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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當分別改變剪力模數、
包松比、β值與領域形狀時，二維多層次
時間域邊界元素法求解位移值和曳引力值
的效率與精度。後續並針對本系列計畫一
開始所定義的重要參數 β ，作更進一步
的瞭解。此部分乃藉由求解內部點之位移
值和應力值所得到的結果，探討當 β 值
及二維領域形狀改變時，對其解的精確度
與穩定度之影響。

透過文中所舉的例子，我們得知改變
由兩塊不同剪力模數、包松比所組成的非
均質多層次領域，其位移與曳引力可由本
文之方法來預測。另外，當內部點所在的
位置不同時，其數值解精確度的情形；以
及當領域形狀改變時，其數值解發散快慢
的情形，皆可由 β 值大小來評估。此也
意味以時間域邊界元素法求解彈動力問題
時，並非單單增加元素數目即可得到較佳
的數值結果。

關鍵詞：時間域邊界素法、非均質多層
次、β 值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will present the 
numerical results, which are displacement 
and traction on boundary nodes, solving by 
2-D time-domain multi-region BEM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by changing 
shear modulus and Poisson’s ratio 

respectively. Also, we will investigate the 
important parameter β thoroughly. From the 
computed internal displacements and 
stresses at different internal locations and for 
two kinds of domain shapes, one will find 
the β-values and domain shapes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the BEM results.
    Through various examples, the method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could be used to 
predict displacement and traction in 
two-region nonhomogenous domain 
subjected to ramp-step loads. And, when the 
location of internal point changes or when 
the shape of domain differs, the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these numerical results could 
be assessed by different β-values. This 
means that just simply increasing the
numbers of elements may not give good 
results.

Key words: time-domain BEM,multi-region, 
β-value

二、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為更進一步瞭解重要參
數 β 值在二維時間域邊界元素法求解彈
動力問題的過程中，對精確度與穩定度所
產生的影響，並找出其適用之範圍。而透
過次結構觀念，並引進力平衡與位移諧和
於交界面上的關係，則可推導得用來計算
多層次領域問題的時間域邊界方程式，如
此一來即可針對由不同材料性質所組成的
多層次領域作位移和曳引力的分析預測。
吾人已藉由波傳的力學現象，證知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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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LC 方法為例）之數值結果令人滿
意（詳見上年度之計畫）。而其應用，將
於本文中透過分別改變材料的剪力模數和
包松比來逐一探討之。

關於參數 β：(1)其涉及內部點應力
值和位移值之精確度；(2)對不同形狀之領
域情形求解時，亦會造成數值發散快慢的
不一；(3)當吾人作分析時，時階 △t 之
大小和元素數目 N（亦即元素長度 l）的選
取也與 β有關。在本研究中對於內部點於
領域中的位置不同時與之對應的 β值大
小應為何之兩者間關係有深入的探討。另
外，也以梁尺寸分別為 10x10 和 10x1 的領
域受一斜坡動力載重為例，對數值解發散
快慢的情形作一剖析。由誤差百分比結果
觀之，本研究將建議 β值的使用範圍，換
言之，若所選取的 β在本研究建議的範圍
內時，其位移、曳引力或內應力的數值結
果將令吾人滿意。故找出 β 適用之範圍
是本系列計畫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三、結果與討論
  

首先，我們先建立分析的模型：一矩
形桿件，如圖 1 所示，長與高的比值
L/h=10，左端為固定端，右端為自由端，
固定端中間視為簡支承（Hinge），上下兩
端為滾支承（Roller），且假設矩形桿上
下表面為自由表面，如圖 2 所示。我們將
矩形桿件切割成 13 個二次邊界元素，其中
兩端各用一個元素，上下各 5 個元素，交
界面用一個元素，如圖 3 所示，然後於右
端施加一均勻斜坡載重，如圖 4 所示。我
們將作如下的分析：

(1) 改變剪力模數 G：
根據這樣一個矩行桿件，我們以左、

右二塊為同一材質，剪力模數 G為 3.9Pa，
質量密度ρ為 0.00078 kg/m2，包松比ν為
0，為一基準。接著改變靠近固定端那塊之
材料，將剪力模數 G 放大為兩倍、五倍、

