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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使大孔径长条形空间反射镜支撑结构同时满足高刚度、高强度和良好的热尺寸稳定性要求, 建立了反射镜支

撑系统的模态解析数学模型,并对该模型所描述的反射镜沿各轴向的平动和转动模态特性进行了研究。根据模态解析

解得出 3 个支撑点确保质量分布相对均匀时,系统的动-静态刚度最大的结论, 并结合有限元分析技术确定了反射镜的

支撑位置。此外,在支撑结构中设置了柔性环节, 改善了反射镜在各工况下所受的应力环境以确保其光学性能。通过优

化柔性铰链最薄处的厚度和圆弧半径两个参数来调节反射镜的面形精度,使面形精度满足设计要求。分析及试验结果

表明:柔性铰链最薄处厚度为 4 mm, 圆弧半径为 2 mm 时, 反射镜在重力和4 � 均匀温升工况下的面形精度 RM S 值均优

于 12. 3 nm; 组件实际一阶固有频率为 146 Hz,与有限元分析结果的误差小于 5% ;柔性支撑结构动态应力响应远小于

材料的屈服极限,完全满足反射镜结构系统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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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sign a large aperture rectangular m ir ror w ith high st if fness, high st rength and good

thermal dimensional stability precisely, an analyt ical mathemat ical model of the m irror suppo rt ing sys-

tem was established and its modal characterist ics w er e invest igated. F irst ly, the suppo rt locat ion of

the m ir ror w 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btained by modal analyt ical so lut ion that the

dynamic and static st if fness is the highest w hen the three suppo rts keep the mass dist ribut ion r elat ive-

ly homogenous. Then, the support st ructur e w as analyzed in detail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and a new type o f f lex ible suppo rt w as presented. By adjusting tw o parameters, the thinnest thickness and

the arc radius of a flexible hinge, the surface figure accuracy of the mirror w as modif ied. Finally, the modal a-

nalysis of mirror component was performed. Analy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urface fig-



ure accuracy of the mirror can reach RMS 12. 3 nm under the load case of gravity and 4� uniform temperature

rise, respectively, w hen the thickness of the flexible hinge is 4 mm and its circular radius is 2 mm. Moreover,

it s first order natural f requency is 146 Hz, which shows an error under 5% compared to FEA results. Re-

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mirror st ructure sat isf ies all design indexes.

Key words: space r emote sensor; of f-axis three mirr or anast igmat; primary m ir ror; f lexible suppo rt;

f inite element analy sis

1 �引 �言

� �在采用离轴三反( Of f-axis three m ir ror anas-

t igmat)光学系统的长焦距、大孔径高分辨率空间

遥感器中,参与成像的主镜通常为尺寸最大的光

学元件, 其外形一般为长条形, 属于非轴对称结

构。目前,国外已经成功发射十余种不同类型的

离轴三反空间光学成像遥感器 [ 1] , 但对于这些遥

感器所使用的长条形大孔径主反射镜及其支撑结

构设计却鲜有介绍。大口径反射镜及其支撑结构

的设计需要考虑地面加工、装调、发射运载、空间

轨道运行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 2-3]

