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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超声电机与传统电机相比ꎬ具有结构简单、响应快、定位精度高、可直接驱动等优点ꎬ在
精密驱动、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等高精尖领域具有显著的应用优势ꎮ 概述超声电机核心驱动原

理和典型实际应用实例ꎬ从直线型、旋转型两种类型ꎬ全面综述超声电机的研究现状及其新进

展ꎻ重点介绍不同结构形式超声电机的驱动机理、结构优化以及性能提升等ꎻ对超声电机技术

发展进行总结ꎬ指出今后研究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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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超声电机作为一种新型驱动器ꎬ是结合多学科智慧的

产物ꎬ涉及振动学、摩擦学、动态设计、电力电子、自动控制、
新材料和新工艺等学科的新技术ꎬ在 ２０世纪得到了迅速发

展ꎮ 它不像传统的电机那样利用电磁的交叉力来获得其运

动和力矩ꎮ 超声电机是以压电材料的逆压电效应激发定子

共振为核心驱动原理ꎬ利用压电陶瓷的逆压电效应将输入

的电能转化成机械振动能ꎬ激励起定子在超声域段内的微

幅振动ꎬ再通过定子、转子(动子)接触界面的摩擦作用转

换成转子(动子)做旋转(直线)运动ꎬ将定子的振动能转换

为转子(动子)的宏观能量输出ꎬ实现对负载驱动[１－２]ꎮ
与传统电磁电机相比ꎬ超声电机具有结构简单、小型轻

量、能量密度大、响应快(毫秒级)、定位精度高(高分辨

率)、无电磁干扰、断电自锁、可直接驱动等诸多优点ꎬ此外ꎬ
它还具有耐低温、耐真空等适应太空环境工作的特点ꎮ 因

此ꎬ超声电机在精密仪器、航空航天、武器装备、机器人、医
疗器械、监控探测等诸多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重要

的应用价值ꎬ已有多种超声电机在光学仪器、照相机、生
物、医疗、航天、国防等高精尖技术领域中得到应用ꎮ 例

如ꎬ日本最早开发出真正达到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超声电

机ꎬ并成功引入到商业应用领域ꎬ广泛应用在相机镜头的

自动对焦系统ꎬ令对焦的过程变得快速、准确和接近无声ꎬ
给自动对焦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ꎻ以色列 Ｎａｎｏｍｏｔｉｏｎ
公司和德国 ＰＩ公司都开发出商业用途的直线超声电机ꎬ
并广泛应用在精密定位平台系列产品ꎬ具有很高的分辨率

和优良的启停特性ꎬ可以实现高运动精度和稳定性ꎻ我国

和美国都将超声电机应用到航天工程ꎬ美国首先将超声电

机用于火星探测仪上ꎬ我国将超声电机用到月球巡视器

上ꎬ为“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的探月工作

起到很重要的支撑ꎬ可满足－１２０ ℃ ~１８０ ℃的工况要求和

适应月球表面环境要求ꎬ可精确地控制光谱仪等仪器ꎬ其
作用很关键ꎮ

超声电机涉及到机械、材料、控制和摩擦学等多门学

科ꎬ是微特电机和微驱动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ꎮ 因此ꎬ国
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ꎬ成功研制了多种不同驱

动机理、不同结构形式的超声电机ꎮ 本文针对直线型、旋
转型和多自由度超声电机的驱动机理、电机的新结构设计

与开发、提升电机的输出性能等方面的研究和所取得的新

进展进行全面介绍和总结ꎮ

１　 直线型超声电机的研究现状和动态

直线超声电机可以直接将定子的超声振动转换成动

２８１



电气与自动化 郑祝堂ꎬ等超声电机的研究现状及其进展

子的直线运动ꎬ是超声电机一种很重要的类型和分支ꎮ 近

年来ꎬ直线超声电机发展迅速ꎬ在电机的结构、建模仿真、
样机制造和实验测试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新的

