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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了某型伺服机构有限元模型ꎬ依据模态试验结果ꎬ分析确定了伺服机构敏感刚度ꎬ即连接轴承刚

度ꎬ并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在此基础上ꎬ采用模态叠加法ꎬ分析了该型伺服机构在冲击环境下的动响应ꎬ通过

计算结果与冲击试验测量结果的对比分析ꎬ验证了模型准确有效性.最后ꎬ基于修正后模型对伺服机构故

障—丝杠断裂失效进行分析.本文对伺服机构轴承刚度识别及有效模拟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方法ꎬ对此类伺服

机构在冲击环境下的动响应分析ꎬ具有一定的工程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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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伺服机构在航空航天领域应用较为广泛ꎬ随着

型号的发展ꎬ伺服机械机构内部结构ꎬ以及其所承

受的外部载荷ꎬ也随之日趋复杂.对于伺服机构的

动特性研究ꎬ若考虑内部结构之间的接触关系及间

隙情况ꎬ建立伺服机构的详细模型[１ꎬ２]ꎬ进行有限

元分析ꎬ势必会带来较大的工程计算量.目前ꎬ相关

研究人员[３－５] 采用基于概率统计的分析方法研究

伺服机构的动力学特性ꎬ这些方法能够考虑相关不

确定因素的影响.另外ꎬ基于轴承系统的动力学模

型的研究成果[６ꎬ７]ꎬ将其应用在伺服机构动力特性

分析上ꎬ也是一种方法.由于上述分析方法缺少试

验验证ꎬ因此ꎬ在工程实用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本文针对某型伺服机构的动特性分析ꎬ策划了

模态试验和冲击响应试验.通过分级式的模态试验

识别伺服机构中的敏感刚度结构元件ꎬ同时ꎬ对其

进行简化建模并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ꎬ利用模态

综合法ꎬ对伺服机构进行了冲击环境下动力学响应

分析ꎬ通过仿真结果与冲击试验测量结果在频率成

份、应力响应等多方面的对比分析ꎬ有效证明了模

型的准确性.最后ꎬ基于修正后模型对伺服机构故

障—丝杠断裂失效进行了定性分析ꎬ研究过程及结

果表明ꎬ本文方法能够有效识别伺服机构动特性分

析的敏感刚度结构ꎬ对于轴承刚度识别及有效模拟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手段ꎬ对于此类伺服机构在

冲击环境下的动响应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工程指导

意义.

１　 模态叠加法

模态叠加法是建立在模态的正交性及展开定

理基础上的一种求解动力响应的近似方法.描述结

构振动的基本方程如下所示[８]:
Ｍ[ ] ｕ̈{ } ＋ Ｃ[ ] ｕ̇{ } ＋[Ｋ] ｕ{ } ＝ ｐ( ｔ){ } (１)

其中: Ｍ[ ] 为质量矩阵ꎬ Ｃ[ ] 为阻尼矩阵ꎬ Ｋ[ ] 为

刚度矩阵ꎬ ｕ{ } 为系统广义位移向量ꎻ ｐ( ｔ){ } 为激

振力向量.
方程(１)初始条件为:

ｕ(０){ }＝ ｕ０{ }

ｕ̇(０){ }＝ ｕ̇０{ }
{ (２)

通常方程(１)为耦合方程ꎬ对其进行模态分

析ꎬ其特征方程为:
Ｋ[ ] －ω２

ｒ Ｍ[ ]( ) φｒ{ } ＝ ０　 ｒ＝ １ꎬꎬＮ (３)
上式中ꎬ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φｒ{ } 是正交

的ꎬ同时 φｒ{ }对刚度矩阵 Ｋ[ ] 及质量矩阵 Ｍ[ ] 为正

交矩阵ꎬ即:
φｒ{ } Ｔ Ｋ[ ] φｓ{ } ＝ φｒ{ } Ｔ Ｍ[ ] φｓ{ } 　 ( ｒ≠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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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物理坐标表示的动力学方程(１)解耦ꎬ则
须将其转换到模态坐标系下ꎬ即:

Ｍｒ[ ] η̈{ } ＋ Ｃｒ[ ] η̇{ } ＋ Ｋｒ[ ] η{ } ＝ ｐｒ( ｔ){ }

　 ｒ＝ １ꎬꎬＮ (５)
上式中ꎬ Ｍｒ[ ] 为模态质量ꎬ Ｃｒ[ ] 为模态阻尼ꎬ

Ｋｒ[ ] 为模态刚度ꎬ η{ }为模态坐标.方程(５)初始条

件为:
η(０){ }＝ η０{ }

η̇(０){ }＝ η̇０{ }
{ (６)

其中ꎬ

ηｒ(０){ }＝ １
[Ｍｒ]

[Φ] Ｔ[Ｍ] ｕ(０){ }

η̇ｒ(０){ }＝ １
[Ｍｒ]

[Φ] Ｔ[Ｍ] ｕ̇(０){ }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ｒ＝ １ꎬＮ (７)
上式中ꎬ[Φ]表示模态矩阵.