, 最大限度地提高

反射镜的环境适应能力。在结构设计中,一方面

要满足反射镜在重力、温度载荷以及重力与温度

载荷耦合作用下的面形精度和位置精度(含刚体

位移和反射镜倾角)要求,另一方面要考核反射镜

结构系统的动态刚度, 即反射镜组件的一阶固有

频率和振型,使其具有足够高的一阶固有频率,以

免在发射运载动力学环境中发生反射镜系统与整

机或运载工具的共振。除了考虑反射镜结构系统

的动、静态刚度和热尺寸稳定性要求,还要使反射

镜结构系统质量最轻。实际上, 这些指标要求与

结构设计相互矛盾, 因此,如何在这些矛盾中寻求

折衷,使系统整体性能指标达到最优成为反射镜

支撑结构设计的关键。

本文所研究的离轴三反遥感器属于长焦距

大口径空间光学遥感器,其长条形反射镜孔径较

国际文献所述的遥感器中的反射镜要大 [ 4-6] , 它的

支撑结构设计相对于长条小孔径反射镜及圆孔径

反射镜则更具挑战性
[ 7]
。光学成像对这个反射镜

提出的最基本的光学性能指标要求为: 反射镜在

自重和 4� 均匀温变载荷工况下面形精度满足

PV � �/ 10, RM S � �/ 40( �= 632. 8 nm ) , 反射镜

倾角变化不大于 4�。本文详细地推导了长条形
反射镜支撑结构的模态解析式, 结合有限元分析

技术合理地设计了一种长条形反射镜支撑结构,

并得到了满足设计指标要求的支撑结构形式。分

析和试验表明,这种大孔径反射镜支撑结构形式

完全满足空间遥感器的使用要求。

2 �大孔径长条反射镜的支撑方式

� �在空间遥感器中, 大孔径反射镜的支撑结构

设计首要考虑的问题是支撑方式的确定和反射镜

及支撑结构材料的选取
[ 8]
。

支撑方式的确定:大孔径反射镜的支撑方式

通常采用两种形式: 其一为周边粘接固定,将反射

镜设置在镜室中间, 反射镜周边采用胶层粘接的

形式,与镜室固定到一起。这种方式工艺简单,容

易实现,但反射镜定位精度差,而且要设计一个较

大的镜室结构,成本大且加工周期长;其二是在背

部设置多个支撑点, 这些支撑点或者跟大托板直

接相连接,或者通过中间环节过渡到三点,再与大

托板相连接。多点支撑方式虽然可以较大程度的

提高动、静态刚度,但缺点是它对加工工艺及其零

件的加工精度提出极高的要求, 甚至超出一般工

艺手段的能力范围。即使装配良好的组件,在动

态测试和热环境试验中,金属件因为类似退火效

应产生相互干涉、微小滑动的概率会非常高,一旦

出现相互干涉和微小滑动的现象, 反射镜的面形

质量将急剧降低,各种像差将相继出现,最终将导

致反射镜无法正常使用。因此, 本文直接采用背

部三点支撑的方式, 虽然这种方式系统的刚度低

于背部多点支撑,但经过充分的理论分析、有限元

分析及优化设计,权衡反射镜各种性能参数,得到

了最佳的平衡点, 满足了反射镜的光学性能指标

要求。

由于选择 SiC作为反射镜材料,因此本文所

研究的大口径反射镜采用等静压法进行素坯的制

作。SiC 材料脆性非常大, 为增加反射镜镜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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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工性,即便采用三点支撑,也将反射镜本体设

计为对称结构, 一方面增加了加工工艺的可靠性,

另外一方面也便于从中优选 3个位置精度最高的

支撑点。

考虑到材料的热特性匹配, 反射镜背部支撑

孔与支撑结构相连接的镶嵌件选择与 SiC材料线

胀系数相近的铟钢( 4J32) , 而支撑结构件选择高

比刚度、高强度、低密度且加工工艺成熟的钛合金

( TC4)制作,与支撑结构件相连的背部刚性支撑

板则采用高比刚度、低线胀系数的铝基复合材料

( SiC/ Al)制作。具体材料属性见表 1。

表 1� 反射镜组件材料属性

Tab. 1� M aterial propert ies of mir ro r component

材 料
密度�

/ g� mm
- 3

弹性模量

E/ GPa

导热系数 �

/ (W�m- 1�K- 1
)

热胀系数�

/ (10
- 6�K- 1

)

泊松比

�

SiC 3. 1 400 140 2. 3 0. 18

4J32 8. 1 141 13. 9 2. 4 0. 25

T C4 4. 44 109 6. 8 9. 2 0. 29

SiC/ Al 2. 94 213 235 8. 0 0. 23

除了保证反射镜与其支撑结构材料的热特性

匹配外,还应合理地设计支撑结构参数来满足反

射镜的各项性能指标要求 [ 9]。柔性支撑技术[ 10-12]

可以解决反射镜过定位安装、热环境适应性等许

多问题,利用支撑结构的柔性,改善反射镜在各种

工况下的应力环境, 可提高反射表面的面形精度,

因此许多遥感器反射镜支撑中都采用此项技术。

然而,支撑结构刚度的降低,将导致组件的静态刚

度、动态刚度也随之降低。静态刚度降低会使反

射镜在重力作用下刚体位移变大, 位置精度降低;