十倍，分別對圖 3中之點號 3、5、11 的 X
方向位移進行分析比較。而曳引力之分析
則取交界面上之一點點號 25，及固定端上
之一點點號 24 做探討。

(2) 改變包松比ν：
我們依舊以這樣一個矩行桿件，左、

右二塊為同一材質，剪力模數 G為 3.9Pa，
質量密度ρ為 0.00078 kg/m2，包松比ν為
0，為一基準。再來改變靠近自由端那塊之
材料，將包松比ν改為 0.1、0.2、0.3，分
別對圖 3中之點號 3、5、11 的 X 方向位移
進行分析比較。而曳引力之分析則取交界
面上之一點點號 25，及固定端上之一點點
號 24 做探討。因包松比ν會影響 Y方向位
移，故我們選定點號 11 之 Y 方向位移來探
討其影響性。

分析過程中，參數 β定義如下：

l
tc ∆

≡ 1β ，因為我們探討兩塊不同材質，

所以壓力波速 C1不同，因此我們選用壓力
波速 C1較小的值，代入參數 β 之公式中。
在此則採用 β =0.67。

在改變剪力模數 G 方面，G 值越大，
由 ( )ν+= 12GE 可知楊式模數 E 也相對變
大，材質相對較剛硬，故 X 方向位移隨著
G值增大而減小。另一方面，G值亦影響壓
力波速 C1，因我們這例子選用包松比ν為
0，所以壓力波速隨著 G值做開方的變化，
故當 G 值增大，壓力波速變快，造成波的
週期變短，我們可由圖中明顯的看到此現
象。再者，同樣 G 值增為原來兩倍，即圖
中表示 G1-1 變化為 G2-1，與 G5-1 變化為
G10-1，兩組做比較，由圖 5~7 可以看出，
G1-1 變化為 G2-1 這組位移減少量大於
G5-1 變化為 G10-1 這組數據，且週期變短
的幅度亦比較大，由此現象的發現，我們
可以說當 G 值增大到一定比例後，位移與
週期的變化量即不再有明顯的變化。

圖 8 為改變 G，第 24 點、25 點之 X
方向曳引力比較圖，我們知道曳引力的範
圍為 0∼-2，但在圖中我們發現 G5-1 與
G10-1 這兩組的數值已經超出此範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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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合理的現象，推究其原因，我們發現
我們所定義之 β 值在改變靠固定端那塊的
G 值時，雖然靠自由端那塊的 β 值為
0.67，但我們可推算得當 G 值變為原來的
5倍、10 倍時， β 值已隨著增大。圖 9 中
超出 0∼2範圍的數值明顯比點號 24 的圖
8 少，其原因為在求解時先求出交界面上
點之值，再求出邊界上點之數值，所以在
數值上累計的誤差較少。

對於改變靠自由端那塊的包松比ν，
將包松比ν原來為 0改變為 0.1、0.2、0.3
的例子中，有關點號 3、5、11 的 X 方向位
移，我們發現在 β =0.67 時，如圖 10-12
所示，改變ν值同樣的影響楊式模數 E 與
壓力波速 C1，但由其二公式，如下所示：

( )ν+= 12GE 及
ρ

λ GC 2
1

+=

我們可以得知，包松比ν對楊式模數 E 與
壓力波速C1的影響較剪力模數G的影響來
的小，故改變包松比ν，不論在位移變化
量上或是週期減少的幅度上都來的較小。
而ν值的改變，因為是改變靠自由端那塊
的性質，因此對點號 11 在位移上的變化比
點號 3、5來的明顯，但改變包松比ν，在
X 方向位移的變化上，較有一比例存在，
而不似 G值改變，當 G 值改變到一個比例
後，X方向位移的變化即不易明顯看出。

改變包松比ν，Y 方向會有位移產生，
但ν=0 時依理論而言，不該有 Y 方向位移
產生，由圖 13 所示，ν=0 時位移介於＋
0.005∼-0.005 之間，其值皆相當小，我
們可將之視為數值計算所產生的誤差。而
隨著包松比ν之增加，Y方向位移也隨之增
加。對於改變包松比ν對曳引力產生的影
響，其比較如圖 14 與圖 15 所示，由圖 14
我們可以看出，在尖峰值容易產生不準的
現象，但其波形的趨勢與ν=0 相似。

簡單歸納出幾點結論如下：

(1) 由結果我們可以知道，改變剪力模數
G比改變包松比ν，對 X方向位移的影
響來的大，且在影響週期方面也較

大。而隨著 G值或ν值的變大，X方向
位移隨著減少，週期亦隨著變小。

(2) 改變剪力模數 G，當 G 增大到一定倍
數比例後，X 方向位移就不會有明顯
的變化。而改變包松比ν，對於 X 方
向位移，隨著包松比ν之增加，其位
移會呈一比例關係減少。