通过求解方程(５)式表示的 Ｎ 个独立模态下

的动力学方程ꎬ就可得到模态坐标下的各阶模态坐

标向量 ηｒ( ｔ){ } ꎬ将其代入式 ｕ{ } ＝[Φ] Ｔ η( ｔ){ } ꎬ便
可得系统在物理坐标系下的位移响应 ｕ{ } ꎬ进而可

求得系统的内力及应力响应.
理论上ꎬ对于一个 Ｎ 自由度的系统ꎬ可以通过

方程解耦确定模态坐标响应ꎬ然后ꎬ通过线性变换

得到物理坐标响应.然而ꎬ对于自由度数很大的结

构ꎬ计算所有模态是不可能的ꎬ另一方面ꎬ工程实际

证明在一定的动载荷作用下并不是所有的模态都

能被激起[９ꎬ１０] .计算过程中依据模态的有效质量作

为模态截断的一种判定方法ꎬ当所得到前阶模态的

有效质量之和占总质量的份额很大时ꎬ就可以认为

主要模态已包含在前阶模态中ꎬ即取结构的前阶模

态代替全部的 Ｎ 阶模态.

２　 仿真分析

２.１　 有限元建模

某型伺服机构主要包括丝杠、角滑动轴承支撑

(简称角滑动轴承)、滑动轴承支撑(滑动轴承)、壳
体等结构.丝杠与角滑动轴承、滑动轴承连接区域

为重点关注区域ꎬ为减少计算量ꎬ本文将角滑动轴

承进行简化ꎬ即建模过程中省去角滑动轴承内部滑

动滚珠、内轴承环等实际组成部件ꎬ整个角滑动轴

承以单一实体结构表示.计算过程中考虑各结构之

间的接触非线性ꎬ有限元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２.２　 伺服机构模态

由于伺服机构结构部件较多ꎬ丝杠主要由角滑

动轴承、滑动轴承、上部齿轮支撑ꎬ为识别伺服机构

的敏感刚度ꎬ本文策划了分级模态试验:１)模态试

验 １—去掉齿轮、滑动轴承 (丝杠由滑动轴承支

撑)ꎻ２)模态试验 ２—去掉齿轮后状态(丝杠由角滑

动轴承、滑动轴承支撑)ꎻ３)模态试验 ３—丝杠机构

实际工作状态(丝杠由齿轮、角滑动轴承、滑动轴承

支撑) .伺服机构模态试验现场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伺服机构模态试验现场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ｒｖ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ｏｄａｌ ｔｅｓｔ ｓｉｔｅ ｍａｐ

针对分级模态试验ꎬ建立相应有限元模型ꎬ分
别标记为模型 １、模型 ２、模型 ３.根据模态试验 １ꎬ对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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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１ 进行修正确定角滑动轴承刚度.然后ꎬ基于

前面修正后的模型 １ꎬ以及模态试验 ２ꎬ对模型 ２ 进

一步修正确定滑动轴承刚度.最后ꎬ基于修正后的

模型 ３ 以及模态试验 ３ꎬ对模型 ３ 进行修正.模态试

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对比如表 １~表 ３ 所示.
表 １　 仿真与模态试验 １ 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ｏｎｅ

Ｎａｍｅ Ｙ￣ｍｏｄ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Ｚ￣ｍｏｄ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５８ Ｈｚ １４４ Ｈｚ

Ｔｅｓｔ ｏｎｅ １５７ Ｈｚ １５９ Ｈｚ

表 ２　 仿真与模态试验 ２ 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ｔｗｏ

Ｎａｍｅ Ｙ￣ｍｏｄ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Ｚ￣ｍｏｄ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５９９ Ｈｚ ５６９ Ｈｚ

Ｔｅｓｔ ｔｗｏ ５８７ Ｈｚ ５３３ Ｈｚ

表 ３　 仿真与模态试验 ３ 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Ｎａｍｅ Ｙ￣ｍｏｄ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Ｚ￣ｍｏｄ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５８０ Ｈｚ ５５３ Ｈｚ