动态刚度降低将直接导致反射镜组件固有频率降

低,同时支撑零件强度也会降低,增加了在发射动

力学环境中被破坏的可能性。

大孔径反射镜支撑方案的制定,一方面要使

三轴方向的结构刚度小, 以增加柔性,提高在热环

境下的面形精度; 而另外一方面要使三轴方向的

刚度大,以保证系统固有频率高于运载工具的固

有频率,避免产生共振。大孔径反射镜支撑方案

的难度主要体现在如何平衡刚度和柔性这对矛

盾。本文的主镜采用片状柔性结构, 柔节与托板

螺接,而托板最终与遥感器整体连接,最终实现反

射镜的固定,如图 1所示。

图 1 � 主镜支撑结构

F ig. 1� Suppo rt str ucture o f pr imary mir ro r

3 �大孔径反射镜的模态求解

� �通过反射镜组件模态的解析解, 可以有效地

确定反射镜支撑点的大致位置, 为结构参数的优

化设计奠定基础。

3. 1�绕 X轴转动,沿 Z平动

将背部支撑板、反射镜、镶嵌件等部件全部简

化为刚性结构, 分析只针对柔节进行。由于两边

支撑板簧的刚度不一定相同, 所以其振动形式更

为复杂。设反射镜绕质心所在的 X 轴的转动惯

量为 I x ,质心距板簧的距离分别为 l 1 , l 2。每个柔

节可以简化为两个相互串连的圆柱弹簧,其等效

拉压刚性可按 K nF =
K n1FK n2F

K n1F+ K n2F
求得。其中

K n1F , K n2F分别为每个柔节上下两层的片体结构

的刚度, K 1F , K 2F , K 3F分别为每个柔节的串联刚

度。可以求得每个柔节等效拉压刚性分别为:

K 1F=
K 11FK 12F

K 11F+ K 12F
, (1)

K 2F=
K 21FK 22F

K 21F+ K 22F
, (2)

K 3F=
K 31FK 32F

K 31F+ K 32F
, (3)

其中, K 1F = K 3F , 具体数值可根据其相应结构参

数和材料参数求得。

这里设 z , �都是微小位移,对刚性板应用质

心运动定律和刚体转动定律,得到图 2中关于 z ,

�的两个运动微分方程:

mmir�z+ ( K 2F + 2K 1F ) z- ( K 2Fl 1 - 2K 1Fl 2)�= F( t) ,

(3)

I x��- ( K 2Fl 1- 2K 1Fl 1) z+ ( K 2Fl
2
1+ 2K 1F l

2
2)�= M( 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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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绕 x 轴转动与沿 y 轴平动示意图

� � Fig. 2� Diagr am of ro tation ar ound x ax is and tr ansla

tion along y axis

其矩阵表达式为:

mmir 0

0 I x

�z

��
+

K 2F+ 2K 1F - ( K 2F l 1- 2K 1Fl 2 )

- ( K 2Fl 1- 2K 1F l 2) K 2Fl
2
1+ 2K 1F l

2
2

z

�

= F( t)M ( t ) , (5)

�(�)=
K2F+ 2K1F- mmir �

2
- ( K1Fl1- 2K 2Fl 2)

- (K2Fl 1- 2K 1Fl 2) K2Fl
2
1+ 2K 1Fl

2
2- Ic�2

= 0.

(6)

由于在一般情况下, K 2F l 1 � 2K 1F l 2 , 因而刚

度矩阵是非对角的, 两个方程通过坐标 z , �而相

互作用形成弹性耦合。依据具体的结构参数,解

行列式即可以求得固有角频率值 �d1 , �d2。

3. 2�沿 X轴平动,绕 Y轴转动

由于涉及到绕 Y 轴的转动,设定 K mnF�、K mnF �

分别为每个柔节上下两层片体的弯曲刚度和扭转

刚度。

列平动微分方程得:

F1+ F2x+ F3+ mmir�x= F( t) , (7)

K 12F��1+ K 22F��2+ K 32F��3 + mmir �x = F( t) , (8)

K 12F�( x +
x
2R
�h) + K 22F� x + K 32F� ( x -

x
2R
�h ) +

mmir�x= F( t) , (9)

图 3� 绕 y 轴转动与沿 x 轴平动示意图

F ig . 3 � Diag ram of r otation ar ound y ax is and

translation along x ax is

同理可得转动微分方程:

F1 �1 1- (
x
2R
)
2
- F3 �3 1- (

x
2R
)
2
+ N 1 h +

N 3 h+ I y��= F( t) , (10)

K 12Fw ( x+ x
2R
�h) 1- ( x

2R
)
2 - K 32F�( x- x

2R
�h) �

1- ( x
2R
)
2+ �hK 12Fh+ �hK 32Fh + I y��= F ( t) .

