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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实际工程中许多拱结构支承于其他结构之上，下部结构对拱脚的约束并非完全刚性，
在这种情况下拱脚约束可以简化为水平和转动弹性约束。采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分析软件，在考

虑初始缺陷、几何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的基础上，针对工字形截面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圆弧钢

拱进行了参数化分析。研究了不同荷载工况下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拱的弹塑性极限承载力、极

限状态下拱脚的支座位移，对已有的设计公式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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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钢拱形结构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具有轻质高强，韧性、塑性好、结构可靠性高等一系列优点［１］。在实

际工程中许多钢拱结构支承于其他结构之上，下部结构对拱脚的约束并非完全刚性，在这种情况下拱的

极限承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极限承载情况下的拱脚位移会如何变化是需要系统研究的。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对弹性支承拱的稳定和承载力问题进行过许多深入的研究。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７］研

究了支座沿径向和切向弹性支承的圆弧浅拱在静水压力作用下的平面内几何非线性屈曲性能。童根树

和杨洋［８］针对水平弹性支承圆弧钢拱，利用ＡＮＳＹＳ进行了平面内极限承载力的研究，考虑了初始缺陷、
残余应力以及材料非线性，讨论了弹性支承刚度对拱的平衡路径的影响，分析了４种荷载工况下弹性支

承刚度对拱的极限承载力和支座位移的影响，给出了极限承载力和支座位移的拟合公式。黄山和杨洋［９］

针对水平弹性支承圆弧钢拱利用ＡＮＳＹＳ进行了几何非线性屈曲分析，研究了弹性支承刚度对屈曲模态

的影响，然后就长细比、矢跨比、几何初始缺陷对荷载位移曲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给出了水平弹性支承

圆弧钢拱的极限承载力以及支座水平位移随弹性柔度系数变化的拟合公式。

kh

k兹

图１　拱形钢结构的简化

上述学者 的 研 究 针 对 的 拱 脚 弹 性 支 承 形 式 多 是 沿 径

向、切向、水平或转动弹 性 支 承 形 式。沿 径 向、切 向 弹 性 支

承形式难于找到在实际工程中的对应形 式，单 纯 考 虑 水 平

或转动弹性支承形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 于 水 平 弹 性 支

承和转动弹性支承同时存在的形式还没 有 学 者 做 过 研 究。
而在实际的工程中这种支承形式也是比 较 多 见 的，如 拱 形

立体桁架和拱形立体刚架可以简化成图１所示的弹性支承

形式，包括水平弹性支承ｋｈ 和转动弹性支承ｋθ。鉴于上述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考虑到弹性支承钢拱 在 实 际 工 程 中 的

大量应用，以及浅拱（矢跨比γ＜０．２）对拱脚支承条件的更高要求，现针对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同时存在

的圆弧钢浅拱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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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圆弧拱分析模型

１　计算模型

采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水平 和 转

动弹性支承对称圆弧钢拱进行平面内弹塑性稳

定分析，其计算模型如图２所示。
圆弧拱的半 径 为Ｒ，半 跨 圆 心 角 为θ，弧 长

为Ｓ，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刚度分别为ｋｈ 和ｋθ。
定义拱的长细比为λ＝Ｓ／２γｘ，拱 截 面 的 回 转 半

径为γｘ，拱截面面积为Ａ，拱截面惯性矩为Ｉｘ。
模型建立采用３Ｄ二次有限应变Ｂｅａｍ１８９梁单元。分析中参考文献［１０］考虑结构的初始缺陷、几何非线

性和材料非线性的共同影响。根据李涛［１１］在考虑左右水平弹簧刚度的情况下，定义无量纲参数水平弹性

支承柔度系数。

β＝
２００λＥＩ
θ２ｋ１Ｓ３

（１）

　　根据文献［３］在考虑左右转动弹性支承刚度ｋθ１＝ｋθ２相同的情况下，定义无量纲参数转动弹性支承柔

度系数

α＝ＥＩｘｋθＳ
（２）

　　圆弧拱截面为焊接工字形截面：截面高４００　ｍｍ，翼缘宽２００　ｍｍ，腹板厚１０　ｍｍ，翼缘厚１２　ｍｍ，截面

面积Ａ＝８　５６０　ｍｍ２，惯性矩Ｉｘ＝２．２４×１０８　ｍｍ４。钢 材 的 应 力－应 变 关 系 取 双 折 线 模 型，弹 性 模 量Ｅ＝
２．０６×１０５　ＭＰａ，Ｅｔ＝０．０２Ｅ，屈服强度ｆｙ＝２３５　ＭＰａ，泊松比ν＝０．３。初始缺陷幅值取全跨均布荷载作用

