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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检验新型可重复锁紧装置在卫星发射主动段对磁悬浮飞轮的保护效果，采用三轴正弦扫频振动和随机

振动模拟发射振动工况对其进行振动测试实验。提出了基于电涡流位移传感器的转子振动位移检测方法，以及基

于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简称ＳＥＭ）和能量色散谱仪（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简称

ＥＤＳ）的锁紧接触面形貌分析方法，对锁紧装置的宏观、微观保护效果进行评估分析。振动测试结果表明，飞轮转子

最大振动位移为４５μｍ，小于１００μｍ的飞轮保护间隙，锁紧装置对飞轮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微观分析则揭示

出，锁紧接触面内存在脆性断裂和疲劳断裂两种微动磨损机制，并伴有氧化反应发生，可以采取微动抑制措施进一

步改善锁紧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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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与机械轴承支承的动量轮相比，磁悬浮飞轮消

除了机械轴承所引起的摩擦磨损，在控制精度和使

用寿命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常用于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卫星的惯性执行机构［１３］
。由于卫星发射时存在激

烈的振动与冲击，所以依靠电磁力弹性支承的磁悬

浮飞轮必须采用额外的锁紧装置［４７］
。发射主动段，

为防止飞轮系统损坏，需通过锁紧装置将飞轮锁紧；

在轨运行段，需解除飞轮原有的锁紧关系，使其处于

自由状态便于悬浮［８９］
。

研究磁悬浮飞轮锁紧装置结构的抗振动冲击性

能时，必须进行动力特性试验，以了解锁紧装置对飞

轮系统的保护效果。虽然动力学原理可以得到结构

的共振频率及其相应振型的理论解，但实际的材料

属性、接触连接、安装方式及振动冲击加载量级等，

经简化计算得到的理论值与实际值间存在较大偏

差，因此采用试验手段研究锁紧装置对飞轮系统的

保护效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１０１１］
。

由于发射主动段搭载部件都要承受火箭所引起

的随机性、任意性振动载荷，所以在发射前需要对各

搭载部件进行环境力学模拟试验［１２１３］
。通常航天产

品都采用正弦扫频振动检验结构的一阶共振频率是

否高于火箭最高激振频率，采用随机振动
［１４］来模拟

发射振动环境，用于发现结构的薄弱环节，所以笔者

采用三轴正弦扫频振动和随机振动模拟卫星发射主

动段振动工况，对飞轮系统进行环境力学测试试验。

振动中利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实时检测定、转子间

的相对振动位移，并从宏观上分析锁紧装置对飞轮

系统的保护效果。振后采用ＳＥＭ分析锁紧接触面处

的微观形貌，通过 ＥＤＳ分析磨损疤痕处的元素成

分，并根据各元素的比例从微观上分析锁紧接触面

处的磨损机制。

 锁紧装置及其工作原理

与传统一次性抱式锁紧装置［５７］不同，笔者研究

了一种基于电机驱动机构、钢丝绳收紧机构和弹片

释放机构的可重复锁紧装置，其结构如图１所示。其

中释放机构由提供安装接口的弹片座、提供解锁回

复力的弹簧钢片和直接参与锁紧的弹片体三部分组

成。锁紧状态下，收紧机构将勒紧弹片释放机构，使

弹片体直接与飞轮体外缘接触，并对其施加一定的

压力。锁紧装置工作过程主要分为执行锁紧和执行

解锁两个阶段，其工作原理参见文献［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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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锁紧装置结构示意图