研究成果ꎬ应用日益显著ꎬ尤其在精密驱动领域ꎮ 目前ꎬ已
研制出矩形板振子、Ｖ 形结构、Ｕ 形结构、Ｔ 形结构、Ｈ 形

结构以及大功率夹心式纵弯复合型等多种不同结构形式

的直线超声电机ꎮ

１.１　 矩形板直线超声电机

矩形板直线超声电机按照定子的工作模态是复合振

动模式还是单一振动模式分为复合模态型和单一模态型ꎮ
其中ꎬ矩形板面内纵弯复合模态型直线超声电机是最早出

现的 直 线 超 声 电 机 之 一ꎮ 早 在 １９９５ 年ꎬ以 色 列 的

Ｎａｎｏｍｏｔｉｏｎ公司在前苏联学者 Ｂａｎｓｉａｖｉｃｈｕｓ提出的一种基

于矩形薄板复合模态型直线超声电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ꎬ
研制了一系列矩形板弯纵模态复合型的驱动直线超声电

机ꎬ并将其产业化ꎬ其电机结构和驱动原理如图 １所示[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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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矩形板面内纵弯复合型直线超声电机

及其工作原理示意图

该电机利用矩形板振子的一阶纵振和二阶弯曲振动

两个工作模态同时被激发ꎬ一阶纵振提供驱动足的法向振

动位移ꎬ二阶弯曲振动提供驱动足的切向振动位移ꎬ两者

在驱动足处合成一个椭圆运动从而推动动子做直线运动ꎮ
为了提高电机的输出性能ꎬＷＡＮ Ｚ Ｊ 等[４]在矩形压电振

子的金属弹性体开有 ４个对称的孔ꎬ并设计一种具有双驱

动足矩形压电振子ꎻ范佳丽等[５]在金属弹性体上开有 ４
个对称的槽ꎬ所研制样机的左、右运行最高空载速度分别

为 ２５０ ｍｍ / ｓ和 ２２０ ｍｍ / ｓꎬ最大输出推力为 ３.４ Ｎꎬ推重比

(推力与定子质量比值)达 ４６ꎻＳＨＩ Ｙ Ｌ等[６]在矩形压电振子

增加了三角形结构ꎬ研制多台不同夹角的样机ꎬ在夹角为 ２０°
时ꎬ电机的最高空载速度为 ９８ ｍｍ/ ｓꎬ最大输出推力 ３.２ Ｎꎮ

在单一模态型直线超声电机中ꎬ工作时只需要一个工

作模态被激发即可ꎮ 其中ꎬ以德国 ＰＩ 公司研发的一款商

业用途的单模态直线超声电机最为著名ꎬ如图 ２ 所示[７] ꎮ
该电机通过采用一整块矩形压电陶瓷作为振子ꎬ振子表面

的电极被分为两个区ꎮ 电机工作时ꎬ当在振子其中的任一

个分区施加激励电压(图 ２(ｂ)中“Ａｃｔｉｖｅ”表示)、另外一

个分区不施加激励电压(图 ２(ｂ)中“Ｆｒｅｅ”表示)ꎬ则导致

振子两个区域的变形不一致ꎬ从而在驱动足处产生与滑块

成一定角度的直线运动轨迹ꎬ进而推动动子(滑块)运动ꎮ
具体工作过程如下:在①状态ꎬ振子无电压激励ꎬ振子无明

显变形ꎬ驱动足质点处于平衡位置ꎻ在②状态ꎬ振子左边分

区正电压激励ꎬ振子扩张变形ꎬ驱动足质点处于扩张最大

变形位置ꎻ在③状态ꎬ振子无电压激励ꎬ振子无明显变形ꎬ
驱动足质点回到平衡位置ꎻ在④状态ꎬ振子左边分区负电

压激励ꎬ振子收缩变形ꎬ驱动足质点处于收缩最大变形位

置ꎮ 反之ꎬ当另外一个分区被单独激励时ꎬ则推动动子

(滑块)反向运动ꎮ 该电机的最大空载速度为 ０.６ ｍ / ｓꎬ最
小位移分辨率可达 ５０ ｎｍꎮ 为了提高板结构直线超声电

机的输出力ꎬＬＩＵ Ｚ等[８]提出了夹心式的矩形板结构直线