(11)

� �两个方程通过坐标 x , �形成弹性耦合,但在

微幅振动的情况下, 这种弹性耦合是较脆弱的,在

转动方程中, �x 的数值相对于转角 �小得多, 可

以看作为二阶小量, 可以忽略。由于结构对称性,

弹性系数 K 1= K 3 , 依此对运动微分进行化简得:

mmir�x+ ( K 12F�+ K 22F�+ K 32F� ) x= F( t) , (12)

I y��+ ( K 12F+ K 32F ) h
2�= M ( t) , (13)

得固有角频率

�d3=
K 12F�+ K 22F�+ K 32F�

m mir
, (14)

�d4=
( K 12F+ K 32F ) h

2

I d
. (15)

3. 3�沿 Y轴平动,绕 Z轴转动

首先考察绕 Z 轴转动, 由于旋转时, 表现为

一根变截面的深梁受旋转力矩作用, 而这时的旋

转刚度明显大于弯曲刚度,故与弯曲形式相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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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绕 z 轴转动与沿 y 轴平动示意图

Fig. 4 � Diag r am o f ro tation ar ound z ax is and t ransla-

tion along y ax is

阶模态要发生在沿 Y轴平动方向,见图 4。所以

只需对在沿 Y 轴平动方向模态进行分析。沿 Y

向平动形式的振动角频率表达式为:

�d5=
K 11F�+ K 21F�+ K 31F�

m mir
, (16)

4 �主镜柔性支撑结构设计

� �由 3. 3知, 板簧的扭转刚度远远大于弯曲刚

度,如柔节的角度按 45�设置, 由 6个方向模态理

论分析得,组件绕 3个坐标轴转动和沿 Z 轴平动

刚度不变,沿 X , Y 轴的平动刚度将增大,两个水

平方向模态增加, 而这两个方向正是地面振动试

验所最为关注的,破坏性最大。因此,在实际的反

射镜支撑结构设计中, 为保证热环境下反射镜面

形精度达到使用要求, 柔节按 45�设置, 由此不仅

可以提高系统的抗振性,而且可以提高静态稳定

性,在重力作用下,刚体位移可以明显降低。

4. 1�柔性支撑结构参数调节

3个支撑点位置是反射镜支撑方案的关键特

性,支撑点位置布置的合适,系统的动态刚度、静

态刚度可以同时得到提高。由模态解析求解可

知,当反射镜相对于 3个支撑点质量分布均匀时,

系统的静态、动态刚度最大,这是理论分析得到的

最为关键的结论。寻找最佳的支撑位置可以采用

解析解与有限元优化相结合的方法。

确定好支撑位置后, 通过改变柔性支撑结构

的弹性薄板的厚度( t)和切割圆弧半径( r)来调节

反射镜的面形精度和反射镜组件的一阶固有频

率。文献[ 13]推导了双轴圆弧柔性铰链刚度与铰

链最薄处厚度和切割圆弧半径的关系, 通过数值

积分得出了铰链最薄处厚度是影响支撑刚度的最

主要因素,而与铰链切割圆弧半径关系不大的结

论。所以本文首先考虑工艺因素, 选择圆弧切割

半径为 2 mm, 然后调节柔性支撑结构件最薄处

厚度,经有限元分析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 柔性铰链参数优化结果

Tab. 2 � Optimal results of parameter s of flex ible hinge

t

/ mm

r

/ mm

RMS/ ( nm)