 试验部分

 试验材料

飞轮体采用热轧态 ＴＣ４钛合金，经固溶处理

（９５５°Ｃ）和时效处理（５４０°Ｃ保温４ｈ）后空冷，硬度

为 ３９～４０５ＨＲＣ。飞轮体的最终外形尺寸为

犗２２７ｍｍ×３１ｍｍ，其上端为３ｍｍ×４５°、表面粗糙

度为０４μｍ的倒角（用于飞轮体的锁紧面）。弹片体

采用４５＃中碳钢材料，经淬火和低温回火处理，硬度

为４０～４２ＨＲＣ，最终加工成４ｍｍ×４５°、平均直径为

犗２２７ｍｍ的内圆锥面。飞轮体和弹片体的基体材料

力学特性见表１，其化学成分见表２和表３。

表 ＃钢与﹤的力学特性

材料特征 ４５＃钢 ＴＣ４钛合金

密度燉（ｋｇ·ｍ
－３
） ７８１０ ４４４０

泊松比 ０３１ ０３４

弹性模量燉ＧＰａ ２０１ １０９

抗拉强度犲ｂ燉ＭＰａ ６００ ９４３

屈服强度犲０２燉ＭＰａ ３５５ ９０５

表 ＃钢化学成分 Ｗｔ％

Ｆｅ Ｃ Ｍｎ Ｓｉ Ｓ Ｐ Ｃｒ

余量 ０４５ ０６５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表 ﹤钛合金化学成分 Ｗｔ％

Ｔｉ Ｆｅ Ｖ Ａｌ Ｃ Ｎ Ｏ

余量 ０４５ ０６５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试验装置

为检验锁紧装置在发射振动环境下对磁悬浮飞

轮的保护效果，对锁紧后的磁悬浮飞轮系统进行了

三轴正弦扫频振动和随机振动测试试验，振动试验

装置如图２所示。

飞轮系统通过衔接板固定于振动台面上。两振

动力学传感器通过胶黏接在振动台面和磁悬浮飞轮

图２ 振动试验装置

上，一个用于检测振动台面的振动工况，另一个用于

监测磁悬浮飞轮的振动响应。振动中采用飞轮系统

自身的电涡流位移传感器（精度为０５μｍ，量程为

１ｍｍ，灵敏度为６０ｍＶ燉μｍ，带宽＞５ｋＨｚ），实时测

量锁紧装置与飞轮体上边缘的相对振动位移。振动

实验后，采用ＳＥＭ和ＥＤＳ设备对锁紧弹片体的锁紧

接触面的疤痕进行微观形貌分析和磨屑成分分析。

某型号卫星的正弦扫频振动和随机振动技术要求如

表４和表５所示。

表 正弦扫频振动技术要求

牊燉Ｈｚ １０～２０ ２０～１００

振动量级 ６２５ｍｍ １０牋

扫描速率 ４ｏｃｔ燉ｍｉｎ

加载方向 牨，牪，牫

表 随机振动技术要求

牊燉Ｈｚ
加速度

功率密度

总均方根

加速度

加载

方向

加载

时间

１０～９５

９５～１３０

１３０～２００

２００～６００

６００～２０００

６ｄＢ燉ｏｃｔ

０４５牋
２
燉Ｈｚ

－１４７ｄＢ燉ｏｃｔ

００５５４牋
２
燉Ｈｚ

－１５ｄＢ燉ｏｃｔ

８５牋 牨，牪，牫 １ｍｉｎ

 测试结果与分析

 振动响应

通过对产品加载正弦扫频信号，观测飞轮系统

在规定的火箭发射最高激振频率内是否出现较大抖

动，来判断系统结构是否合理。通常位移传感器测量

的振动信号是以时间轴为基准，并不能反映振动与

频率的关系；因此，需将振动信号基准从时间轴变换

为频率轴。根据振动理论可知，总倍频程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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牕＝ 牕ｄ＋ 牕ａ （１）

