙𝑒𝑘𝑙

(0)∗)]

3

𝑗=1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𝑖
∂α𝑗

3

𝑗≠𝑖,𝑗=1

[�̂�𝑖𝑗𝑘𝑙𝑒𝑘𝑙
(0)∗]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𝑗

∂α𝑖

3

𝑗≠𝑖,𝑗=1

[�̂�𝑗𝑗𝑘𝑙𝑒𝑘𝑙
(0)∗] = 𝑓𝑖 ,    in  Ω,

𝒖(𝟎)(𝜶 ) = �̂�(𝜶 ),    on  𝜕Ω
𝑢
,

∑ �̂�𝑖𝑗𝑘𝑙

3

𝑗=1

𝑒𝑘𝑙
(0)∗ 𝑛𝑗

𝐻𝑗
= σ�̅�(α),    on  ∂Ω

σ
.

(21) 

其中宏观尺度均匀化材料参数𝐶𝑖𝑗𝑘�̂�的定义为: 

𝐶𝑖𝑗𝑘�̂�(𝐻1, 𝐻2,𝐻3) =
1

|𝑄|
∫[𝐶𝑖𝑗𝑘𝑙 + 𝐶𝑖𝑗𝑚𝑛ψ̃𝑚(𝑁𝑛

𝑘𝑙)]𝑑𝑄
𝑄

. (22)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宏观等效材料参数均依赖于宏观尺度变量𝑯𝟏、𝑯𝟐和𝑯𝟑, 多尺度方法将复

合材料板壳结构在宏观尺度上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功能梯度材料板壳结构. 

下面用式(9)减去式(21)并将式(15)和式(19)代入可得高阶校正项𝒖𝒊
(𝟐)满足如下的等式: 

 

  ψ�̃� [𝐶𝑖𝑗𝑘𝑙ψ̃𝑘(𝑢𝑙
(2))] 

= 𝑒𝑚𝑛
(0)∗ ∗

{
 
 
 
 

 
 
 
 −∑

𝐻𝑗

𝐻
𝜓𝑗 [

𝐻

𝐻𝑗
(𝐶𝑖𝑗𝑚𝑛 − �̂�𝑖𝑗𝑚𝑛 + 𝐶𝑖𝑗𝑘𝑙�̃�𝑘(𝑁𝑙

𝑚𝑛))]

3

𝑗=1

− ∑ {
1

𝐻𝑖
𝜓𝑗(𝐻𝑖}) (𝐶𝑖𝑗𝑚𝑛 − �̂�𝑖𝑗𝑚𝑛 + 𝐶𝑖𝑗𝑘𝑙�̃�𝑘(𝑁𝑙

𝑚𝑛))

3

𝑗≠𝑖,𝑗=1

− 𝜓�̃�(𝐶𝑖𝑗𝑘𝑙𝐷𝑘𝑙𝑚𝑛)

+ ∑ {
1

𝐻𝑗
𝜓𝑖(𝐻𝑗}) (𝐶𝑗𝑗𝑚𝑛 − �̂�𝑗𝑗𝑚𝑛 + 𝐶𝑗𝑗𝑘𝑙�̃�𝑘(𝑁𝑙

𝑚𝑛))

3

𝑗≠𝑖,𝑗=1

(22) 

+[�̂�𝑖𝑗𝑚𝑛 − 𝐶𝑖𝑗𝑚𝑛 − 𝐶𝑖𝑗𝑘𝑙ψ̃𝑘(𝑁𝑙
𝑚𝑛) − ψ̃𝑙(𝐶𝑖𝑙𝑘𝑗𝑁𝑘

𝑚𝑛)]ψ𝑗(𝑒𝑚𝑛
(0)∗). 

其中𝑫𝒌𝒍𝒎𝒏的定义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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𝐷11𝑚𝑛 = ψ1(𝑁1
𝑚𝑛) +

ψ2(𝐻1)

𝐻1
𝑁2
𝑚𝑛 +

ψ3(𝐻1)

𝐻1
𝑁3
𝑚𝑛 , 

𝐷22𝑚𝑛 = ψ2(𝑁2
𝑚𝑛) +

ψ3(𝐻2)

𝐻2
𝑁3
𝑚𝑛 +

ψ1(𝐻2)

𝐻2
𝑁1
𝑚𝑛, 

𝐷33𝑚𝑛 = ψ3(𝑁3
𝑚𝑛) +

ψ1(𝐻3)

𝐻3
𝑁1
𝑚𝑛 +

ψ2(𝐻3)

𝐻3
𝑁2
𝑚𝑛, 

𝐷12𝑚𝑛 =
1

2
[ψ1(𝑁2

𝑚𝑛) + ψ2(𝑁1
𝑚𝑛) −

ψ1(𝐻2)

𝐻2
𝑁2
𝑚𝑛 −

ψ2(𝐻1)

𝐻1
𝑁1
𝑚𝑛] , (24) 

𝐷23𝑚𝑛 =
1

2
[ψ2(𝑁3

𝑚𝑛) + ψ3(𝑁2
𝑚𝑛) −

ψ2(𝐻3)

𝐻3
𝑁3
𝑚𝑛 −

ψ3(𝐻2)

𝐻2
𝑁2
𝑚𝑛] , 

𝐷13𝑚𝑛 =
1

2
[ψ1(𝑁3

𝑚𝑛) + ψ3(𝑁1
𝑚𝑛) −

ψ1(𝐻3)

𝐻3
𝑁3
𝑚𝑛 −

ψ3(𝐻1)

𝐻1
𝑁1
𝑚𝑛] . 