(3) 在探討剪力模數 G 與包松比ν之比較
同時，要注意兩塊之 β 值最好能皆落
於 0.5∼0.75 之間，獲得之數值解較
精確，但當兩塊性質差異太大時，易
產生數值上的誤差。

接著我們將更進一步探討 β適用的
範圍為何？在上例中，我們觀察到數值誤
差有隨時間增加的現象（位移尖峰值逐段
降低），此誤差所造成 numerical damping 
的現象原因可能是 △t 過大之故（倘若 l
固定）。我們建立一 10 x 10的梁，並切
割成 20 和 40 個二次元素，如圖 16、17
所示，並同樣於右端施加一斜坡載重，如
圖 18 所示。由於我們也將探討除了 β外，
另一影響數值發散快慢的形狀因素，所以
我們再次把圖 1的模型切成 22 和 44 個元
素，如圖 19、20 所示。
   我們將對圖 16 領域內不同內部點作
β=0.05 和 0.5 的分析，從圖 21 所示，除
了 x=9.9 時數值會惡化外，其餘 x=9.5, 
9.7, 9.8, 10（亦即邊界點）時數值皆優
越、準確。又從圖 22 所示，x=5, 6, 7, 8
時數值亦非常良好，但在 x=8.9, 9 時，精
確度變壞。透過其它一連串 β於 0.05 到
0.5 之間的分析，我們得知：若內部點位

於靠近邊界的距離小於 lβ
2
3

時，精確度將

會變差。故若吾人選擇較小的 β值與使用
較多的元素（亦即元素長度變小），將可
非常準確地預測所有的內部點位移或應
力，如圖 21、23、24 所示。然而，選取較
小的 β值，對於圖 1的領域而言，不管是
切成如圖 19、20 所示那般，卻都會造成數
值提早發散，如圖 25、26 所示，而這樣的
情形在對圖 16 和 17 的領域作分析時是看
不到的。因此我們得知：較小的 β將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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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數值發散，其原因可能是時階過多之
故因而使誤差變大，除此，領域形狀的不
同也會影響發散之快慢。最後，我們由圖
27 來看 numerical damping 的現象，從
圖中，我們得知較大的β會有此情形。
  故我們認為 β值可取介於 0.05 或更小
值到 0.5 之間來計算內部值或多層次領域
的問題；先前計畫建議的 0.5 到 0.75 同樣
可用來計算邊界值，以求數值的精確跟穩
定。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除了獲得重要之成果外，參與
研究人員亦獲得寶貴之訓練。值得在未來
對於相關之領域作更深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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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 1~27 示於以下幾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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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一均勻之斜坡載重（Load1），P(t)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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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改變 G，第 25 點(交界面中點)之 x 方向曳引力比較圖

圖 10  改變ν，第 3 點(0.2L)之 x 方向位移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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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改變ν，第 5 點(0.4L)之 x 方向位移比較圖

圖 12  改變ν，第 11 點(1.0L)之 x 方向位移比較圖

圖 13  改變ν，第 11 點(1.0L)之 y 方向位移比較圖

圖 14  改變ν，第 24 點(固端中點)之 x 方向曳引力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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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改變ν，第 25 點(交界面中點)之 x 方向曳引力比較圖

圖 16 10x10 領域，20 個邊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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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10x10 領域，40 個邊界元素

圖 19 10x1領域，22 個邊界元素

圖 20 10x1 領域，44 個邊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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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斜坡載重之形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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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1 Displacement for y=5 and β=0.05

0.00

0.40

0.80

1.20

1.60

2.00

D
is

pl
ac

em
en

t(
uE

/P
L)

10 x 10 domain
20 elements, β=0.05 and y=5

x=9.5
x=9.7
x=9.8
x=9.9
x=10 (boundary)

exact sol. x=10

exact sol. x=9

0.00 2.00 4.00 6.00 8.00
Nondimensional Time (c1*△ t/L)

Fig.22 Displacement for y=5 and β=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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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3 Comparison of Precisions for Two Boundary Meshing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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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4 Comparison of Precisions for Two Boundary Meshing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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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5 Comparison of Displacements for 22 and 44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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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6 Comparison of Displacements for Different β-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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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7 Numerical Damping Phenomenon for Different β-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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