其中：牕ｄ，牕ａ分别为恒振幅正弦扫频段倍频程和恒加

速度正弦扫频段倍频程，具体表达式如下

牕ｄ＝ （ｌｇ牊ａｄ－ ｌｇ牊ｌ）燉ｌｇ２

牕牃＝ （ｌｇ牊ｈ－ ｌｇ牊ａｄ｛ ）燉ｌｇ２
（２）

其中：牊ｌ，牊ａｄ和牊ｈ为正弦扫频振动的初始频率、加速

度与位移平滑交越点频率和最终频率。

扫频振动所需时间爴为

爴＝ 牕燉爲 （３）

其中：爲为扫描速率。

将表４中的数据代入式（１）～式（３）可知，正弦

扫频振动所需时间约为５０ｓ。任意时刻牠的频率为

牊＝ 牊ｌ２
爲牠

（４）

扫频振动中利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测得定、转

子在锁紧接触面处的相对振动位移随频率的变化关

系如图３所示。在低频恒振幅段（１０～２０Ｈｚ），飞轮

定、转子的相对振动位移随扫频频率增加而增加，在

高频恒加速度段（２０～１００Ｈｚ），其变化较小。大部分

时间段，加载方向的振动位移响应高于非加载方向。

飞轮转子在整个三轴（牨，牪，牫）方向扫频振动的最大

相对振动位移为２８μｍ，其最大波动幅值为１３μｍ，

两者都小于飞轮保护间隙１００μｍ。

对表５所示的随机振动技术要求，通过电涡流

位移传感器测得定、转子在锁紧接触面处的振动位

移曲线如图４所示。由于振动加载前飞轮转子不在

最佳锁紧位置，在前１０ｓ内定、转子间相对振动位移

随时间增加而增加。通过振动转子自动调整至最佳

锁紧位置，使其在后３０ｓ内基本处于最佳锁紧位置，

所以定、转子间相对振动位移变化较小。整个牨，牪，牫

方向随机振动的最大振动位移响应为 ４５μｍ，相对

振动位移最大波动幅值为 １６μｍ，两者都小于飞轮

系统保护间隙１００μｍ。随机振动位移响应大于正弦

扫频振动响应，前者约为后者的１６倍。

基于以上分析得知，整个环境力学测试试验中，

定、转子最大相对振动位移及其最大波动幅值分别

为４５和１６μｍ，都小于飞轮系统保护间隙１００μｍ。从

宏观角度分析，可以认为锁紧装置对飞轮系统起到

了有效保护作用。此外，由微动理论可知，在交变载

荷作用下，接触表面发生振幅小于３００μｍ的相对运

动为微动［１５１６］
，所以定、转子锁紧接触面间存在按低

频（１０～１００Ｈｚ）正弦对数规律变化的微动，以及按

宽频（２０～２０００Ｈｚ）随机变化的微动。

 摩擦磨损机制

为进一步分析在环境力学条件下，锁紧接触面

间的微动磨损行为，采用ＳＥＭ分析锁紧接触面的微

观形貌，并利用ＥＤＳ分析磨损疤痕处各元素成分，

在此基础上，确定锁紧接触面处的磨损机制。

图３ 扫频振动测试结果

图４ 随机振动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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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为弹片体（４５＃钢）锁紧接触面处的磨损疤