超声电机ꎮ 该电机利用矩形板的面内一阶纵振和一阶弯

振模态作为工作模态ꎬ实现电机的双向运动ꎬ最高空载速

度为 ５０４ ｍｍ / ｓꎬ最大输出推力为 ６５ Ｎꎮ ＺＨＡＮＧ Ｂ等[９]提

出了一种夹心式压电振子的 Ｌ形单驱动足直线超声电机ꎮ
该电机定子由两个相互垂直的矩形板振子构成 Ｌ 形定

子ꎬ利用两振子弯曲振动所形成的对称和反对称模态作为

工作模态ꎬ实现导轨的正、反向运动ꎬ最高空载速度为

４３５ ｍｍ / ｓꎬ最大输出推力达 １００ Ｎꎬ推重比为 ５４.６ꎮ

(a)���'

�	

��

���

��

���


 
(b)���	*/� 

图 ２　 ＰＩ 公司的单模态直线超声电机

及其工作原理示意图

１.２　 Ｖ 形直线超声电机

Ｖ形直线超声电机是一种单驱动足结构的电机ꎬ该类

型电机利用 Ｖ形定子的对称模态和反对称模态复合作为

工作模态ꎬ对称模态提供驱动足的法向振动位移ꎬ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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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提供驱动足的切向振动位移ꎮ 这个两个正交的振动

模态在时间上有 ９０°相位差时ꎬ驱动足处形成椭圆运动ꎬ
驱动动子运动ꎬ如图 ３ 所示[１０] ꎮ Ｖ 形直线超声电机可分

为夹心式和贴片式ꎮ 夹心式定子由前端盖、压电陶瓷和后

端盖组成ꎬ通过高强度螺栓固定ꎮ 贴片式定子由压电陶瓷

片和金属基体组成ꎬ并通过环氧胶粘结在一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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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Ｖ 形直线超声电机的工作原理

　 　 早在 １９９８年ꎬ日本学者 ＷＡＫＡＩ Ｔ 等[１１]利用两个相

互垂直的杆结构兰杰文振子设计了一种 Ｖ形直线超声电

机ꎬ该电机最高空载速度为 ３.５ ｍ / ｓꎬ最大推力可达 ５１ Ｎꎬ
推重比为 １７ꎮ 之后ꎬ杨东等[１２]利用超声变幅杆原理来放

大驱动足的振幅ꎬ设计一种具有连续变截面超声变幅杆的

Ｖ形直线超声电机ꎬ该电机的最高空载速度为 ２３５ ｍｍ / ｓꎬ
最大输出推力为 ２１.４ Ｎꎮ 乔木等[１３]设计一种双阶梯型超

声变幅杆的 Ｖ形直线超声电机ꎬ该电机的最高空载速度

为 ２０６ ｍｍ / ｓꎬ最大输出推力为 １０.５ Ｎꎮ 为了改善定、动子

间预压力的作用形式ꎬ提高电机的输出性能和稳定性ꎬ
ＪＩＡＮ Ｙ等[１４]采用了一种一端铰支夹持方式的 Ｖ 形直线

超声电机ꎬ最高空载速度为 １. ４ ｍ / ｓꎬ最大输出推力为

４３ Ｎꎬ推重比达 ４６. ７ꎮ 为了使 Ｖ 形直线超声电机小型

化ꎬ杨模尖等[１５]设计了贴片式压电振子的 Ｖ 形直线超声

电机ꎬ并研究了 Ｖ形定子不同夹角对输出特性的影响ꎬ发
现在夹角为 ９０°时电机输出性能最佳ꎬ最高空载速度达到

７８４ ｍｍ / ｓꎬ最大输出力达到 １４ Ｎꎬ推重比达 ７０ꎮ
同样ꎬ针对直线超声电机的小型化问题ꎬ苏松飞等[１６]

