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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在空间光学遥感器大尺寸反射镜柔性支撑结构的试验研究过程中获得柔度特性试验数据, 设计了一种结构紧

蹙的单轴柔性铰链试验装置,采用该装置在材料拉伸试验机上同时实现了端部弯曲和纯弯曲试验功能。该装置利用杠

杆原理实现纯弯曲加载,并采用由刚性辊子组成的约束通道对纯弯曲组件进行约束, 从而降低了摩擦对载荷传递的影

响。试验过程的模拟分析表明,�L�型下推杆引起的横向偏载是影响纯弯曲试验的主要因素, 最大横向偏载可控制在

4. 783 N。试验结果和有限元分析结果及理论计算值取得了很好的一致性。与有限元分析结果相比, 试验结果和理论计

算值都稍偏小,试验值最大偏差为 3. 87% 。该装置为光学反射镜柔性支撑的试验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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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o obtain the test data fr om the experimental r esearch on the compliance facto rs o f the flex-

ure support st ructure of a lar ge scale ref lector used in an airborne image sensor, a compact sing le-ax is

flexure hinge experimental setup w as pr opo sed and designed. By using this exper imental setup, end-

bending and pure moment bending exper iments of the sing le-ax is f lexure hinge could be achieved on a

common single- ax is M aterial Test ing System( MT S) . This setup ut ilizes the leverage principle to rea-l

ize the pure moment lo ading on the single-ax is M T S and takes the side const raint conf igurat ion w hich

is composed of several sets o f rigid ro llers to const rain the pure moment lo ading sub-assembly. By

these w ays, the effect of the fr ict ion on the lo ad t ransmission w as r educed great ly. Furthermore, the

virtual simulat ion of the pure moment bending process w as per formed. It indicates that the side fo rce

stemmed fr om the const raint of �L� pushing component is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 r on the bending



processing , and the maximum side force can be contro lled at 4. 783 N. In o rder to ver ify the test data,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EA) and theoret ical calculat ion w ere emplo yed. T he comparison show s that

the test r esults are concident w ith FEA results and theoret ical results w ell, and test results and theo-

r et ical r esults ar e slight ly smal ler than FEA r esults. Compared w ith FEA, the maximum relat ive erro r

of the test data is only 3. 87%, w hich indicates that this experimental setup is a good solut ion for study

of f lexure suppor t st ructures used in opt ical ref lectors.

Key words: flexur e hinge; compliance factor; exper imental setup; load t ransmission; pure moment

bending

1 �引 �言

� �柔性铰链作为一种体积小、无机械摩擦、无间

隙和高灵敏的传动结构, 不仅在精密机械、精密测

量和纳米技术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1-4] , 在光

学工程领域也颇受青睐, 如反射镜柔性支撑、同步

辐射角度微调装置和自动调焦机构等
[ 5-7]
。由两

个相互正交的单轴柔性铰链所组成的两轴柔性支

撑元件是大尺寸光学反射镜的常用支撑形式之

一。

柔性铰链的承载能力和转动特性是设计应

用的重要技术指标。从 20 世纪 60年代开始, 国

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研

究。Paros和Weisbord于 1965年首次给出了圆

弧型柔性铰链的设计计算公式[ 8] 。Sm ith、Lobo-

nitu等对导角、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形柔性铰链

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给出了柔度和转动精度

的解析表达式, 并进行了大量的数值分析计

算
[ 9-10]

; Xu等使用有限元法对直圆、导角和椭圆 3

种形式柔性铰链的精度进行了对比分析
[ 11]

; Ruy

综述了影响柔性铰链机构执行精度的各种误差

源[ 12]。国内的许多学者也对柔性铰链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
[ 13-16]

,吴鹰飞等进一步简化了 Paro s和

Weisbo ro 给出的直圆型柔性铰链理论计算公

式[ 13] ; 陈贵敏等推导了椭圆切口和混合型柔性铰

链的柔度公式
[ 14-15]