痕在不同放大倍数下的ＳＥＭ外观形貌。由图５（ａ）可

以看出，环境力学振动条件下，锁紧接触面处的磨损

可以分为脆性断裂和疲劳断裂两类。脆性断裂使较

大的４５＃钢颗粒与基体分离，被排除摩擦界面后形

成较大磨屑，同时在基体表面留下较大的凹坑疤痕。

疲劳断裂使得在振动过程中伴有细小颗粒的产生。

由图５（ｂ）可以看出，振动过程中，大量细小颗粒被

挤压至弹片体锁紧接触面内的磨损凹坑内。此外，细

小颗粒从产生至被排除锁紧接触面，在锁紧接触面

间起固体润滑作用，使微动磨损程度减轻。

图５ 弹片体锁紧表面的磨损ＳＥＭ形貌

图６为弹片体（４５＃钢）磨损表面的ＥＤＳ分析结

果，其中图６（ａ）为凹坑内细小磨屑的能谱，图６（ｂ）为

磨损表面凸起部位的能谱。从图６（ａ）可以看出，凹坑

内的细小磨屑除含有Ｆｅ元素外，还含有大量Ｔｉ元

素，且Ｔｉ含量略高于Ｆｅ元素，同时含有一定量的Ｖ，

Ａｌ元素。表明振动过程中，飞轮体钛合金ＴＣ４表面

存在严重磨损，其磨损产生大量的细小磨屑，被压实

在弹片体锁紧接触面的磨损疤痕内。从图６（ｂ）可以

看出，凸起部位以Ｆｅ元素为主，同时存在一定量的

Ｔｉ元素和少量的Ａｌ，Ｖ元素。表明凸起部位也黏着

了一定量的ＴＣ４钛合金磨屑。此外，图６中磨损表面

Ｏ元素含量大大高于ＴＣ４中Ｏ含量，表明振动过程

中，锁紧接触面间（弹片体和飞轮体）存在激烈摩擦

运动，致使氧化反应的发生。

图６ 弹片体锁紧表面的磨损ＥＤＳ分析

微动图理论［１７］表明，当微动处于滑移区和混合

区内，接触表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微动损伤；当径向微

动处于部分滑移区（弹性变形区）内，接触表面几乎

没有损伤。上述测试结果表明，笔者所述的振动处于

滑移区内，所以存在明显的微动损伤。若接触体采用

弹性变形较大的材料，使微动始终处于部分滑移区，

可避免微动损伤的发生，从而可以进一步改善锁紧

保护效果。

 结束语

笔者以磁悬浮飞轮新型锁紧装置为研究对象，

采用三轴正弦扫频振动和随机振动来模拟发射主动

段的振动工况，对锁紧后的飞轮系统进行振动测试

试验与分析。宏观测量结果表明，整个环境力学测试

试验中，定、转子最大相对振动位移为４５μｍ，位移

最大波动值为 １６μｍ，都小于飞轮系统的保护间隙

１００μｍ，可以认为锁紧装置对飞轮系统起到了较好

保护，同时在锁紧接触面间也存在微动。微观ＳＥＭ

形貌和ＥＤＳ能谱分析揭示，锁紧接触面内存在脆性

断裂和疲劳断裂两种微动磨损机制。磨损过程中，大

量细小磨屑从飞轮体（ＴＣ４）上剥落，并被挤压在弹

片体（４５＃）凹坑疤痕内，且伴有氧化反应发生。

９２９第６期 刘 强，等：磁悬浮飞轮新型锁紧装置的振动测试与分析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ｅｒｌａｃｈＢ，ＥｈｉｎｇｅｒＭ，ＲａｕｅＨＫ．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ｆｏｒａｇｉｍｂａｌｌ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ｗｈｅｅｌ［Ｃ］

∥ＡＩＡＡ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ｈｉｂｉｔ．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

ＡＩＡＡ，２００５：１６．

［２］ ＳａｔｈｙａｎＫ，ＨｓｕＨＹ，ＬｅｅＳＨ，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ｌｕ

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ｗｈｅｅｌｓｕｓｅｄｉｎ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ｓ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０，４３：２５９

２６７．

［３］ 刘强，房建成，韩邦成．磁悬浮反作用飞轮磁轴承动

反力分析及实验［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３６（７）：８２１８２５．

ＬｉｕＱｉａｎｇ，Ｆａｎｇ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ＨａｎＢ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ｆｌｙｗｈｅ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３６（７）：８２１

８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ＬｉｖｅｔＪＬ，ＢｒｅｔａｕｄｅａｕＭ．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ｌｏｃｋ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ｉｎｅｒｔｉａｗｈｅｅｌ：ＵＳＡ，４３４５４８５［Ｐ］．１９８２０８２４．

［５］ ＢｅａｕＪＦ，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Ｍ．Ｋｉｎｅｔｉｃｗｈｅｅｌ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ｗｉｔｈ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ｃａｇｉｎｇｉｔｓｒｏｔｏｒ：ＵＳＡ，４５６６７４０［Ｐ］．１９８６０１２８．

［６］ ＧｕｅｌｉｓＨＶＤ，ＪｏｌｙＪＬ．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ｒｏｔｏｒｏｎｔｏａｓｔａｔｏｒ：ＵＳＡ，４８７２３５７［Ｐ］．１９８９１０１０．

［７］ ＰｒｉｖａｔＭ，ＣｏｓｔａＡＤ．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ｌｏｃｋ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ｗｈｅｅｌ［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１０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ｐａ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Ｓａｎ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Ｓｐａｉｎ：ＥＳ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８．

［８］ 韩邦成，刘强．基于自锁原理的磁悬浮飞轮电磁锁紧

机构［Ｊ］．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０９，１７（１０）：２４５６２４６４．

ＨａｎＢ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ｕＱｉａ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ｌｆｌｏｃｋ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ｆｌｙｗｈｅｅｌ［Ｊ］．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

１７（１０）：２４５６２４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刘强，房建成，韩邦成，等．磁悬浮飞轮锁紧装置及