Ｔｅｓｔ ｔｈｒｅｅ ５５９ Ｈｚ ５４９ Ｈｚ

从表 １~表 ３ 的对比结果可知:１)齿轮对于丝

杠模态影响较小ꎬ影响丝杠模态频率的主要是角滑

动轴承、滑动轴承刚度ꎻ２)模型修正后ꎬ伺服机构整

体模态频率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较为一致.
２.３　 冲击试验状态下的模态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修正后模型的准确有效性ꎬ本文

同时策划了冲击试验.伺服机构冲击试验现场如图

３ 所示.基于前述分级模态修正参数ꎬ建立了冲击试

验状态下的有限元模型ꎬ仿真分析得到该伺服机构

在冲击试验构型状态下ꎬ冲击激励方向的一阶弯曲

模态振型如图 ４ 所示ꎬ其模态频率为 ２６２Ｈｚ.

图 ３　 冲击试验现场图

Ｆｉｇ.３　 Ｓｈｏｃｋ ｔｅｓｔ ｓｉｔｅ ｍａｐ

图 ４　 冲击试验状态下ꎬ冲击方向一阶弯曲模态振型(２６２Ｈｚ)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ｈｏｃｋ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ｓｈａｐｅｓ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ｈｏｃｋ ｔｅｓｔ(２６２Ｈｚ)

冲击试验测点位置具体信息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测点位置及标号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ｅｌ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Ｌａｂｅ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１ Ｔｏ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ｔａｎｇｅｎｔ＋)

２ Ｔｏ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ｔａｎｇｅｎｔ－)

３ Ｂｅｌｏｗ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ｔａｎｇｅｎｔ＋)

４ Ｂｅｌｏｗ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ｔａｎｇｅｎｔ－)

５ Ｂｅｌｏｗ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ｒａｄｉａｌ＋)

６ Ｂｅｌｏｗ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ｌ－)

７ Ｒｏｏｔ ｏｆ Ｂｅｌｏｗ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ｔａｎｇｅｎｔ＋)

８ Ｒｏｏｔ ｏｆ Ｂｅｌｏｗ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ｔａｎｇｅｎｔ－)

９ Ｒｏｏｔ ｏｆ Ｂｅｌｏｗ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ｌ＋)

１０ Ｒｏｏｔ ｏｆ Ｂｅｌｏｗ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ｌ－)

施加的冲击时域信号如图 ５ 所示ꎬ将图 ５ 冲击

条件下部分应变试验测量结果进行 ＦＦＴ 分析ꎬ结果

如图 ６ 所示.
由图 ６ 分析可知:伺服机构实际冲击试验应变

响应主要频率主要分布 １９６Ｈｚ~ ２８３Ｈｚ 的频率范围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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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ꎬ说明伺服机构系统在该频率范围内存在固有模

态ꎬ与该状态下的仿真分析结果—模态频率为

２６２Ｈｚ 相吻合.

图 ５　 冲击时域信号

Ｆｉｇ.５　 Ｓｈｏｃｋ 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

图 ６　 部分应变测点 ＦＦＴ 分析(０.１２ｓ~０.２ｓ)

Ｆｉｇ.６　 ＦＦ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０.１２ｓ~０.２ｓ)

２.４　 冲击响应对比分析

基于模态叠加法的仿真结果如图 ７ 所示.将仿

真结果与冲击试验测量结果进行对比ꎬ具体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仿真及冲击试验测量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Ｎａｍｅ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ｅｓ(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ｅｓ) / ＭＰａ

Ｌａｂｅｌ－７ Ｌａｂｅｌ－９ Ｌａｂｅｌ－５ Ｌａｂｅｌ－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６０(－１１２) ６８(－４２) ４９(－３７) ３０(－３５)
Ｓｈｏｃｋ ｔｅｓｔ ４９(－７５) ６５(－２９) ４５(－２２) ３５(－５９)

从表 ５ 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ꎬ修正后的模型仿

真结果与试验结果较吻合ꎬ最大相差出现在测点 ７
位置ꎬ最大相差为 ３３.０％ꎬ由于该位置靠近滑动轴

承ꎬ此处会出现应力集中.通过对比ꎬ有效证明了模

型的准确性.
２.５　 冲击脆性断裂分析

基于之前修正后的模型对伺服机构丝杠断裂

进行分析.将外部冲击环境测量载荷施加在伺服机

构上ꎬ提取丝杠断裂位置应变率ꎬ具体如图 ８ 所示.