提出一种基于柔性夹持技术的 Ｕ 形直线超声电机ꎮ 这种

Ｕ形直线超声电机和 Ｖ形直线超声电机也是一种单驱动

足结构ꎮ Ｕ形定子采用贴片式压电振子ꎬ由两个相互平行

的梁结构和一个拱形梁组成ꎬ顶点为驱动足ꎬ如图 ４所示ꎮ
该电机利用 Ｕ 形定子的 ２ 个正交工作模态(对称模态和

反对称模态)在其驱动足处形成有一定振幅的椭圆运动ꎬ
驱动动子运动ꎮ 通过对该 Ｕ 形电机样机测试ꎬ在电机最

佳工作频率时ꎬ最高输出速度 ４７０ ｍｍ / ｓꎬ最大输出推力为

９ Ｎꎬ定子质量 ２５ ｇꎬ推重比达 ３６ꎮ 王光庆等[１７]设计一种

贴片式 Ｔ 形定子的单驱动足直线超声电机ꎬ如图 ５ 所示ꎮ
通过采用 ３个压电双晶复合悬臂梁结构ꎬ并利用 ＰＺＴ ｄ３１
工作模式激发压电双晶悬臂梁产生纵向振动ꎬ同时激励出

模态 Ｉ与模态 ＩＩ的工作模态ꎬ两者复合使驱动足处形成椭

圆运动ꎬ再通过驱动足与动子间的摩擦作用带动动子作直

线运动ꎮ 该电机的最高输出速度 ２５０ ｍｍ / ｓꎬ最大输出推

力为 ７.６ Ｎꎮ 张健等[１８]提出一种贴片式 Ｈ形振子结构ꎬ利
用 Ｈ形振子纵弯复合振动模态使其在两驱动足处形成椭

圆运动ꎬ实现双侧力的输出以及提高驱动能力ꎮ

１.３　 大功率夹心式纵弯复合型直线超声电机

大功率夹心式纵弯复合型直线超声电机利用夹心式

换能器输出能量大的特点ꎬ以单一或多个换能器组合构成

定子ꎬ来获得更大的输出速度、输出推力和输出功率ꎮ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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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Ｕ 形定子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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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Ｔ 形定子结构图

胜君等[１９]研制了一种单驱动足的大功率纵弯复合型直线

超声电机ꎬ其定子由 ２个带指数型变幅杆的夹心式换能器

直线相对连接而成ꎬ中间连接部分为定子的驱动足ꎮ 该电

机通过定子激发出的纵振和弯振在其驱动足形成一个椭

圆轨迹运动ꎬ从而驱动动子作直线运动ꎮ 研制样机的最高

空载速度达 １ ２８０ ｍｍ / ｓꎬ输出推力的最大值达 ４５ Ｎꎮ 刘

英想等[２０]研制了一种双驱动足的纵振复合直线超声电

机ꎮ 通过 ３个换能器纵向振动的合理组合实现双足直线

驱动ꎬ最高空载速度达 ６０２ ｍｍ / ｓꎬ输出推力的最大值达

３２ ＮꎮＹＡＮＧ Ｘ Ｈ 等[２１]研制一种双足驱动的纵弯复合型

直线超声电机ꎬ定子采用一个由 ２组弯振压电陶瓷构成的

夹心式换能器结构ꎬ如图 ６所示ꎮ 电机样机的最高空载速

度为 ５６０ ｍｍ / ｓꎬ最大输出推力达 ５５ Ｎꎮ

图 ６　 夹心式纵弯复合双足直线

超声电机的定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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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列出了几种直线型超声电机的性能比较ꎮ 可以

看出ꎬ夹心式结构直线型超声电机的输出推力大ꎬ贴片式

结构的直线型超声电机有利于获得最大推力比(输出推

力和定子质量比值)ꎮ

表 １　 几种直线型超声电机的性能比较

电机
定子尺寸 /

ｍｍ３
最大速度 /
(ｍｍ/ ｓ)