。这些基础研究为柔性铰链的

实际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但是设计计算

比较复杂,不便使用。因此,特定材料条件下, 柔

性铰链的承载特性数据对具体的工程应用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在空间光学遥感器的大尺寸反射镜柔性支撑

结构的研究中,为了获得其柔度特性和承载能力

的第一手试验数据, 需要研究不同结构参数对该

支撑结构柔度特性的影响规律。本文设计了一种

结构紧蹙的单轴柔性铰链试验装置, 通过使用该

装置,可在普通材料试验机上进行单轴柔性铰链

的端部弯曲和纯弯曲试验,从而避免了在单轴材

料试验机上进行纯弯曲加载的困难, 为试验的顺

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硬件支撑条件。

2 �单轴柔性铰链的柔度模型

� �圆弧切口柔性铰链是单轴柔性铰链的典型代

表,其基本结构参数如图 1( a)所示, 其中 L 为柔

性铰链的长度,亦等于切口部位圆弧的直径, t为

柔性部位最小厚度, w 为宽度。其力学分析模型

如图 1( b)所示。

图 1中的 X Y 面是柔性铰链的易变形面, 位

于该平面内的载荷 F1
x
, F1

y
和 M 1

z
是引起结构变

形的主要载荷, 称为面内载荷。忽略其余次要载

荷的作用,单轴柔性铰链自由端的位移和载荷关

系为

x 1

y 1

�1
z

=

Cx, F
x

0 0

0 Cy, F
y

C y, M
z

0 Cy, M
z

C �
z
, M

z

F1x

F1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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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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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右端的矩阵称为柔度矩阵,依照经典梁

理论,其中的各项系数为

Cx, F
x
=

1
Ew�

L

0

dx
t ( x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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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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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z
, M

z
=

12
Ew�

L

0

dx
t ( x )

3 , (5)

式中: E 为材料的弹性模量, w 为柔性铰链的宽度

( z 向尺寸)。

从式(2)~ (5)的表达形式可看出,在 w 一定

的情况下,柔性铰链切口部位的结构尺寸会对其

柔度特性产生较大的影响。

3 �试验原理

� �为了对图 1所示的单轴柔性铰链的柔度特性

进行试验研究, 也就是通过试验手段确定式( 2)~

(5)的数值。在施加式( 1)右端的载荷向量,并获

得相应位移向量的基础上,通过求解方程组( 1)便

可得到柔性铰链的柔度特性数据。式(1)载荷向

量中的 F1
x
在材料试验机上容易得到, 在此不作

赘述。F1
y
和 M 1

z
的加载方法如图 2( a)和( b)所

示,其中的纯弯曲载荷 M1
z
= F � L m。

4 �试验装置及关键组件

� �试验的加载平台是 MT S810型电子万能材

料试验机,该试验机配备了高精度的位移传感器,

可以满足位移测量需求。但是, 该试验机只能进

行单向拉压加载,不能实现纯弯曲加载。试验装

置的设计是基于该试验平台的现有条件而展开

的。

4. 1�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的整体结构如图 3所示,主要由外

围组件、端部弯曲组件、纯弯曲组件和支撑框架组

件组成。外围组件主要用作辅助试验, 一方面提

供了与材料试验机活动横梁的接口, 以实现载荷

施加,另一方面辅助测量位移和固定工件。端部

弯曲组件由压块、施压柱和压块导柱组成,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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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试验装置整体结构