根据式(23), 可以构造性地给出𝒖𝒊
(𝟐)的具体表达式为: 

𝑢𝑖
(2)(𝜶,𝜷) = 𝑁𝑖

𝑗𝑚𝑛
(𝐻1, 𝐻2, 𝐻3, 𝛽)𝜓𝑗(𝑒𝑚𝑛

(0)∗) +𝑊𝑖
𝑚𝑛(𝐻1, 𝐻2, 𝐻3, 𝛽)𝑒𝑚𝑛

(0)∗. (25) 

式(25)中的𝑁𝑖
𝑚𝑛(𝐻1, 𝐻2, 𝐻3, 𝛽)和𝑊𝑖

𝑚𝑛(𝐻1, 𝐻2, 𝐻3, 𝛽)表示二阶细观单胞函数, 将式(25)代入式

(23)并附加周期边界条件可得𝑁𝑖
𝑚𝑛(𝐻1, 𝐻2, 𝐻3, 𝛽)和𝑊𝑖

𝑚𝑛(𝐻1, 𝐻2, 𝐻3, 𝛽)满足如下的辅助单胞问题: 

{

�̃�𝑝[𝐶𝑖𝑝𝑘𝑙�̃�𝑘(𝑁𝑙
𝑗𝑚𝑛

)] = �̂�𝑖𝑗𝑚𝑛 − 𝐶𝑖𝑗𝑚𝑛 − 𝐶𝑖𝑗𝑘𝑙�̃�𝑘(𝑁𝑙
𝑚𝑛) − �̃�𝑙(𝐶𝑖𝑙𝑘𝑗𝑁𝑘

𝑚𝑛), 𝛽 ∈ 𝑄,

𝑁𝑙
𝑗𝑚𝑛

(𝐻1, 𝐻2, 𝐻3, 𝛽)关于细观变量 β 为 1-周期函数, ∫𝑁𝑙
𝑗𝑚𝑛

𝑑𝑄
𝑄

= 0.
(26) 

{
 
 
 
 
 

 
 
 
 
 �̃�𝑗[𝐶𝑖𝑗𝑘𝑙�̃�𝑘(𝑊𝑙

𝑚𝑛)] = −∑
𝐻𝑗

𝐻
𝜓𝑗 [

𝐻

𝐻𝑗
(𝐶𝑖𝑗𝑚𝑛 − �̂�𝑖𝑗𝑚𝑛 + 𝐶𝑖𝑗𝑘𝑙�̃�𝑘(𝑁𝑙

𝑚𝑛))]

3

𝑗=1

− ∑ {
1

𝐻𝑖
𝜓𝑗(𝐻𝑖}) (𝐶𝑖𝑗𝑚𝑛 − �̂�𝑖𝑗𝑚𝑛 + 𝐶𝑖𝑗𝑘𝑙�̃�𝑘(𝑁𝑙

𝑚𝑛))

3

𝑗≠𝑖,𝑗=1

− 𝜓�̃�(𝐶𝑖𝑗𝑘𝑙𝐷𝑘𝑙𝑚𝑛)

+ ∑ {
1

𝐻𝑗
𝜓𝑖(𝐻𝑗}) (𝐶𝑗𝑗𝑚𝑛 − �̂�𝑗𝑗𝑚𝑛 + 𝐶𝑗𝑗𝑘𝑙�̃�𝑘(𝑁𝑙

𝑚𝑛))

3

𝑗≠𝑖,𝑗=1

, 𝛽 ∈ 𝑄,

𝑊𝑙
𝑚𝑛(𝐻1, 𝐻2, 𝐻3, 𝛽) 关于细观变量 β 为 1-周期函数, ∫𝑊𝑙

𝑚𝑛𝑑𝑄
𝑄

= 0.

(27)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到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多尺度力学问题(1)位移场的二阶双尺度解. 复合材

料板壳结构的高阶多尺度模型包括一阶和二阶的细观尺度单胞函数观尺度的均匀化解和宏-细观耦

合的高阶多尺度解. 通过建立高阶校正项, 该高阶多尺度模型可以统一有效分析复合材料板壳结构

的力学行为. 
定理 1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多尺度力学问题(1)的位移场具有如下的二阶双尺度解. 

𝑢𝑖
𝜀(𝛼) ≈ 𝑢𝑖

(0) + 𝜀𝑁𝑖
𝑚𝑛(𝐻1, 𝐻2, 𝐻3, 𝛽)𝜀𝑚𝑛

(0)∗ + 𝜀2 [𝑁𝑖
𝑗𝑚𝑛

(𝐻1, 𝐻2, 𝐻3, 𝛽)𝜓𝑗 (𝑒𝑚𝑛
(0)∗

) +𝑊𝑖
𝑚𝑛(𝐻1, 𝐻2, 𝐻3, 𝛽)𝑒𝑚𝑛

(0)∗] . (28) 

Remark 1  令拉梅系数𝐻1 =  1, 𝐻2 =  1和𝐻3 =  1, 上述高阶多尺度模型退化为复合材料板的高阶多尺度模

型; 令拉梅系数𝐻1 =  1, 𝐻2 =  𝑅2 + 𝛼3 和𝐻3 =  1, 其中𝑅2为圆柱壳中面的沿𝛼2方向的曲率半径, 上述高阶多尺

度模型退化为复合材料圆柱壳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令拉梅系数𝐻1 =  𝑅1 + 𝛼1, 𝐻2 =  𝑅2 + 𝛼3和𝐻3 =  1, 其中

𝑅1和𝑅2为双曲扁壳中面的沿𝛼1和𝛼2方向的曲率半径, 上述高阶多尺度模型退化为复合材料双曲扁壳的高阶多尺

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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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误差分析 

分别定义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多尺度力学问题的一阶双尺度解𝒖𝒊
(𝟏𝛆)和二阶双尺度解𝒖𝒊

(𝟐𝛆)如下所

示: 

𝑢𝑖
(1ε) = 𝑢𝑖

(0) + ε𝑢𝑖
(1),   𝑢𝑖

(2ε) = 𝑢𝑖
(0) + ε𝑢𝑖

(1) + ε2𝑢𝑖
(2). (29) 