定子质量 /
ｋｇ

最大推力 /
Ｎ

最大
推力比

Ｎａｎｏｍｏｔｉｏｎ
公司 ＨＲ４ ４２×４６.６×１５ ２５０ ０.７３ １８ ２５

文献[５]电机
(开槽矩形板) ４２×１０×２ ２５０ ０.０７４ ３.４ ４６

ＰＩ公司 Ｕ－５２１ ３５×３５×１５ ２００ ０.４ ２０ ５０

文献[９] 电机
(夹心式 Ｌ形矩形板) ６２

×３０×８ ４３５ １.８３ １００ ５４.６

文献[１５]电机
(Ｖ形贴片式) — ７８４ ０.２ １４ ７０

文献[１６] 电机
(Ｕ形贴片式) ３３×２０×３ ４７０ ０.２５ ９ ３６

文献[２１]电机
(夹心换能器式) — ５６０ — ５５ —

２　 旋转型超声电机的研究现状和动态

旋转型超声电机在外部形状和输出方式等方面与传

统电磁电机比较接近ꎬ也是超声电机最早研究和极具代表

性的一种类型ꎬ对超声电机的驱动机理、样机试制、材料制

备、控制方法、实验装置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ꎮ
目前ꎬ研制有行波型[２２] 、驻波型及复合型等不同驱动原理

和类型的旋转型超声电机ꎮ

２.１　 行波型旋转超声电机

行波型旋转超声电机是当前最具代表性且实际应用

最多的一类旋转型超声电机ꎮ 行波型旋转超声电机驱动

是连续的ꎬ通常采用圆环型压电陶瓷片和金属弹性体粘结

而成的环形定子ꎮ 其工作原理和定子的工作振动模态如

图 ７ 所示ꎬ当在定子压电陶瓷上施加两路相位差为 π / ２
的高频驱动信号ꎬ由于压电陶瓷的逆压电效应在定子激发

出两相幅值相等、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位差为 ９０°的驻波ꎬ
两相驻波在定子内叠加后形成沿某一方向传播的弯曲行

波ꎬ定子的齿状表面的各质点会分别形成椭圆轨迹ꎮ 在

定、转子间预压力的作用下ꎬ通过定子和转子之间的摩擦

作用带动转子旋转ꎬ将定子的微观振动转换为转子的旋转

运动ꎬ从而输出功率、驱动负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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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行波型旋转超声电机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和定子的工作振动模态图

早在 １９８２年ꎬ日本 Ｓａｓｈｉｄａ设计并制造了最早的环形

行波超声电机ꎬ极大地减少了定转子接触面间的摩擦磨

损ꎬ为超声电机的发展和稳定应用迈出了关键的一步ꎮ 随

后ꎬ日本 Ｃａｎｏｎ 公司将 Ｓａｓｈｉｄａ 研发的不同系列环形行波

超声电机应用于相机的自动调焦系统中ꎬ这标志着环形行

波超声电机正式进入商业实用阶段ꎮ 自 Ｓａｓｈｉｄａ将环形行

波超声电机产业化后ꎬ这种全新概念的超声电机逐渐吸引

了越来越多研究者们的关注ꎮ １９９５ 年ꎬ我国自主研发的

环形行波超声电机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制成功ꎬ此后又

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圆板式旋转型行波

超声电机和圆杆式旋转型行波超声电机ꎬ并不断朝着向超

声电机产业化和商品化的道路迈进ꎮ 至此之后ꎬ全国各大

高校研究所也展开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和样机研制ꎬ取得了

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创新性成果ꎮ 徐志科等[２３]研制了一

种直径为 Φ１００ ｍｍ的大直径行波型超声电机ꎬ该电机的

空载转速 ５０ ｒ / ｍｉｎꎬ堵转转矩为 ３.５ Ｎｍꎮ 陈如娟等[２４]