Fig . 3 � Structure of experimental setup

试验过程中载荷顺利施加到试样的指定位置。纯

弯曲组件主要由上拉杆、下推杆、过渡杠杆和施压

块组成,可以将一个单向作用力分解为一对大小

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 形成力偶作用, 从而实

现纯弯曲加载,试验过程如图 4所示。当支撑框

架组件上只安装端部弯曲组件时, 将装好试样的

试验模块沿图 4( a)所示方向嵌入支撑底板, 使

A, B 孔分别对准支撑底板上的 A 1 , B1 孔, 并通过

销钉固定于支撑底板, 然后通过试验机加载来进

行端部弯曲试验。当支撑框架组件上只安装纯弯

曲组件时,可进行纯弯曲试验,试验模块与支撑底

板的安装关系如图 4( b)所示。当进行纯弯曲试

验时,每调换一个试样,需要将装好试件的试验模

块绕其轴线翻转 90�, 使试验模块的 B 和C 孔分

别对准支撑底板上的 A 1 和 C1 孔,并通过销钉将

其固定于支撑底板, 同时确保压头的球头对准施

压块的球窝部位。

� �整个试验过程中, 力和位移信息的采集是同

步的,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而且, 还可以任意设定

载荷步的大小。这样可以记录整个试验过程中每

个瞬时的力和位移数值,从而为后续的数据分析

提供足够的信息。

4. 2�纯弯曲加载

纯弯曲加载原理如图 5所示。由力的平衡原

理可知,作用于施压块的压缩载荷 F0 分别分配

给下推杆和过渡杠杆的 A 端各F 量值,其作用方

向与 F0 相同。过渡杠杆是等臂杠杆, 其 A 端的

力传递到B 端后, 作用方向改变 180�, 从而作用

在上拉杆的载荷为 F2= - F。最后, 在试件的 P1

和 P2 位置处施加了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

作用力,实现了纯弯矩加载,其中的纯弯曲组件结

构如图 6所示。

图 5� 纯弯曲加载原理

F ig . 5 � Schematic diag ram of pure bending loading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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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纯弯曲组件

� � Fig. 6� Sub-assembly o f pur e bending moment struc

ture

5 �载荷传递影响因素分析

� �在纯弯曲试验过程中,作用于试样上的载荷

存在两种潜在的误差: 一种是由于上拉杆和下推

杆传递载荷差异所造成的力偶矩误差( F t � Fp) ;

另一种是下推杆阻碍试样转动所产生的横向偏载

Fs。为了减小力偶矩误差,采用一种由刚性辊子

组成的加载通道来约束纯弯曲组件, 这些刚性辊

子仅约束�L�型下推杆, 其原理如图 7 所示。为

了减小横向偏载 Fs 对试验的影响,将下推杆的活

动销插孔设计为长圆孔,削弱其对试样的横向约

束,从而达到了降低侧向约束力的目的。

图 7 � 纯弯曲组件的约束通道

� � F ig. 7� Side constraints acted on pure bending mo

ment sub-assembly

同时使用有限元方法对上述处理方式的有效

性进行了验证。

分析计算选用 MSC/ Nast ran的 600求解器,

该求解器具有强大的非线性求解计算能力,可以

解算接触等高度非线性问题。有限元建模过程

中,为了提高求解效率,各辊子和连接销钉按解析

刚体进行处理,其余零件按弹性体处理。试样材

料参数按 TC4 的实验结果选取, 其余按钢材选

取, 作用载荷按预先设计的工作载荷进行施加。

图 8给出了模拟试验过程中该结构的变形分布

图,从图中可看出试验过程中整体结构的弹性变

形很小,这是该装置能够正常使用的重要保证。

图 8� 纯弯曲过程模拟试验的结构变形分布图

F ig . 8 � Displacement contour plo t of pure bending mo-

ment components in simulating test

通过分析可知: ( 1)在模拟试验过程中,横向

偏载占传递载荷的百分比 ( F s/ F p ) 不大于

1. 26%,最大横向偏载为 4. 783 N; ( 2) 载荷传递

过程中,过渡杠杆的结构变形是引起力偶矩误差

的主要原因,这种结构变形因素所造成的传递载

荷最大误差为 �= F t - Fp / Fp= 4. 31%。

6 �试验结果验证

� �完成试验之后, 使用有限元和理论计算对试

验结果进行了验证分析。为了提高有限元分析结

果的可靠性,对试样材料 T C4的力学性能进行了

实际测量,图 9是所获得的应力-应变曲线。试样

的基本参数: w= 10 mm , L = 3 mm, 最薄部位尺

寸 t分别为 1, 1. 5和 2 mm,如图 10所示。

表 1列出了 3种不同尺寸单轴柔性铰链柔度

系数的试验值、有限元分析结果和理论计算

值[ 17]。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试验结果、有限

元分析结果和理论计算值具有很好的一致性。与

有限元分析结果相比,理论值和试验值都稍偏小,

理论值更接近有限元分析结果, 试验值和有限元

分析结果的最大偏差为 3. 87%, 结果表明该试验

装置达到了预期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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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T C4 力学性能曲线