其优化设计［Ｊ］．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１０，１８（８）：１８１４

１８２１．

ＬｉｕＱｉａｎｇ，Ｆａｎｇ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ＨａｎＢ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Ｌｏｃｋ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ｌｙｗｈｅｅｌａｎｄｉｔ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１８（８）：１８１４１８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常乐，闫维明，任珉，等．高架路交通诱发的地面振

动测试与分析［Ｊ］．振动、测试与诊断，２００９，２９（２）：

１７５１７８．

ＣｈａｎｇＬｅ，ＹａｎＷｅｉｍｉｎｇ，ＲｅｎＭｉｎ，ｅｔａｌ．Ｔｅｓｔ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ｒｏａ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ｉ

ａｇｎｏｓｉｓ，２００９，２９（２）：１７５１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孙广俊，李爱群，黄镇，等．首都机场ＡＭＥＣＯＡ３８０

机 库动力特性测试与分析［Ｊ］．振动、测试与诊断，

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５８１６２．

ＳｕｎＧｕａｎｇｊｕｎ，ＬｉＡｉｑｕｎ，Ｈｕａｎｇ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Ｔｅｓｔ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ＡＭＥＣＯ

Ａ３８０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ｈａｎｇａｒ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ｉｒｐｏｒｔ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５８１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ＳｎｙｄｅｒＪＳ，ＣｏｎｎｅｌｌＭ Ｒ，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ＪＰ，ｅｔａｌ．Ｖｉ

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ｏｆａｂｒｅａｄｂｏａｒｄｇｉｍｂ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Ｘ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Ｃ］∥ＡＩＡＡ 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ＡＩＡＡ，

２００６：１９．

［１３］ＣｏｍｒｉｅＪ，ＫｏｒｄｅＵＡ．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ｓｏｕｎｄ

ｉｎｇｒｏｃｋｅｔｖｉｂ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ＡＩＡ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ｎｖｅｒ，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ＵＳＡ：ＡＩＡＡ，２０１１：１１３．

［１４］吴震宇，袁惠群．随机载荷下内燃机轴系动力可靠性

分析［Ｊ］．振动、测试与诊断，２０１０，３０（５）：５３４５３８．

ＷｕＺｈｅｎｙｕ，ＹｕａｎＨｕｉｑｕ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ｓｈａｆｔ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ｌｏａ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２０１０，３０

（５）：５３４５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ＢｕｃｉｕｍｅａｎｕＭ，ＣｒｕｄｕＩ，ＰａｌａｇｈｉａｎＬ，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ｗｅａｒｄａｍａｇｅ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ｔｔｉｎｇｆａｔｉｇｕｅｌｉｆ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ａｎＡｌ７１７５ａｌｌｏ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ａ

ｔｉｇｕｅ，２００９（３１）：１２７８１２８５．

［１６］刘道新，王振亚，张晓化，等．Ａｇ燉Ｎｉ多层膜对钛合金

微动磨损和微动疲劳抗力的影响［Ｊ］．摩擦学学报，

２０１０，３０（５）：４９８５０４．

ＬｉｕＤａｏｘｉｎ，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ｙａ，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ａ，ｅｔａｌ．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ｇ燉Ｎｉ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ｆｉｌｍｏｎｆｒｅｔｔｉｎｇｗｅａｒ

ａｎｄｆｒｅｔｔｉｎｇｆａｔｉｇｕ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ａｌｌｏｙ［Ｊ］．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０（５）：４９８５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ＺｈｏｕＺｈｏｎｇｒｏｎｇ，ＮａｋａｚａｗａＫ，ＺｈｕＭｉｎｈａｏ，ｅｔ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ｆｒｅｔｔｉｎｇｍａｐｓ［Ｊ］．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２００６，３９：１０６８１０７３．

第一作者简介：刘强，男，１９８３年５月生，

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磁悬浮飞轮及磁

悬浮控制力矩陀螺锁紧装置及其可靠性

研究。曾发表《磁悬浮飞轮锁紧装置及其

优化设计》（《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１０年第

１８卷第８期）等论文。

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ｑｉａｎｇｂｕａａ＠ａｓｐｅ．ｂｕａａ．ｅｄｕ．

ｃｎ

０３９ 振 动、测 试 与 诊 断 第３２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