下有限元模型的反对称屈曲模态最大位移Ｓ／１　０００，非对称荷载作用下的拱其缺陷形式按照对称荷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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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跨中集中力

（a） 全跨均布荷载

（d） 四分点集中力

（b） 半跨均布荷载

图３　４种荷载工况

用下 拱 缺 陷 形 式 来 施 加。考 虑４种 荷 载 工

况：全跨均布荷载、半跨均布荷载、跨中集中

力、四分 点 集 中 力，如 图３所 示。考 虑４种

矢跨比γ为０．０５、０１、０．１５、０．２和４种长细

比λ为２０、７０、１００、１５０，无量纲水平弹 性 支

承柔度系数β取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
以考虑水平弹性支承程度的变化，无量纲转

动弹性支承柔度 系 数α取０．１、１、１０。共 计

对１　５３６组水平弹性支承和转动弹性支承拱

进行分析。

２　弹塑性极限承载力分析

本节就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圆弧拱的弹塑性极限承载力进行研究。图４给出了矢跨比γ＝０．１、转动

弹性支承柔度系数α＝０．１时，４种荷载工况下无量纲弹塑性极限承载力随水平弹性柔度系数β的变化规

律，图中ｑｕ，ｅ表示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拱的极限承载力，ｑｕ，ｒ表示相应固支拱的极限承载力。
由图４可以看出，随水平弹柔度系数β的增大，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拱极限承载力整体呈降低趋势，

且中等长细比下极限承载力降低幅度较大，长细比对均布荷载工况下拱的极限承载力影响要大于集中荷

载；对比４种荷载工况下的极限承载力降低规律可以看出，全跨均布荷载下极限承载力降低幅度最大，集

中荷载下极限承载力降低幅度较小，且对称荷载下极限承载力降低幅度要大于非对称荷载下的情况。长

细比λ＝２０时，随水平弹性柔度系数的增大，极限承载力并没有降低，原因是由于在这种长细比和矢跨比

下，弹性支承圆弧拱可以近似看作拱形梁结构，受力状态已经发生改变，此时结构以受弯为主，对水平弹

柔度系数β的变化不敏感，发生的是在弯矩作用下的强度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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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跨中集中荷载

（a） 全跨均布荷载 （b） 半跨均布荷载

（d） 四分点集中荷载

图４　ｑｕ，ｅ／ｑｕ，ｒ－β关系曲线（γ＝０．１，α＝０．１）

图５给出了矢跨比γ＝０．１，长细比λ＝１００时不同转动弹性柔度系数下的极限承载力随水平弹性柔

度系数增大的变化规律。从图５中可以看出，转动弹性支承对非对称荷载作用下拱的极限承载力影响显

著而对对称荷载作用下拱的极限承载力影响不明显，且全跨均布荷载下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拱极限承载

力的降低幅度最大；在水平弹性柔度系数为０～２０的范围内，非对称荷载作用下，随着转动弹性柔度系数

增大，极限承载力值降低，且在四分点集中荷载下降低幅度最大，如图５（ｄ），经计算弹性支承柔度系数为

１时相较弹性支承柔度系数为０．１时，极限承载力降低１４．８％，弹性支承柔度系数为１０时相较弹性支承

柔度系数为１时极限承载力降低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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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跨中集中荷载

（a） 全跨均布荷载 （b） 半跨均布荷载

（d） 四分点集中荷载
图５　不同转动弹性柔度系数下ｑｕ，ｅ／ｑｕ，ｒ－β关系曲线 （γ＝０．１，λ＝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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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５可知，全跨均布荷载下弹性支承拱极限承载力的降低幅度最大，而且转动弹性支承对全跨均

布荷载作用下极限承载力的影响不明显，因此本文给出转动弹性支承为１０时，全跨均布荷载下４种矢跨

比为０．０５、０．１、０．１５、０．２时对应的极限承载力降低规律，如图６所示，以此作为所有转动弹性支承拱在全

跨均布荷载作用下极限承载力的降低规律。从图６可以看出，矢跨比为０．１时极限承载力降低幅度最大，
对于水平弹性柔度系数为０～２０的一组，降低幅度为５２％。

（d） 酌=0.2（c） 酌=0.15

（b） 酌=0.1（a） 酌=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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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全跨均布荷载下ｑｕ，ｅ／ｑｕ，ｒ－β降低规律 （α＝１０）