图 ７　 基于模态叠加法仿真结果

Ｆｉｇ.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ａｌ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图 ８　 应变随时间变化曲线(最大应变率 １８.４ / ｓ)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ａｉｎ ｖｓ. ｔｉｍｅ ｃｕｒｖｅ(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ｔｒａｉｎ ｒａｔｅ ｉｓ １８.４ / ｓ)

结构在不同力学环境下ꎬ发生断裂时应变率变

化范围如图 ９ 所示[１１] .

图 ９　 各种力学试验的应变率范围

Ｆｉｇ.９　 Ｓｔｒａｉｎ ｒａｔ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ｓ

结合图 ８、图 ９ 可知:在冲击环境载荷作用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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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杠断裂处的应变率接近高应变率范围ꎬ已知高加

载速率对脆性断裂影响较大(机理与降低温度引起

的脆断类似)ꎬ脆断时的应力水平可能小于四分之

一屈服强度[１２] .考虑集中应力系数的影响ꎬ丝杠断

裂位置处的应力可达 ４７５ＭＰａꎬ远高于材料的四分

之一屈服强度 ２５０ＭＰａ.另外ꎬ在仿真分析得到的丝

杠应力未考虑工艺残余应力、工作静应力等因素的

叠加效果ꎬ因此ꎬ丝杠结构在实际工作中所承受的

应力水平可能会高于计算得到的应力水平ꎬ再考虑

冲击引起的脆断因素ꎬ丝杠存在破坏的可能性.
实际工程中影响结构脆断的因素较多ꎬ除应变

率、应力集中等因素外ꎬ还与缺口条件、材料及板材

厚度、制造工艺、冶金条件、残余应力等均有关

系[１２]ꎬ实际过程难以通过试验的手段同时模拟各

种因素的影响ꎬ给试验验证的周期和成本均带来了

挑战ꎬ因此ꎬ本文基于仿真、模态试验及冲击试验等

定量数据及文献中的定性结论ꎬ对于此类伺服机构

故障揭示具有工程参考价值.

３　 结论

本文基于分级模态测量结果ꎬ分析和识别了某

伺服机构中的敏感刚度结构元件ꎬ同时对其进行简

化建模ꎬ并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ꎬ利用模态综合

法ꎬ对伺服机构进行了冲击环境下动力学响应分

析ꎬ通过仿真结果与冲击试验测量结果在频率成

份、应力响应等多方面的对比分析ꎬ进一步验证模

型的准确有效性.最后施加实际冲击环境载荷ꎬ结
合相关定性结论ꎬ对伺服机构故障机理进行分析ꎬ
研究结果显示:

(１)该型伺服机构敏感刚度为角滑动轴承刚

度、滑动轴承刚度.
(２)通过对冲击试验测点应变进行 ＦＦＴꎬ可知

伺服机构系统频率处于 １９６Ｈｚ ~ ２８３Ｈｚ 之间ꎬ与该

状态下的仿真分析结果模态频率为 ２６２Ｈｚ 相吻合.
(３)采用模态叠加法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

比ꎬ最大相差 ３３.０％ꎬ由于该位置靠近滑动轴承ꎬ此
处存在应力集中影响.其他测点两者结果吻合较

好ꎬ证明了本文轴承刚度识别及有效模拟方法的有

效准确性.
(４)提取丝杠断裂位置应变率ꎬ结合相关定性

结论ꎬ有效解释了伺服故障失效机理ꎬ在工程中具

有较强的应用前景.

参　 考　 文　 献

１ 梅晓榕ꎬ陈明ꎬ张卯瑞. 三轴仿真转台的建模与仿真.

系统仿真学报ꎬ ２００１ꎬ１３(３):２７８ ~ ２７９ (Ｍｅｉ Ｘ Ｒꎬ

Ｃｈｅｎ Ｍꎬ Ｚｈａｎｇ Ｍ 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ａｘｉｓ ｆｌｉｇｈｔ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

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ｌꎬ ２００１ꎬ１３(３):２７８~２７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邓四二ꎬ贾群义. 滚动轴承设计原理. 北京:中国标准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Ｄｅｎｇ Ｓ Ｅꎬ Ｊｉａ Ｑ Ｙ.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胡浩军. 运动平台捕获、跟踪与瞄准系统视轴稳定技

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长沙:国防科技大学ꎬ ２００５

(Ｈｕ Ｈ Ｊ. 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ｉｇｈ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ꎬ ｔｒａｃｋ￣