F ig . 9� St ress- str ain cur ve of T C4

图 10� 单轴柔性铰链试样

F ig . 10� Sing le- ax is flexure hinge specimen

表 1 � 柔度系数试验结果和有限元分析结果及理论结果对比

Tab. 1 � Comparison o f compliance fact ors between exper imental results, finite element results, and theoretica l results

试样

编号

特征尺寸

/ mm
结果类型

Cx , F
x

/ ( mm � N - 1 )

Cy, F
y

/ ( mm � N- 1 )

Cy , M
z

/ N - 1

C�z, M
z

/ ( r ad� N- 1 � m- 1 )

试验 3. 28 � 10- 5 6. 38� 10- 4 2. 03� 10- 5 3. 97 � 10- 3

1 t= 1 有限元 3. 37 � 10- 5 6. 61� 10- 4 2. 09� 10- 5 4. 08 � 10- 3

理论 3. 32 � 10- 5 6. 47� 10- 4 2. 05� 10- 5 4. 01 � 10- 3

试验 3. 00 � 10- 5 2. 63� 10- 4 1. 13� 10- 5 2. 27 � 10- 3

2 t= 1. 5 有限元 3. 11 � 10- 5 2. 73� 10- 4 1. 18� 10- 5 2. 36 � 10- 3

理论 3. 06 � 10- 5 2. 67� 10- 4 1. 16� 10- 5 2. 31 � 10- 3

试验 2. 58 � 10- 5 1. 39� 10- 4 0. 73� 10- 5 1. 45 � 10- 3

3 t= 2. 0 有限元 2. 68 � 10- 5 1. 44� 10- 4 0. 76� 10- 5 1. 51 � 10- 3

理论 2. 63 � 10- 5 1. 41� 10- 4 0. 75� 10- 5 1. 48 � 10- 3

7 �结 �论

� �本文设计了一种单轴柔性铰链柔度特性试验

装置,并分析了该装置的载荷传递特性。分析表

明, �L�型下推杆引起的横向偏载是纯弯曲试验

的主要影响因素, 通过采用长圆形活动插销孔可

以大大减小横向偏载分量,整个试验过程中,横向

偏载占传递载荷的百分比( Fs / Fp )不大于1. 26%,

最大横向偏载为 4. 783 N。与之相比, 纯弯曲试验

过程中过渡杠杆结构变形所引起的力偶矩误差是

可以忽略的。使用该装置获得了满意的试验结果,

试验值与有限元结果及理论计算值具有很好的一

致性,理论值和试验值较有限元结果稍偏小, 试验

值和有限元结果的最大偏差为3. 87%,满足工程应

用精度要求,取得了预期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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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两路脉冲固体激光器相干合成实验

卢常勇
1
,李 �莉2

,刘 �旭1
,朱孟真

1
,米朝伟

1
,刘 �洋1

,黎 �伟1
,张广远

1

( 1. 武汉军械士官学校 光电技术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5;

2.武汉军械士官学校 光学教研室, 湖北 武汉 430075)

采用迈克尔逊干涉复合腔技术进行了两路固体激光器相干合成的实验研究。该方案利用了双光束

干涉时的相干相长和相干相消特性,结合谐振腔自身的增益损耗原理,从而获得两路激光器的被动式相

干合成。理论分析了该技术的锁相机理,并在实验中实现了两路脉冲固体激光器的相位锁定,获得了单

脉冲能量 300 mJ的相干合成激光输出,合束效率约为 80%。实验表明,采用迈克尔逊干涉复合腔技术

实现相干合成具有自选择和自调整的特点,且结构简单、合束效率高,可以实现多路固体激光器的相干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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