然后定义一阶双尺度解的残差函数𝒖𝚫𝒊
(𝟏𝛆)和二阶双尺度解的残差函数𝒖𝚫𝒊

(𝟐𝛆) 

𝑢
Δ𝑖

(1ε)
= 𝑢𝑖

ε − 𝑢𝑖
(1ε), 𝑢

Δ𝑖

(2ε)
= 𝑢𝑖

ε − 𝑢𝑖
(2ε). (30) 

然后将残差函数𝒖𝚫𝒊
(𝟏𝛆)代入(1), 可得一阶双尺度解满足的残差方程: 

{
 
 
 
 
 

 
 
 
 
 −∑

1

𝐻

𝜕

𝜕𝛼𝑗
(
𝐻

𝐻𝑗
𝜎𝑖𝑗
𝜀 (𝒖𝚫

(𝟏𝜀)))

3

𝑗=1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𝑖
𝜕𝛼𝑗

3

𝑗≠𝑖,𝑗=1

𝜎𝑖𝑗
𝜀 (𝒖𝚫

(𝟏𝜀))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𝑗

𝜕𝛼𝑖

3

𝑗≠𝑖,𝑗=1

𝜎𝑗𝑗
𝜀 (𝒖𝚫

(𝟏𝜀)) = 𝐹𝟘𝑖(𝜶, 𝜷) + 𝜀𝐹𝟙𝑖(𝜶, 𝜷),inΩ,

𝑢
Δ𝑖

(1𝜀)(𝜶) = −𝜀𝑁𝑖
𝑚𝑛𝑒𝑚𝑛

(0)∗ = 𝜀𝜒1�̂�(𝜶),   on  𝜕Ω
𝑢
,

∑𝜎𝑖𝑗
𝜀 (𝒖𝚫

(𝟏𝜀), 𝑇
Δ

(1𝜀)
)
𝑛𝑗

𝐻𝑗

3

𝑗=1

=∑𝐼1𝑖𝑗
𝑛𝑗

𝐻𝑗

3

𝑗=1

,    on  𝜕Ω
𝜎
.

(31) 

再将残差函数𝒖𝚫𝒊
(𝟐𝛆)代入(1), 可得二阶双尺度解满足的残差方程: 

{
 
 
 
 
 

 
 
 
 
 −∑

1

𝐻

𝜕

𝜕𝛼𝑗
(
𝐻

𝐻𝑗
𝜎𝑖𝑗
𝜀 (𝒖𝚫

(𝟐𝜀)))

3

𝑗=1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𝑖
𝜕𝛼𝑗

3

𝑗≠𝑖,𝑗=1

𝜎𝑖𝑗
𝜀 (𝒖𝚫

(𝟐𝜀))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𝑗

𝜕𝛼𝑖

3

𝑗≠𝑖,𝑗=1

𝜎𝑗𝑗
𝜀 (𝒖𝚫

(𝟐𝜀)) = 𝜀𝐺𝑖(𝜶, 𝜷),    in  Ω,

𝑢
Δ𝑖

(2𝜀)(𝜶) = −𝜀𝑁𝑖
𝑚𝑛𝑒𝑚𝑛

(0)∗ − 𝜀2𝑁𝑖
𝑗𝑚𝑛

𝜓𝑗(𝑒𝑚𝑛
(0)∗) − 𝜀2𝑊𝑖

𝑚𝑛𝑒𝑚𝑛
(0)∗ = 𝜀𝜒2�̂�(𝜶),   on  𝜕Ω

𝑢
,

∑𝜎𝑖𝑗
𝜀 (𝒖𝚫

(𝟐𝜀))
𝑛𝑗

𝐻𝑗

3

𝑗=1

=∑𝐼2𝑖𝑗
𝑛𝑗

𝐻𝑗

3

𝑗=1

,    on  𝜕Ω
𝜎
.

(32) 

从残差方程(31)和(32)可知, 一阶双尺度解对多尺度力学问题(1)的真解在点点意义下的逼近

精度为𝑶(𝟏)量级, 而二阶双尺度解对多尺度力学问题(1)真解的逼近精度为𝑶(𝜺)量级. 由于二阶双

尺度解保证了力学平衡方程的小尺度逼近性, 二阶双尺度解能够精确捕捉复合材料细观尺度的振

荡信息, 满足工程计算对数值精度的要求, 这正是发展高阶多尺度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因. 

下面给出二阶双尺度解在积分意义下的误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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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2 设区域Ω是具有 Lipschitz 连续边界的有界区域, 𝒖𝛆(𝛂)是多尺度力学问题(1)的解, 则可得二阶双尺度

解𝒖(𝟐𝛆)(𝛂)的误差估计: 

||𝑢ε(α) − 𝑢(2ε)(α)||
(𝐻1(Ω))

3 ≤ 𝐶ε
1
2. (33) 

其中 C 为与小周期参数ε无关的常数. 

证明: 首先定义类似于参考文献[26]中的截断函数𝒎𝛆(𝛂) ∈ 𝑪
∞(�̅�)如下所示: 

{
 
 

 
 𝑚𝜀(𝜶) = 1,  𝑖𝑓 𝑑𝑖𝑠𝑡(𝜶, 𝜕Ω

𝑢
) ≤ 𝜀,

𝑚𝜀(𝜶) = 0,  𝑖𝑓 𝑑𝑖𝑠𝑡(𝜶, 𝜕Ω
𝑢
) ≥ 2𝜀,

||∇𝑚𝜀(𝜶)||𝐿∞(Ω)
≤ 𝐶𝜀−1,  𝑖𝑓 𝜀 < 𝑑𝑖𝑠𝑡(𝜶, 𝜕Ω

𝑢
) < 2𝜀.