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ｄ[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 .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聂旭涛ꎬ黄科. 随机激励下导引头伺服机构动力学特

性研究. 振动与冲击ꎬ ２０１０ꎬ２９(２):１２８ ~ １３０ (Ｎｉｅ Ｘ

Ｔꎬ Ｈｕａｎｇ 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ｅｋｅｒ ｓｅｒｖ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ꎬ ２０１０ꎬ２９(２):１２８~１３０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５ Ｚｈｕ Ｗ Ｑ.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ｏ￣

ｃｈａｓｔｉｃ ａｖｅｒａｇ 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 ＡＳＭＥꎬ １９９６ꎬＰａｒｔ ２ꎬ４９(１０):Ｓ７２－

Ｓ８０

６ 蒋勉ꎬ伍济钢ꎬ彭鑫胜等. 转子￣滑动轴承系统支承松

动￣碰摩故障动力学行为及评估方法. 动力学与控制

学报ꎬ ２０１７ꎬ１５(６):５５０~５５７ (Ｊｉａｎｇ Ｍꎬ Ｗｕ Ｊ Ｇꎬ Ｐｅｎｇ

Ｘ Ｓꎬ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ｏｓｅ￣

ｒｕｂｂ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ｓ ｉｎ ｒｏｔｏｒ￣ｓｌｉｄｉｎｇ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１５(６):５５０~ ５５７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７ 罗忠. 转子轴承系统中滚动球轴承的非线性动力学相

似特性研究. 动力学与控制学报ꎬ ２０１６ꎬ１４(３):２２３ ~

２２８ ( Ｌｕｏ Ｚ.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ｒｏｔｏｒ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１４(３):２２３~２２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吕凤军ꎬ王梅ꎬ曲庆文等. 用模态叠加法计算车辆结构

的动力响应. 淄博学院学报ꎬ ２００２ꎬ４(４):７０ ~ ７４ (Ｌｖ

Ｆ Ｊꎬ Ｗａｎｇ Ｍꎬ Ｑｕ Ｑ Ｗ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

ｓｐｏｎ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ｅｒ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ｄｅ

３７３



动　 力　 学　 与　 控　 制　 学　 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７ 卷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ｉｂ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２ꎬ４(４):７０

~７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朱海燕ꎬ邬平坡ꎬ池茂儒等. 基于模态叠加法的车体疲

劳寿命分析. 现代制造工程ꎬ ２０１７ꎬ１０:４７~ ５３ (Ｚｈｕ Ｈ

Ｙꎬ Ｗｕ Ｐ Ｐꎬ Ｃｈｉ Ｍ Ｒ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ｒ

ｂｏ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ａｌ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

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ꎬ１０:４７~５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周玮ꎬ廖日东. 基于模态叠加法的曲轴动态特性研究与

结构优化. 农业工程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３１ ( ３):１２９ ~ １３３

(Ｚｈｏｕ Ｗꎬ Ｌｉａｏ Ｒ 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ａｌ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ａｎｋｓｈａｆ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１ ( ３): １２９ ~ １３３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１　 Ｌｉｎｄｈｏｌｍ Ｕ 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ｍｅｔａｌ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Ｖꎬ

Ｐａｒｔ１. Ｎ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９７１:１２７~１４６

１２　 王礼立ꎬ余同希ꎬ李永池. 冲击动力学进展. 安徽: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Ｗａｎｇ Ｌ Ｌꎬ Ｙｕ Ｔ Ｘꎬ Ｌｉ Ｙ

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ｈｏｃｋ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７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ｒｅｖｉｓｅｄ 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５２６＠ １２６.ｃｏｍ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ＳＨＯＣ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１†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ｉ１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２ 　 Ｊｉａ Ｌｉａｎｇ１ 　 Ｈｏｕ Ｃｈｕａｎｔａｏ１ 　 Ｌｉ Ｙａｎａ１

(１.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７６ꎬ Ｃｈｉｎａ)

(２.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７６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ｂｕｉｌｔꎬ ｔｈｅ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ｏ￣
ｄ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ꎬ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ｗａ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ꎬ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ꎬ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ꎬ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ｄａｌ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ｓｈｏｃ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ꎬ ｔｈｅｎ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ｓｈｏｃｋ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ꎬ ｉｔ ｗａ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ꎬ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ꎬ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ｌｅａｄ ｓｃｒｅｗｓ ｗ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ｌｉｎｋ ｂｅａｒ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ｈａ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ｓｈｏｃ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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