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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

(57) 摘要

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的倾斜调整机构，属于

光学技术领域，现有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应用

在大型光学元件上时采用一般形式的弹簧螺杆倾

斜调整架，调整分辨率不稳定的问题，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包括：电

动调节单元 1A、电动调节单元 1B、电动调节单元

1C、安装板 3 和底板 4。电动调节单元 1A、电动调

节单元 1B 和电动调节单元 1C 为相同结构包括：

两个轴承 5、滚珠丝杠 6、球铰 7、涡轮蜗杆减速器

8、步进电机 9、电机座 10、涡轮蜗杆减速器输出端

11、轴承支座 12、支撑块 13、丝杠螺母 14、丝杠螺

母连接块 15、压簧 16、球形螺母 17 和交叉滚柱导

轨 18。本发明的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具有承载

力大、调节分辨率高、稳定性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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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动调节单元（1A）、电动

调节单元（1B）、电动调节单元（1C）、安装板（3）和底板（4），三个电动调节单元（1A、1B、1C）

120°对称安装在底板（4）上，三个电动调节单元（1A、1B、1C）为相同结构包括：两个轴承

（5）、滚珠丝杠（6）、球铰（7）、涡轮蜗杆减速器（8）、步进电机（9）、电机座（10）、涡轮蜗杆减

速器输出端（11）、轴承支座（12）、支撑块（13）、丝杠螺母（14）、丝杠螺母连接块（15）、压簧

（16）、球形螺母（17）和交叉滚柱导轨（18），步进电机（9）安装在电机座（10）上，驱动涡轮蜗

杆减速器（8），步进电机（9）的水平转动，通过涡轮蜗杆减速器（8）转换成垂直转动，涡轮蜗

杆减速器（8）安装在轴承支座 (12)上，涡轮蜗杆减速器输出端（11）连接滚珠丝杠（6），滚珠

丝杠（6）两端通过两个轴承（5）固定，轴承（5）分别安装在底板（4）和轴承支座（12）上，轴

承支座（12）固连在支撑块（13）上，支撑块（13）固连在底板（4）上，丝杠螺母（14）安装在滚

珠丝杠（6）的中间位置，丝杠螺母（14）上固连丝杠螺母连接块（15），交叉滚柱导轨（18）的

两个轨道一个固连在支撑块（13）上，另一个固连在丝杠螺母连接块（15）上，球铰（7）一端

固连一个球形螺母（17），球铰（7）的另一端球窝（19）固定在安装板（3）上；球形螺母（17）

可以在丝杠螺母连接块（15）的孔内滑动，压簧（16）一端紧贴丝杠螺母连接块（15）另一端

紧贴球形螺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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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的倾斜调整机构，通过该调整可以实现大口径大

质量的光学元件或者光学系统绕 X、Y轴的倾斜精密调整，特别适用于竖直使用的光学系统

如大口径干涉仪标准具、大口径镜头等的精密倾斜调整。

背景技术

[0002] 在光学检测中，某些待检测元件或者光学系统需要经过精密调整，达到一个较高

的对准精度，才能使测量结果更准确可信。目前在光学检测中，所用到的调整机构种类繁

多，调整精度和稳定性各不相同，一般有水平使用的调整架和竖直使用的调整架两种形式。

对于小质量的光学元件，调整架水平和垂直使用重力对于调整精度和调整难易程度表现并

不明显，但是对于大口径大质量的元件来说，调整架承载元件重力，调整时要克服重力，对

于一般形式的弹簧螺杆倾斜调整架，螺杆和螺纹间摩擦力急剧增大，整个调整机构爬行现

象严重，调整分辨率很不稳定，很难达到所需位置或调整精度。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应用在大型光学元件上时采用一般形式的