(34) 

然后定义新的残差函数𝛅𝒊
(𝟐𝛆)如下所示: 

δ𝑖
(2ε) = 𝑢

Δ𝑖

(2ε)
− ε𝑚ε(α)χ2�̂�(α). (35) 

对残差方程(32)两端乘以𝛅𝒊
(𝟐𝛆)𝑯再在𝛀上做积分可得: 

∫ ∑
1

𝐻

𝜕

𝜕𝛼𝑗
(
𝐻

𝐻𝑗
𝜎𝑖𝑗
𝜀 (𝒖𝚫

(𝟐𝜀)))

3

𝑗=1

𝛿𝑖
(2𝜀)

Ω

𝐻𝑑𝛀−∫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𝑖
𝜕𝛼𝑗

3

𝑗≠𝑖,𝑗=1

𝜎𝑖𝑗
𝜀 (𝒖𝚫

(𝟐𝜀))𝛿𝑖
(2𝜀)

Ω

𝐻𝑑𝛀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𝑗

𝜕𝛼𝑖

3

𝑗≠𝑖,𝑗=1

𝜎𝑗𝑗
𝜀 (𝒖𝚫

(𝟐𝜀))𝛿𝑖
(2𝜀)𝐻

Ω

𝑑𝛀 = ∫ 𝜀𝐺𝑖(𝜶, 𝜷)𝛿𝑖
(2𝜀)

Ω

𝐻𝑑𝛀. (36) 

然后用𝐺𝑟𝑒𝑒𝑛公式化简式(36)可得: 

−∫ 𝜎𝑖𝑗
𝜀 (𝒖𝚫

(𝟐𝜀))𝜓𝑗(𝛿𝑖
(2𝜀))𝐻

Ω

𝑑𝛀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𝑖
𝜕𝛼𝑗

3

𝑗≠𝑖,𝑗=1

𝜎𝑖𝑗
𝜀 (𝒖𝚫

(𝟐𝜀))𝛿𝑖
(2𝜀)

Ω

𝐻𝑑𝛀 (37) 

+∫ ∑
1

𝐻𝑖𝐻𝑗

𝜕𝐻𝑗

𝜕𝛼𝑖

3

𝑗≠𝑖,𝑗=1

𝜎𝑗𝑗
𝜀 (𝒖𝚫

(𝟐𝜀))𝛿𝑖
(2𝜀)

Ω

𝐻𝑑𝛀 +∫ ∑
1

𝐻𝑗
𝐼2𝑖𝑗

3

𝑗=1

𝑛𝑗𝛿𝑖
(2𝜀)𝐻

∂Ω
σ

𝑑𝑠 = ∫ 𝜀𝐺𝑖(𝜶, 𝜷)𝛿𝑖
(2𝜀)

Ω

𝐻𝑑𝛀 

再根据正交曲线坐标系下应变的定义(3), 式(37)可进一步简化为 

−∫ 𝐶𝑖𝑗𝑘𝑙
𝜀 𝑒𝑘𝑙

𝜀 (𝒖𝚫
(𝟐𝜀)

)𝑒𝑖𝑗
𝜀 (𝜹(𝟐𝜺))𝐻

Ω

𝑑𝛀 +∫ ∑
1

𝐻𝑗
𝐼2𝑖𝑗

3

𝑗=1

𝑛𝑗𝛿𝑖
(2𝜀)

∂Ω
σ

𝐻𝑑𝑠 = ∫ 𝜀𝐺𝑖(𝜶,𝜷)𝛿𝑖
(2𝜀)

Ω

𝐻𝑑𝛀 (38) 

然后, 我们替换𝒖𝚫
(𝟐𝛆)为𝛅(𝟐𝛆) + 𝛆𝒎𝛆(𝛂)𝛘�̂�(𝛂)可以得到: 

∫ 𝐶𝑖𝑗𝑘𝑙
𝜀 𝑒𝑘𝑙

𝜀 (𝜹(𝟐𝜺))𝑒 (𝜹(𝟐𝜺))
𝑖𝑗

𝜀

Ω

𝐻𝑑𝛀 = ∫ ∑
1

𝐻𝑗
𝐼2𝑖𝑗

3

𝑗=1

𝑛𝑗𝛿𝑖
(2𝜀)𝐻

∂Ω
σ

𝑑𝑠 (39) 

−∫ 𝐶𝑖𝑗𝑘𝑙
𝜀 𝑒𝑘𝑙

𝜀 (𝜀 𝑚𝜀(𝜶)𝝌2̂(𝜶 ))𝑒 𝑖𝑗
𝜀 (𝜹(𝟐𝜺))

Ω

Hd𝛀 −∫ 𝜀 𝐺𝑖(𝜶 , 𝜷 )𝛿𝑖
(2𝜀)

Ω

Hd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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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对式(39)两端分别进行估计, 最终得到误差估计(33). 首先, 利用曲线坐标系的𝐾𝑜𝑟𝑛

不等式[24]对式(39)左端进行估计可得如下不等式: 

|∫ 𝐶𝑖𝑗𝑘𝑙
𝜀 𝑒𝑘𝑙

𝜀 (𝜹(𝟐𝜺))𝑒 (𝜹(𝟐𝜺))
𝑖𝑗

𝜀

Ω

𝐻𝑑𝛀| ≥ 𝐶|δ(2ε)|
(𝐻1(Ω))

3
2 (40) 