4� 温升 Y 向重力

组件一阶

频率/ H z

2 2 9. 5 16 138

2. 5 2 9. 5 15 142

3 2 9. 8 12 144

3. 5 2 10 11. 5 150

4 2 10. 3 9 153

4. 5 2 10. 5 8. 3 156

5 2 11. 6 8 158

通过有限元分析可知, 当柔性铰链最薄处厚

度小于 3 mm 时,反射镜在 Y 向重力作用下变形

过大,即反射镜结构系统静态刚度过低;当柔性铰

链最薄处厚度取 3~ 5 mm 时, 反射镜在 4 �均匀

温升和 Y 向重力载荷作用下的镜面面形精度和

反射镜组件一阶固有频率变化并不是很明显, 且

均满足设计指标要求, 并有一定裕度。从满足反

射镜结构系统高可靠性和优选结构参数的角度出

发,本文通过试验的方法来评判不同结构参数的

柔性支撑结构在动力学试验中的响应来最终确定

其参数。

试验中将柔性铰链分别按 t = 3 mm, r = 2

mm; t= 4 mm, r= 2 mm; t= 5 mm , r= 2 mm 加工

成 3组,分别装配成系统组件进行动态测试。试

验测试结果显示, 当 t= 3 mm 时, 柔性结构应力

响应较大,达到 88. 4 M Pa,而当 t= 4 mm 和 t= 5

mm 时柔性结构的应力响应变化不大, 分别是

52. 6 MPa和 48. 3 MPa。综合考虑反射镜结构系

统的静、动态刚度和热尺寸稳定性,最终确定柔性

结构参数为 t= 4 mm, r= 2 mm。

经过优化后的模型见图 1,在实施过程中,各

装配面需要进行研磨加工,以保证装配应力较小。

整个模型确定后,经有限元分析,得到反射镜的整

体性能,反射镜组件有限元模型如图 5所示,有限

元网格均采用 8结点六面体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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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反射镜组件的有限元模型图

F ig . 5 � Finit e element model of mirro r component

4. 2�有限元分析结果
支撑结构的具体参数确定后, 反射镜系统还

需要进行全面的静力学、动力学和热特性分析来

最终评价反射镜结构系统的性能指标。具体的分

析内容为: ( 1) 3个方向重力载荷作用下反射镜的

面形精度和倾角; ( 2) 4 �均匀温升工况下反射镜

的面形精度; ( 3)检测方向( Y 向)重力与4 �均匀
温升耦合作用下反射镜的面形精度; ( 4)反射镜组

件模态分析及正弦和随机振动载荷下的柔性支撑

结构应力分析。表 3为自重及 4 �温升作用下反
射镜变形分析结果。

表 3 � 自重及 4 � 温升作用下反射镜变形分析结果

T ab. 3� Analy sis results of mirro r under gr avit y

and 4 � unifo rm temperature r ise

主镜
RM S

/ nm

绕 X 轴

转角/ (�)

绕 Y 轴

转角/ (�)

设计指标 15. 82 4 4

检测方向( Y ) 9. 0 0. 1 0. 32

垂直方向(X ) 11. 2 0. 2 0. 15

加工方向( Z) 17. 5 0. 3 0. 5

4 � 温升 10. 3 0 0

4 � 温升+ Y 向重力 13. 8 0. 1 0. 32

从分析结果可见, 4 �温升与检测方向耦合

作用下反射镜面形误差最大, 但 RMS 值也接近

要求,绕 X 轴和绕 Y 轴的倾角均小于设计指标要

求,所以分析结果显示反射镜具有足够高的静态

刚度和热尺寸稳定性。

通过模态分析可以考查反射镜结构系统的动

态刚度,模态分析也为反射镜支撑结构修改提供

重要参考依据。表 4为反射镜组件前三阶模态的

分析结果。

表 4� 反射镜组件模态分析结果

T ab. 4� Analy sis results of mirr or component�s models

阶次 固有频率 振型描述 振型云图

1 153 主镜沿 Y 轴平动

2 162 主镜沿 X 轴平动 图 6

3 173 主镜绕 X 轴转动

图 6 � 反射镜组件的前 3 阶振型图

Fig. 6 � The fir st 3- o rder vibr ation models

动态载荷分析:主镜组件在正弦振动与随机

振动载荷作用下的应力计算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 柔性支撑结构应力分析结果

Tab. 5 � Stress analysis r esult s o f flex ible suppor t structures

响应频率

/ H z

柔性支撑应力(材料为钛合金) / MPa

正弦 随机峰值
平均

( g rms= 3g)