弹簧螺杆倾斜调整架，调整分辨率不稳定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

调整机构，包括：第一电动调节单元 1A、第二电动调节单元 1B、第三电动调节单元 1C、安装

板 3和底板 4。三个电动调节单元为相同结构包括：两个轴承 5、滚珠丝杠 6、球铰 7、涡轮蜗

杆减速器 8、步进电机 9、电机座 10、涡轮蜗杆减速器输出端 11、轴承支座 12、支撑块 13、丝

杠螺母 14、丝杠螺母连接块 15、压簧 16、球形螺母 17和交叉滚柱导轨 18。

[0004] 步进电机 9安装在电机座 10上，涡轮蜗杆减速器 8安装在轴承支座 12上，涡轮蜗

杆减速器输出端 11连接滚珠丝杠 6，滚珠丝杠 6两端通过两个轴承 5固定，轴承 5分别安装

在底板 4和轴承支座 12上。轴承支座 12固连在支撑块 13上，支撑块 13固连在底板 4上。

丝杠螺母 14安装在滚珠丝杠 6的中间位置，丝杠螺母 14上固连丝杠螺母连接块 15。交叉

滚柱导轨 18 的两个轨道一个固连在支撑块 13 上，另一个固连在丝杠螺母连接块 15 上，球

铰 7 的一端固连一个球形螺母 17，球铰 7 的另一端球窝 19 固定在安装板 3 上；压簧 16 套

在球铰 7上与球形螺母 17接触，球形螺母 17在丝杠螺母连接块 15的孔内滑动。

[0005] 有益效果：整个调整机构具有承载力大、调节分辨率高、稳定性好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06] 图 1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07] 图 2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的结构俯视图

[0008] 图 3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的 1/3剖视图；

[0009] 图 4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的调整单元的局部放大视图；

[0010] 图 5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的侧向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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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 6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的 B-B侧视图；

[0012] 图 7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的侧向剖视图中局部放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具体描述：

[0014] 如图 1-5 所示，一种大承载光学元件倾斜调整机构，包括：第一电动调节单元 1A、

第二电动调节单元 1B、第三电动调节单元 1C、安装板 3和底板 4。三个电动调节单元 120°

对称安装在底板 4上，三个电动调节单元为相同结构包括：两个轴承 5、滚珠丝杠 6、球铰 7、

涡轮蜗杆减速器 8、步进电机 9、电机座 10、涡轮蜗杆减速器输出端 11、轴承支座 12、支撑块

13、丝杠螺母 14、丝杠螺母连接块 15、压簧 16、球形螺母 17和交叉滚柱导轨 18。

[0015] 如图 2-3 所示，步进电机 9 安装在电机座 10 上，驱动涡轮蜗杆减速器 8。步进电

机 9 的水平转动，通过涡轮蜗杆减速器 8 转换成垂直转动。涡轮蜗杆减速器 8 安装在轴承

支座 (12) 上，涡轮蜗杆减速器输出端 11 连接滚珠丝杠 6，滚珠丝杠 6 两端通过两个轴承 5

固定，轴承 5 分别安装在底板 4 和轴承支座 12 上。轴承支座 12 固连在支撑块 13 上，支撑

块 13 固连在底板 4 上。丝杠螺母 14 上固连丝杠螺母连接块 15，安装初始位置，丝杠螺母

14在滚珠丝杠 6的中间位置。交叉滚柱导轨 18的两个轨道一个固连在支撑块 13上，另一

个固连在丝杠螺母连接块 15上。

[0016] 如图 4-5 所示，球铰 (7) 的一端固连一个球形螺母 (17)，球铰 (7) 的另一端球窝

(19)固定在安装板 (3)上；压簧 (16)套在球铰 (7)上与球形螺母 (17)接触，球形螺母 (17)

在丝杠螺母连接块 (15) 的孔内滑动。压簧 (16) 提供预紧力，消除球铰 7 和丝杠螺母连接

块 15之间的间隙。在倾斜调节时，压簧 16通过变形提供球铰 7的横向位移补偿。

[0017] 如图 1所示，对镜头 2进行两维倾斜调节对准，坐标原点 O定义在安装板 3中心圆

孔的圆心，Y轴沿一个电动调节单元方向，X轴符合右手法则。在绕 X轴进行倾斜调节时，电

动调节单元 1B 驱动安装板 3 绕 AC 轴转动，实现绕 X 轴的倾斜调节，其中 AC 轴是第一电动

调节单元 1A和第二电动调节单元 1C中两个球铰 17的球窝关节 19连线组成的轴。由于三

个电动调节单元120°对称分布，所以绕Y轴进行倾斜调节时，需要电动调节单元1A和电动

调节单元 1C 协调驱动，电动调节单元 1A 上升或下降，电动调节单元 1C 需要相反方向下降

或上升；通过这样协调驱动，才能实现绕 Y轴的倾斜调节。

[0018] 以下以绕 Y轴的倾斜调节说明调节机构的工作过程：

[0019] 绕 Y 轴倾斜调节时，电动调节单元 1A 和电动调节单元 1C 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等位

移协调运动，电动调节单元 1A 中步进电机 9 通过涡轮蜗杆减速器 8 带动滚珠丝杠 6 转动，

带动丝杠螺母 14 及丝杠螺母连接块 15 上下运动；丝杠螺母连接块 15 上下运动时，在丝杠

螺母连接块 15中的球铰 7也相应上下运动，带动安装板 3上下运动，安装板 3上下运动时，

球铰 7会有微量的横向位移，通过压簧 16进行变形补偿，从而完成绕 Y轴倾斜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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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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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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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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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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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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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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