接下来, 根据𝐻ö𝑙𝑑𝑒𝑟不等式、均值不等式和参考文献 1.2, 对式(39)右端进行估计可得如下

不等式: 

|∫ ∑
1

𝐻𝑗
𝐼2𝑖𝑗

3

𝑗=1

𝑛𝑗𝛿𝑖
(2𝜀)𝐻

∂Ω
σ

𝑑𝑠 − ∫ 𝐶𝑖𝑗𝑘𝑙
𝜀 𝑒 (𝜀𝑚𝜀(𝜶)𝜒2̂(𝛼))𝑘𝑙

𝜀

Ω

𝑒 (𝛿(2𝜀))
𝑖𝑗

𝜀
𝐻𝑑𝛀−∫ 𝜀𝐺𝑖

Ω

(𝛼, 𝛽)𝛿𝑖
(2𝜀)𝐻𝑑𝛀| 

≤ 𝐶𝜀
1
2||𝛿(2𝜀)||

(𝐻1(Ω))
3 + 𝐶||𝜀𝑚𝜀(𝛼)𝜒2̂(𝛼)||

(𝐻1(Ω))
3| |𝛿(2𝜀)||

(𝐻1(Ω))
3 + 𝐶| |𝜀𝐺𝑖(𝛼, 𝛽)||𝐿2(Ω)||𝛿𝑖

(2𝜀)||𝐿2(Ω)(41) 

≤ 𝐶𝜀
1
2||𝜹(𝟐𝜺)||

(𝐻1(Ω))
3 + 𝐶𝜀||𝑚𝜀(𝜶)𝝌2̂(𝜶)||

(𝐻1(Ω))
3||𝜹(𝟐𝜺)||

(𝐻1(Ω))
3 + 𝐶𝜀||𝜹(𝟐𝜺)||

(𝐻1(Ω))
3 

结合式(40)和式(41)可得如下不等式: 

||𝜹(𝟐𝜺)||
(𝐻1(Ω))

3 ≤ 𝐶𝜀
1
2 + 𝐶𝜀||𝑚𝜀(𝜶)𝝌2̂(𝜶)||

(𝐻1(Ω))
3 + 𝐶𝜀. (42) 

再利用式(35)并对(42)左端使用三角不等式可得: 

||𝑢Δ
(2ε)||

(𝐻1(Ω))
3 ≤  𝐶ε

1
2 + 2𝐶ε| | 𝑚ε(α)χ2̂(α )||

(𝐻1(Ω))
3 + 𝐶𝜀 (43) 

然后利用参考文献[26]中对截断函数的误差估计, 可得如下的不等式: 

||𝑚ε(α)χ2̂(α)||
(𝐻1(Ω))

3 = ||𝑚ε(α)χ2̂(α)||
(𝐻1(𝐾ε))

3 ≤ 𝐶ε−
1
2 (44) 

其中𝑲𝛆 = {𝛂|𝒅𝒊𝒔𝒕(𝛂, 𝛛𝛀𝒖) ≤ 𝟐𝛆} ∩ 𝛀. 最后, 结合式(43)和式(44)可得最终误差估计: 

||𝒖𝜺(𝜶) − 𝒖(𝟐𝜺)(𝜶)||
(𝐻1(Ω))

3 = ||𝒖𝚫
(𝟐𝜺)||

(𝐻1(Ω))
3 ≤ 𝐶𝜀

1
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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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合材料板壳强度预测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强度是其众多力学性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准确预测其强度对研究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在复杂应力条件下屈服或产生破坏的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节首先建立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应变和应力场的高阶多尺度计算公式, 然后基于得到的高精度应变和应力场计

算公式, 结合材料强度理论, 建立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强度预测公式. 

3.1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应变和应力场的高阶多尺度计算公式 

基于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多尺度力学问题的高阶多尺度模型(28), 我们可以得到复合材料板壳结

构应变场的高精度高阶多尺度计算公式: 

𝑒11
ε̂ =

1

𝐻1

∂𝑢1
(2ε)

∂α1
+

1

𝐻1𝐻2

∂𝐻1
∂α2

𝑢2
(2ε) +

1

𝐻1𝐻3

∂𝐻1
∂α3

𝑢3
(2ε), 

𝑒22
ε̂ =

1

𝐻2

∂𝑢2
(2ε)

∂α2
+

1

𝐻2𝐻3

∂𝐻2
∂α3

𝑢3
(2ε) +

1

𝐻2𝐻1

∂𝐻2
∂α1

𝑢1
(2ε), 

𝑒33
ε̂ =

1

𝐻3

∂𝑢3
(2ε)

∂α3
+

1

𝐻3𝐻1

∂𝐻3
∂α1

𝑢1
(2ε) +

1

𝐻3𝐻2

∂𝐻3
∂α2

𝑢2
(2ε), 

𝑒12
�̂� =

1

2
[
𝐻2
𝐻1

𝜕

𝜕𝛼1
(
𝑢2
(2𝜀)

𝐻2
) +

𝐻1
𝐻2

𝜕

𝜕𝛼2
(
𝑢1
(2𝜀)

𝐻1
)] (46) 

𝑒23
ε̂ =

1

2
[
𝐻3
𝐻2

∂

∂α2
(
𝑢3
(2ε)

𝐻3
) +

𝐻2
𝐻3

∂

∂α3
(
𝑢2
(2ε)

𝐻2
)] , 

𝑒13
ε̂ =

1

2
[
𝐻3
𝐻1

∂

∂α1
(
𝑢3
(2ε)

𝐻3
) +

𝐻1
𝐻3

∂

∂α3
(
𝑢1
(2ε)

𝐻1
)]. 

进一步, 我们可以得到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应力场的高精度高阶多尺度计算公式: 

σ𝑖𝑗
ε̂ (α) = 𝐶𝑖𝑗𝑘𝑙

ε (α)𝑒𝑘𝑙
ε̂ (α). (47) 

3.2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强度预测公式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是由复合材料生产制备而成, 它的强度依赖于其组分材料的屈服状态, 对复

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强度预测相比均质板壳结构更加复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学者们相继发展了多

种不同的强度准则, 每一种强度准则(或称屈服准则)通常只适用于某一类材料, 但对于复合材料板

壳结构的强度预测没有有效的预测准则. 