X 向
100 91. 2

58. 8
118 185. 8

Y 向
100 96. 9

62. 9
119 220. 2

Z 向
100 20. 7

34. 6
173 121. 1

经对反射镜组件 3个方向的正弦和随机振动

工况下的支撑结构应力分析可以看出, 最大平均

应力发生在 Y 向,其值为 62. 9 M Pa,远小于钛合

金( T C4)的屈服应力 877 MPa,有足够的安全裕

度,所以支撑结构强度满足设计指标要求。

5 �动力学试验

� �为了模拟反射镜组件在发射运载阶段的动力
学响应,需对反射镜组件进行动力学试验,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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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验证有限元分析模型的有效与准确性;另一方

面主要通过动力学试验考核反射镜的动态加速度

放大倍率和柔性支撑结构在振动条件下是否会发

生塑性变形或破坏。试验中采用铝合金制作了与

SiC 主镜质量特性一致的主镜模拟件, 其它反射

镜支撑结构则采用实际的结构件, 以考查支撑结

构在振动过程中的动态应力响应。如图 7( a)所

示,反射镜结构系统在 V946 振动台上进行动力

学试验。试验流程为: 首先进行 0. 5g 特征频率

扫描试验,其主要目的是初步掌握反射镜组件在

0 ~ 2 000 Hz 的全部动态特性; 然后进行

0~ 100 Hz的正弦扫描振动; 之后进行随机振动;

最后再进行一次 0. 5g 的正弦频率特性扫描, 以

检验在整个振动过程中反射镜结构动态特性有无

明显变化。振动测试的主要项目为模态值、加速

度响应放大倍率和柔性环节的最大应力(在柔节

最薄弱环节粘贴应变片)。

图 7 �主镜组件动态测试

Fig . 7� Dynamic test of m irror component

图 7( b)、( c)分别为反射镜组件在 0. 5g 正弦扫频

振动中的加速度响应和柔性结构件在随机振动中

的应力响应。通过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反射镜组

件 1阶固有频率为 146 Hz,随机振动过程中的最

大应力响应为 54. 5 M Pa。试验测试结果表明:模

态数值、加速度响应与工程分析结果差别很小;而

柔性环节的最薄弱部位应力测试结果远小于材料

的屈服强度。试验前后标准反射镜指向精度检测

表明,反射镜组件没有发生结构变形,说明反射镜

组件具有足够高的动态刚度, 且柔性支撑结构强

度足够高。

6 �结 �论

� �本文对某大孔径长条形反射镜进行了详细的

支撑结构设计,推导了 3点背部支撑的反射镜模

态解析算法,提出了一种适合于大口径长条形空

间反射镜支撑的新型柔性支撑结构。利用解析算

法与有限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柔性支撑结构的

参数进行了调节。分析及试验结果表明:柔性支

撑件薄板厚度为 4 mm, 切割圆弧半径为 2 mm

时,反射镜在重力与 4 �均匀温升耦合作用下达

到综合面形精度最优, 反射镜面形精度 RMS 达

到 13. 8 nm ,最大倾角为 0. 32�;反射镜组件一阶

固有频率为146 Hz, 有限元分析误差小于5%;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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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镜在正弦扫描振动和随机振动试验中的最大测

试应力为 54. 5 M Pa,远小于支撑结构材料的屈服

强度。反射镜支撑结构能够满足大口径长条形空

间反射镜高强度、高刚度和高热尺寸稳定性的设

计指标要求,该支撑结构已成功应用于某光学遥

感器光机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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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悬臂梁式压电振动能采集器的建模及实验验证

贺学锋
1, 2

,杜志刚
2
,赵兴强

2
,温志渝

1, 2
,印显方

2

( 1. 重庆大学 光电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4;

2.重庆大学 微系统研究中心,重庆 400044)

为了根据环境振动和电学负载的特点对悬臂梁式微型压电振动能采集器进行优化,必须建立具有

较高精度的理论模型。考虑质量块质心与悬臂梁末端的位置差异, 建立了在基础激励作用下的悬臂梁

式微型压电振动能采集器的运动微分方程和边界条件。通过引入常数,建立了对单压电层、双压电层并

联和双压电层串联的悬臂梁式微型压电振动能采集器均适用的耦合电路方程。得到了采集器固有频率

和振型的表达式,推导了简谐基础激励和任意基础激励作用下的输出电压表达式。实验结果表明,对于

三个振动能采集器样机而言, 以上固有频率和输出电压表达式的相对误差分别小于 10%和 20% ,该模

型基本满足微型压电振动能采集器优化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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