３　极限状态下拱脚支座位移

图７给出了在转动弹性柔度系数α＝０．１时，长细比λ＝２０、λ＝７０时全跨均布荷载作用下无量纲的水

平位移ｕ／Ｌ在不同的矢跨比下随水平弹性柔度系数的变化规律。从图７中可以看出，在水平弹性柔度系

数的变化范围内，随着水平弹性柔度系数增大，无量纲水平位移整体上呈单调增加的趋势；矢跨比越大，
无量纲水平位移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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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拱ｕ／Ｌ－β关系曲线（λ＝２０、λ＝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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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给出了矢跨比γ＝０．１时，圆弧拱在全跨均布荷载作用下无量纲的水平位移随水平弹性柔度系数

的变化规律。从图８中可以看出，在水平弹性柔度系数的变化范围内，随着转动弹性柔度系数增大，无量

纲水平位移增大；在无转动约束的情况下，转动弹性支承柔度系数大于等于１０时，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

拱的支座位移和水平弹性支承拱的支座位移接近，转动弹性约束的影响很小，并且转动弹性柔度系数为１
时，支座位移与转动弹性柔度系数为１０时的支座位移差值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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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α下水平弹性支承拱ｕ／Ｌ－β关系曲线 （λ＝１００、λ＝１５０）

４　设计公式讨论

文献［８］给出了极限承载力降低幅度的拟合公式，并就水平弹性柔度系数给出了临界值，认为小于这

个临界值，可以按照铰支拱的设计公式来进行设计。本文按照另一种思路给出设计方法，首先在弹塑性

极限承载力降低规律的基础上给出规程［１２］中铰支拱设计公式调整系数的估计值。规程［１２］中的设计公式

如式（３），对于工字形截面的铰支拱α＝１．０。参照规程［１２］文献［１３］中提到在计算稳定时采用的弯矩放大

系数法，考虑水平弹性支承的影响时也在弯矩项前乘以一个大于１的数值，调整后的公式如式（４）。

Ｎ
φＡｆ

＋α（ Ｍ
γｘＷｘｆ

）２ ≤１ （３）

Ｎ
φＡｆ

＋ξα（
Ｍ

γｘＷｘｆ
）２ ≤１ （４）

对于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同时存在的拱进行设计公式的修正，文献［８］中提到一般拱结构的支座位移ｕ／Ｌ
不能大于０．０１。分析表明在β大于２０以后，对于矢跨比为０．２的拱其无量纲支座位移ｕ／Ｌ基本上大于

０．０１，这种形式的拱在实际工程中应用很少，需要加强支座的刚度。故只考虑水平弹性柔度系数为０～２０
这一组的修正。考虑到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拱极限承载力相较于固支拱降低过大，据此得到的修正公式

系数过大，结果过于保守，故取极限承载力降低幅度的１／２作为修正的参考数值，而不是极限承载力降低

幅度的下限。为了考虑不同转动弹性柔度系数下修正公式系数不同，由前述分析可知，可以在全跨均布

荷载下拱极限承载力降低幅度的基础上，考虑不同转动弹性柔度系数对转动弹性支承拱的不利影响。例

如对于转动弹性支承柔度系数为１０的拱，根据图６可以得出矢跨比为０．２、０．１５、０．１，水平弹性柔度系数

为０～２０时，稳定承载力降低幅度分别为４１％、４８％、５２％，取三者的平均值计算其极限承载力修正参考

数值为：０．５×（０．５２＋０．４８＋０．４１）／３＝０．２４，此时修正系数ξ＝１／（１－０．２４）＝１．３２。对于转动弹性支承

柔度系数为１和０．１的拱设计公式修正系数ξ计算同上，这里就不再赘述。对于矢跨比为０．０５的拱，规

程［１２］中并未给出其相关设计公式，考虑到实际工程应用中，如此小矢跨比的拱加工制造难度大，轴线形式

难以保证，这里不再考虑矢跨比为０．０５拱的设计。在弹塑性极限承载力降低规律的基础上给出固支拱

（α＝０．９１）设计公式修正系数ξ的估计值，如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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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拱设计公式修正系数

转动弹性柔度系数α ０．１　 １　 １０

修正系数ξ １．１０　 １．１９　 １．３２

　　对于表１给出的修正系数，通过ＡＮＳＹＳ计算来验证其适用性，见图９～图１１。从图中可以看出，修

正的设计公式是安全的。对比３个图还可以看出，转动弹性支承柔度系数越大，即转动弹性支承刚度越

小，数据点越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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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弹性支承拱稳定极限承载力曲线 （α＝１０）