为了有效地预测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强度, 对于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不同组分材料根据其材

料性质选择合适的强度准则. 然后, 给定一个载荷, 利用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应变和应力场的高阶多

尺度计算公式计算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应变和应力场, 并根据各组分材料的选用的强度准则, 判断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各组分材料的屈服状态. 如果没有满足强度准则, 继续增加载荷, 直到找到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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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板壳结构的临界载荷𝑺(Ω)，即在此载荷下,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内应力(应变)最大的单元正好处

于破坏临界点上. 本文采用米塞斯(𝑉𝑜𝑛 −𝑀𝑖𝑠𝑒𝑠)等效应力强度准则[27−28], 形式如下所示: 

σ𝑒 =
1

√2
√(σ11 − σ22)2 + (σ22 − σ33)2 + (σ33 − σ11)2 + 6(σ12

2 + σ23
2 + σ31

2 ) < 𝑆𝑒 (48) 

其中𝛔𝒆为米塞斯(𝑉𝑜𝑛 −𝑀𝑖𝑠𝑒𝑠)等效应力, 𝑺𝒆为材料通过单向拉伸(压缩)试验测得的弹性强度

极限值. 通过将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应力计算结果代入(48)进行等式替换𝛔𝒊𝒋 = 𝛔𝒊𝒋
�̂� (𝛂), 当且仅当上

述不等式不成立时,复合材料板壳结构中对应的组分材料处于屈服状态, 达到弹性极限强度, 复合材

料板壳结构开始发生破坏。 

4 力学行为模拟和强度预测的多尺度算法 

基于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模拟和强度预测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给出相应的多尺度算法

如下: 

(S1) 确定细观单胞𝑸的几何构造以及复合材料中各相材料的材料参数, 定义𝑱𝒉𝟏 = {𝑲}为细观单

胞𝑸的一族正则化四面体网格剖分, 再定义𝑽𝒉𝟏(𝑸)为细观单胞𝑸上的协调有限元空间. 

(S2) 在宏观区域Ω上选取一定数量的代表点𝜶𝑰 ,然后根据细观单胞问题(20)求解代表点𝜶𝑰处的

依赖于宏观尺度参数(𝐻1(𝜶𝑰),𝐻2(𝜶𝑰),𝐻3(𝜶𝑰))的一阶细观单胞函数, 其有限元求解方案如下:  

𝑁𝑖
𝑚𝑛(𝐻1, 𝐻2, 𝐻3, β) − ∫𝐶𝑖𝑗𝑘𝑙ψ̃𝑘(𝑁𝑙

𝑚𝑛)ψ̃𝑗(υ𝑖
ℎ1)𝑑𝑄

𝑄

= ∫𝐶𝑖𝑗𝑚𝑛ψ̃𝑗(υ𝑖
ℎ1)𝑑𝑄

𝑄

,  ∀υℎ1 ∈ (𝑉ℎ1(𝑄))
3

. (49) 

(S3) 确定宏观均匀化区域Ω的几何构造, 定义𝑱𝒉𝟎 = {𝒆}为宏观均匀化区域Ω的一族正则化四面体

网格剖分,再定义𝑽𝒉𝟎(𝛀)为宏观均匀化区域Ω上的协调有限元空间. 

(S4) 通过插值方法, 求解得到有限元空间𝑽𝒉𝟎(𝛀)上每个具有宏观尺度参数𝐻1(𝜶𝑰),𝐻2(𝜶𝑰), 𝐻3(𝜶𝑰)

的单元节点𝛼处的宏观尺度均匀化材料参数𝐶𝑖𝑗𝑘�̂�(𝐻1, 𝐻2, 𝐻3). 然后给出宏观均匀化力学问题(21)的

有限元求解方案如下: 

{
∫ 𝐶𝑖𝑗𝑘�̂�𝑒𝑘𝑙

(0)∗(𝒖(𝟎))𝑒𝑖𝑗
(0)∗(𝝂𝒉𝟎)𝐻𝑑𝛀

Ω

= ∫ 𝑓𝑖𝜈𝑖
ℎ0

Ω

𝐻𝑑𝛀+∫ 𝜎�̅�(𝜶)𝜈𝑖
ℎ0

𝜕Ω
𝜎

𝐻𝑑𝑠,  ∀𝝂𝒉𝟎 ∈ (𝑉ℎ0(𝛀))
3

,

𝒖(𝟎)(𝜶) = �̂�(𝜶),    on  𝜕Ω
𝑢
.

(50) 

(S5) 使用求解一阶单胞函数的计算网格𝑱𝒉𝟏 = {𝑲}和有限元空间𝑽𝒉𝟏(𝑸), 根据细观单胞问题(25)

和(26)求解代表点𝛂𝑰处的依赖于宏观尺度参数(𝑯𝟏(𝛂𝑰),𝑯𝟐(𝛂𝑰),𝑯𝟑(𝛂𝑰))的二阶细观单胞函数

𝑵𝒊
𝒋𝒎𝒏

(𝑯𝟏, 𝑯𝟐, 𝑯 ,𝟑 , 𝛃)以及𝑾𝒊
𝒋𝒎𝒏

(𝑯𝟏, 𝑯𝟐, 𝑯 ,𝟑 , 𝜷), 二阶细观单胞函数的有限元计算方案类似于一阶

细观单胞函数的有限元计算方案, 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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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对于任意点𝛂 = (𝛂𝟏, 𝛂𝟐, 𝛂𝟑) ∈ Ω, 使用插值方法求解得到该点处的一阶、二阶细观单胞函

数和宏观均匀化解, 再利用单元平均方法[29]计算得到𝛙𝒋(𝒆𝒎𝒏
(𝟎)∗)和𝒆𝒎𝒏

(𝟎)∗, 然后根据(27)计算得到任

意点𝛼处多尺度力学问题(1)位移场的二阶双尺度有限元解. 进一步, 可以根据(46)和(47)计算得到

应变和应力场的二阶双尺度有限元解. 此外, 我们还可以应用后处理技术进一步提高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

位移、应变和应力的数值精度[30]. 

