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章  剪切和挤压的实用计算 

5.1  剪切实用计算 

5.2  挤压实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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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中许多构件之间的联接通常采用如图5.1所示的螺栓

(a)、铆钉(b)、销钉(c)和键(d)等联接件。这些联接件主要承

受剪切和挤压作用，可能发生剪切和挤压破坏，所以， 有必

要进行剪切和挤压的强度分析。由于发生剪切和挤压时应力

和变形的规律比较复杂，理论分析十分困难，因而工程上对

于这些构件的强度分析通常采用“实用计算”(或称“假定
计算”)的方法。
　　所谓“实用计算”，一般包含两层含义：
　　(1) 假定剪切面和挤压面上的应力分布规律；

　　(2) 利用试件或实际构件进行确定危险应力的试验时，

尽量使试件或实际构件的受力状

况与实际受力状况相同或相似。



图5.1



5.1  剪切实用计算

　　1. 剪切的概念

　　剪切的受力特点：当杆件的某一横截面两侧受到一对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线相距很近的横向力作用时，

杆件将主要产生剪切变形(图5.2(a))。这个横截面称之为剪

切面(图5.2(b)中的m—m面)。

　　剪切的变形特点：杆件剪切面的两侧部分沿剪切面发

生相对错动。



图5.2



　　2. 剪切的实用计算

　　讨论剪切的内力和应力时，以剪切面 m—m将杆件分成

两部分，并以下半部分为研究对象， 如图5.2(c)所示。m—

m截面上的内力 Fs 与截面相切，称为剪力。剪切面中单位

面积上的剪力称为切应力τ。由平衡方程∑F
x
=0可以求

出：Fs=P。

　　在实用计算中，假设剪切面上的切应力是均匀分布的，

如图5.2(d)所示。剪切面面积用 As 表示，所以切应力的实

用计算公式为



(5.1)

　　在一些联接件的剪切面上，应力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

切应力并非均匀分布，且还有正应力存在。所以，由公式

(5.1)计算得出的只是剪切面上的“平均切应力”，又称为
“名义切应力”。为了消除和弥补这一缺陷，在用实验的
方法建立强度条件时，应使试样的受力情况尽可能地接近

联接件的实际受力情况，求出试样失效的极限载荷后，同

样利用公式(5.1)由极限载荷F0
s求出相应的名义极限切应力

τ0，用τ0除以剪切安全系数 n 而得到许用切应力[τ]，从而
建立强度条件：



(5.2)

　　根据上面的强度条件，就可以进行联接件的剪切强度

校核、截面选择和确定许可载荷等强度计算问题。

　　一般工程规范中规定，对于塑性性能较好的钢材，许

用切应力[τ]可以由其拉伸许用应力[σ]根据下面的关系式确

定：
 [τ] =(0.6~0.8) [σ]

对于脆性材料有关系式：
 [τ] =(0.8~1.0) [σ]     



　　注意：剪切强度计算的关键是正确判断出构件的危险

剪切面及计算出此剪切面上的剪力。

　　【例5.1】  车辆的挂钩由插销联接，如图5.3(a)所

示。插销材料的[τ]=30 MPa，直径 d = 20 mm；挂钩及被联

接的板件厚度分别为δ=8 mm和1.5δ=12 mm；牵引力F=15 

kN。试校核插销的剪切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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