５　结论

本文就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圆弧钢浅拱的弹塑性稳定承载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弹塑性极限承

载力和支座位移随水平弹性柔度系数的变化规律和设计公式的修正，得到以下结论：
（１）全跨均布荷载下拱的极限承载力随水平弹性柔度系数增大的降低幅度最大；在同一转动弹性柔

度系数下对称荷载对拱的极限承载影响要大于非对称荷载；在相同的水平弹性柔度系数下，随转动弹性

支承柔度系数增大，非对称荷载作用下极限承载力降低显著，对称荷载作用下极限承载力变化不明显，且

在四分点集中荷载作用下极限承载力降低幅度最大。
（２）在水平弹性柔度系数０～８０的范围内，随着水平弹性柔度系数增大，无量纲水平位移整体上呈单

调增加的趋势，且在水平弹性柔度系数为０～２０时增加幅度较大，大于２０后增幅变小；长细比越大，无量

纲水平位移越大。矢跨比对支座水平位移的影响较大，矢跨比越大，支座位移越大。
（３）给出了水平弹性柔度系数为０～２０时，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圆弧拱设计公式的修正方法。
（４）对于水平和转动弹性支承拱的设计可以通过设计公式（４）和支座位移控制条件来给出设计方法，

如果满足公式（４），同时满足位移控制条件则认为设计是安全的，在不满足的条件下需要通过加强支座的

刚度来达到要求。



第４期 卢鹏等：弹性支承圆弧钢浅拱弹塑性极限承载力分析 ２７　　　

参　考　文　献

［１］陈绍蕃．钢结构设计原理［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Ｐｉ　ＹＬ，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Ａ，Ｔｉｎ－Ｌｏｉ　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ａｒｃｈｅｓ［Ｊ］．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７，４４（７／８）：２４０１－２４２５．

［３］Ｐｉ　ＹＬ，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Ａ，Ｔｉｎ－Ｌｏｉ　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ｐｌａｎｅ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ａｒｃｈ　ｕｎｄｅｒ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ｌｏａｄ［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８，４３（１）：１－１７．
［４］Ｐｉ　ＹＬ，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ｐｌａｎｅ　ｐｏｓｔ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ｒａｄｉａｌ

ｌｏａｄｉｎｇ［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９，４４（９）：９７５－９８９．
［５］Ｐｉ　ＹＬ，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ａｒ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１３，４６（１）：６１５－６３０．

［６］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Ａ，Ｗａｎｇ　Ｔ，Ｐｉ　ＹＬ．Ｉｎ－ｐｌａｎ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　ａｒ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Ｉ：Ｔｈｅｏ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３３（８）：１１３０－１１３７．
［７］Ｐｉ　ＹＬ，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Ａ，Ｔｉｎ－Ｌｏｉ　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ｒｃｈｅｓ［Ｊ］．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７，２９（３）：２８３－２９５．

［８］杨洋，童根树．水平弹性支承圆弧钢拱的平面内极限承载力研究［Ｊ］．工程力学，２０１２，２９（３）：４５－５３．
［９］黄山，杨洋．水平弹性支承圆弧钢拱的几何非线性稳定研究［Ｊ］．建筑结构，２０１３，４３（１５）：１３１－１３５．
［１０］信丽华，林玉森，段树金．初始几何缺陷对钢管混凝土拱桥极 限 承 载 力 的 影 响［Ｊ］．石 家 庄 铁 道 学 院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０９，２２（３）：１０－１３．
［１１］李涛．弹性支承圆弧钢浅拱平面内非线性稳定及设计方法［Ｄ］．天津：天津大学，２０１５．
［１２］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ＪＧＪ／Ｔ２４９—２０１１拱形钢结构技术规程［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３］李运生，张彦玲，王慧东．拱桥稳定分析的规范方法与建议［Ｊ］．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ｌａｓｔｉｃ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Ａｒ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Ｌｕ　Ｐｅｎｇ１，　Ｌｉ　Ｔａｏ２，　Ｌｕ　Ｙａｎ１，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Ｔｏｎｇｙｕａ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Ｌｔｄ，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ａｓｔ　Ｃｉｖｉ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ｙ　ａｒｃ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ｒｉｇｉｄ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ｅｑｕｉｖ－
ａｌｅｎｔ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ｒｉｎｇ．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ＮＳＹ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ｓ，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Ｔｈ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ｒｃｈ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ｃｈ　ｆｏｏｔ　ａｔ　ｌｉｍｉ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ｒ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ａｒｃｈｅｓ；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ｌａｓｔｉｃ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