(S7) 采用迭代思想, 逐渐增加施加的荷载, 根据第 3.2 节给出的强度预测公式对复合材料板壳结

构进行评估计算出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屈服强度. 此外应该强调的是, 我们采用二分法来搜索和确

定合适的用于强度预测的初始载荷, 可以提高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强度预测的计算效率. 
Remark 2 本文中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几何建模和多尺度计算均通过 Freefem++软件二次开发实现. 

Freefem++是一款免费、开放源代码的有限元计算软件, 由巴黎第六大学研究人员开发, 具有良好的有限元

网格剖分和二次开发功能. 

5 数值实验 

本节通过数值实验来验证所发展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模拟和强度预测的统一高阶多尺

度方法的有效性. 

5.1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模拟 

本节对由正交编织复合材料、曲线编织复合材料和四向编织复合材料组成的复合材料板和壳

的力学行为进行模拟, 研究的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宏、细观结构如图 1 所示. 复合材料板的宏观结

构𝛀 = (𝛂𝟏, 𝛂𝟐, 𝛂𝟑) = [𝟎, 𝟏] × [𝟎, 𝟏] × [𝟎, 𝟎. 𝟐]𝒄𝒎
𝟑且有小周期参数𝛆 = 𝟏/𝟐𝟓. 复合材料壳的宏观结

构𝛀 = (𝛂_𝟏, 𝛂_𝟐, 𝛂_𝟑) = [−𝛑/𝟗,𝛑/𝟗] × [−𝛑/𝟗,𝛑/𝟗] × [−𝛑/𝟓𝟒,𝛑/𝟓𝟒]𝒄𝒎, 且有小周期参数𝛆 =
𝟏/𝟏𝟐𝟖. 

  
(a)                                               (b) 

                                 (c)                                       (d)                                             (e) 
图 1 复合材料板和壳宏、细观尺度结构示意图: (a) 复合材料板宏观结构; (b) 复合材料壳宏观结构; (c) 细观单胞 I; (d) 细观单胞 II; (e) 细观单胞 III. 

Fig. 1. The macroscopic and mesoscopic configurations of composite plate and shell: (a) macroscopic structure of composite plate; (b) 

macroscopic structure of composite shell; (c) mesoscopic unit cell I; (d) mesoscopic unit cell II; (e) mesoscopic unit cell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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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的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基体杨氏模量为 11700.00GPa, 泊松比为 0.321. 夹杂的杨氏

模量为 6.62GPa, 泊松比为 0.333. 对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垂直于α1和𝛼2方向的四个面固支, 并施加

体力(𝑓1, 𝑓2, 𝑓3) = (0,0, −10000.0)𝑁/𝑐𝑚3. 然后对复合材料板壳宏观均匀化结构和细观单胞分别进

行四面体网格剖分, 表 1 为各套网格的单元和节点信息. 
表 1 计算资源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of computational cost. 

有限元计算网格 复合材料板均匀化结构 复合材料壳均匀化结构 细观单胞 I 细观单胞 II 细观单胞 III 

单元个数 1200000 884736 22030 111551 146334 

节点个数 214221 159953 4202 20759 27000 

多尺度模拟完成后, 得到的数值结果如图 2 和 3 所示. 

从数值模拟结果图 2 和 3 可以发现, 二阶双尺度解相比均匀化解与一阶双尺度解能够精确地

捕捉到复合 

(a)                                           (b)                                             (c) 

 (d) (e) (f) 

 (g) (h) (i) 

 

图 2 复合材料板位移场计算结果示意图, 细观单胞 I: (a) 𝒖𝟑
(𝟎); (b) 𝒖𝟑

(𝟏𝛆); (c) 𝒖𝟑
(𝟐𝛆); 细观单胞 II: (d)𝒖𝟑

(𝟎); (e) 𝒖𝟑
(𝟏𝛆); (f) 𝒖𝟑

(𝟐𝛆); 细观单胞 III: (g) 𝒖𝟑
(𝟎); (h) 𝒖𝟑

(𝟏𝛆); (i) 𝒖𝟑
(𝟐𝛆). 

Fig. 2. The computational results of displacement field of composite plate, mesoscopic configuration I: (a) 𝒖𝟑
(𝟎); (b) 𝒖𝟑

(𝟏𝛆); (c) 𝒖𝟑
(𝟐𝛆); mesoscopic configuration II: 

(d)𝒖𝟑
(𝟎); (e) 𝒖𝟑

(𝟏𝛆); (f) 𝒖𝟑
(𝟐𝛆); mesoscopic configuration III: (g) 𝒖𝟑

(𝟎); (h) 𝒖𝟑
(𝟏𝛆); (i) 𝒖𝟑

(𝟐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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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图 3 复合材料壳位移场计算结果示意图, 细观单胞 I: (a) 𝒖𝟐
(𝟎); (b) 𝒖𝟐

(𝟏𝛆); (c) 𝒖𝟐
(𝟐𝛆); 细观单胞 II: (d) 𝒖𝟐

(𝟎); (e) 𝒖𝟐
(𝟏𝛆); (f) 𝒖𝟐

(𝟐𝛆); 细观单胞 III: (g) 𝒖𝟐
(𝟎); (h) 𝒖𝟐

(𝟏𝛆); (i) 𝒖𝟐
(𝟐𝛆). 

Fig. 3. The computational results of displacement field of composite shell, mesoscopic configuration I: (a) 𝒖𝟐
(𝟎); (b) 𝒖𝟐

(𝟏𝛆); (c) 𝒖𝟐
(𝟐𝛆); mesoscopic configuration II: 

(d) 𝒖𝟐
(𝟎); (e) 𝒖𝟐

(𝟏𝛆); (f) 𝒖𝟐
(𝟐𝛆); mesoscopic configuration III: (g) 𝒖𝟐

(𝟎); (h) 𝒖𝟐
(𝟏𝛆); (i) 𝒖𝟐

(𝟐𝛆). 

材料板壳结构细观尺度的局部振荡行为, 因此实际工程计算中应采用高精度的二阶双尺度解. 

而直接采用细网格上的有限元方法求解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多尺度力学问题(1)时, 需要非常精细

的网格才能够捕捉到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局部振荡行为, 此时有限元计算无法保证收敛, 导致无法

得到可靠的有限元参考解. 

5.2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强度预测 

本节对由正交编织复合材料、曲线编织复合材料和四向编织复合材料组成的复合材料板和壳

的屈服强度进行计算. 我们研究的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基体杨氏模量为 410.00GPa, 泊松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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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屈服强度为 0.14GPa. 夹杂的杨氏模量为 240.00GPa, 泊松比为 0.20, 屈服强度为 3.50MPa. 

为了模拟飞行器结构所受气动力响应, 对复合材料板和壳上表面中心区域施加垂直面力如图 4 所

示, 并根据已建立的复合材料板壳强度预测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对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屈服强度进

行预测. 

 

 (a) (b) 
图 4 复合材料板和壳受力示意图: (a) 复合材料板结构; (b) 复合材料壳结构. 

Fig. 4.Diagram of mechanical loadings on composite plate and shell: (a) macroscopic structure of composite plate; (b) macroscopic structure of composite shell. 

对复合材料板和壳结构的数值模拟采用的有限元计算网格同上一节力学行为模拟时的计算网

格, 数值模拟完成后, 强度预测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强度预测结果. 

Table 2. The predictive results of yield strengths of composite plate and shell structures. 

结构和单胞模型 均匀化方法 一阶双尺度方法 二阶双尺度方法 

正交编织复合材料板 59.53MPa 59.53MPa 59.53MPa 

曲线编织复合材料板 48.22MPa 48.22MPa 48.22MPa 

四向编织复合材料板 53.92MPa 53.92MPa 53.92MPa 

正交编织复合材料壳 0.5736MPa 0.5736MPa 0.5736MPa 

曲线编织复合材料壳 0.4745MPa 0.4745MPa 0.4745MPa 

四向编织复合材料壳 0.5254MPa 0.5254MPa 0.5254MPa 

这里需要强调均匀化方法、一阶双尺度方法和二阶双尺度方法预测的复合材料板和壳结构的

强度一致是因为其基体材料和夹杂材料的材料参数差异性不大, 此时复合材料板和壳结构的细观

尺度振荡行为不明显. 但对于基体材料和夹杂材料材料参数差异大时, 使用高阶多尺度方法预测其

屈服强度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 我们利用 ANSYS 软件计算了复合材料板和壳位移场的均匀化解, 与

我们采用统一多尺度方法计算得到的复合材料板和壳位移场的均匀化解基本一致, 验证了我们的

统一多尺度方法的可靠性, 位移计算结果如下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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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复合材料板壳结构位移场计算结果. 
Table 3. The computational results of displacement field of composite plate and shell structures. 

结构和单胞模型 位移场极值(ANSYS 软件) 位移场极值(均匀化方法) 

正交编织复合材料板 -1.8155e-6m -1.6231e-6m 

曲线编织复合材料板 -1.7914e-6m -1.6137e-6m 

四向编织复合材料板 -1.8113e-6m -1.6188e-6m 

正交编织复合材料壳 -5.1033e-7m -5.8758e-7m 

曲线编织复合材料壳 -5.1310e-7m -5.3218e-7m 

四向编织复合材料壳 -5.1421e-7m -5.3187e-7m 

6 结 论 

本文建立了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模拟和强度预测的统一高阶多尺度方法, 建立的高阶

多尺度模型将复合材料板力学行为的分析统一到复合材料壳的分析. 此外, 建立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保证了力学平衡方程的小尺度逼近性, 可以精确地捕捉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细观尺度的振荡行为. 基

于建立的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行为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结合材料强度理论, 建立了复合材料板壳

结构强度预测的高阶多尺度模型. 最后结合有限元方法和插值方法, 建立了复合材料力学行为模拟

和强度预测的高效多尺度算法. 数值实验表明, 本文发展的高阶多尺度方法可以高精度、高效率模

拟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力学行为并能够有效预测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屈服强度. 本文建立的统一

的高阶多尺度计算框架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多场耦合环境下复合材料板壳结构力学性能的计算和

强度预测, 为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结构设计和性能优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高性能算法. 在未

来, 我们将利用建立的高阶多尺度计算框架对复合材料板壳结构的其他非线性物理、力学性能进

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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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bstract 

The complicated mesoscopic configurations of composite plate and shell structures requires a huge amount 

of computational overhead for directly simulating their mechanical problems. In this paper, a unified high-order 

multi-scale method, which can effectively simulate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and predict yield strength of 

composite plates and shells, is developed. Firstly, through the multiscale asymptotic analysis of multi-scale elastic 

equations in the orthogonal curvilinear coordinate system, a high-order multi-scale model is established, which 

can uniformly and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composite plate and shell structures. Moreover, 

the error estimation of the high-order multi-scale solutions is derived. Then, combining with the material strength 

theory, a high-order multi-scale model for the strength prediction of composite plate and shell structures is 

established. Next,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high-order multi-scale model, a multi-scale algorithm is developed 

which can not only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simulate the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composite plate and shell 

structures, but also predict their yield strength. Final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stablished high-order multi-scale 

method is verified by extensive numerical experiments. The numerical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high-

order multi-scale method can more accurately capture the meso-scale oscillatory behaviors of composite plate 

and shell structures. The unified high-order multi-scale method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is not only suitable for 

the prediction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mposite plate and shell structures, but also can be further extended 

to the prediction of multi-field coupling properties of composite plate and shell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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