研制了一种直径 Φ１０ ｍｍ的微小旋转型行波超声电机ꎬ该
微小型结构电机的空载转速 ３８０ ｒ / ｍｉｎꎬ堵转转矩约为

６.７ ｍＮｍꎮ 王楠等[２５]研制了一种圆筒型转子的中空旋

转行波超声电机ꎬ该中空结构电机的外圈转子直接完成转

速与转矩ꎬ输出空载转速可达 ２０８ ｒ / ｍｉｎꎬ堵转转矩为

０.３５ Ｎｍꎮ为了增大电机的转矩ꎬ尹育聪等[２６]研制了直

径为 Φ６０ ｍｍ的双定子单转子结构和双定转子结构的行

波型超声电机ꎬ双定子单转子结构电机的空载转速

１００ ｒ / ｍｉｎꎬ最大转矩为 １.３ Ｎｍꎻ双定转子结构电机的空

载转速 １７０ ｒ / ｍｉｎꎬ最大转矩为 １.８ Ｎｍꎬ两种结构均能提

高最 大 转 矩ꎬ比 日 本 Ｓａｓｈｉｄａ 产 业 化 的 ＵＳＲ － ６０ 的

０.６ Ｎｍ提高了 ２ ~ ３ 倍ꎮ 董兆鹏[２７]研制了一种双谐振

环形行波超声电机ꎬ利用双振子(振动的定子和振动的转

子)同时驱动ꎬ并依靠双振子两路行波振型能量在接触面

的叠加达到提升电机性能的目的ꎮ 通过实验证实ꎬ双谐振

电机双驱动的最大输出转速为 ４８.１ ｒ / ｍｉｎꎻ最大转矩为

０.８３ Ｎｍꎬ最大功率为 １.５２ Ｗꎬ分别是单驱动定子的１.５９
倍、１.２８倍、１.６２倍ꎮ ＬＵ Ｘ Ｌ等[２８]研制一种 ４个弯振兰杰

文振子激励的双定子环型旋转行波超声电机ꎬ样机的空载

转速为 １２０ ｒ / ｍｉｎꎬ堵转力矩为 １.６ Ｎｍꎮ 刘英想等[２９]研

制了一种 ４个纵振夹心换能器式圆筒型行波超声电机ꎬ通
过 ４个周向均布的纵振夹心换能器实现了带有驱动齿的

圆筒型定子中弯曲行波振动的激励ꎬ该电机的空载转速为

１１０ ｒ / ｍｉｎꎬ堵转转矩为 ０.５ Ｎｍꎮ 芦小龙[３０]研制一种 ４
个弯振兰杰文振子面内弯振模态的双锥面型超声电机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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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４个周向均布的弯振子激发定子的面内弯曲振动模态ꎬ
该样机的空载转速为 １００ ｒ / ｍｉｎꎬ堵转转矩约为０.３ Ｎｍꎬ
最大输出功率 ０.８２ Ｗꎮ

２.２　 驻波型旋转超声电机

第二类旋转超声电机是驻波型旋转超声电机ꎬ其驱动

是间断的ꎬ通常采用机电转换能力高的夹心式压电振子ꎬ
可以带动大负载ꎮ 日本学者 ＳＡＳＨＩＤＡ Ｔ[３１]在 １９８２ 年研

制了性能满足实际使用要求的楔形振动片式驻波超声电

机ꎬ样机的输出转矩 ０.２５ Ｎｍꎬ机械输出功率为 ５０ Ｗꎬ效
率可达 ５５％ꎮ 这种驻波超声电机驱动机理的示意图如图

８所示ꎬ通过夹心式换能器产生纵向振动ꎬ带动定子的楔

形振动片纵向振动ꎬ同时纵振使其端面与转子间断的作

用ꎬ并使振动片产生弯振ꎬ两个振动使振动片的顶端形成

沿椭圆轨迹的运动ꎬ并通过振动片与转子之间摩擦作用驱

动转子实现转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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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驻波型旋转超声电机驱动机理示意图

之后ꎬ国内外学者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ꎮ 许芦君

等[３２－３３]对单振动片式以及多振动片驻波超声电机进行了

研究ꎬ对比了不同倾角振动片对电机样机输出特性的影

响ꎮ 邵培革等[３４]研制一种直径为 Φ１０ ｍｍ纵弯式微超声

电机ꎬ输出转速可达 ３００ ｒ / ｍｉｎꎬ输出力矩为 ６.２５ ｍＮｍꎬ
其最大输出效率为 ５.９％ꎮ 沈润杰等[３５]研制了一种直径

为 Φ１０ ｍｍ 微 型 斜 齿 超 声 电 机ꎬ 电 机 的 空 载 转 速

８４０ ｒ / ｍｉｎꎬ堵转力矩为 １０ ｍＮｍꎮ 谢天等[３６]提出了一种

扇形齿－凹槽结构的双转子驻波型超声电机ꎬ电机的空载

转速可达 ４７５ ｒ / ｍｉｎꎮ 日本的 ＴＳＵＪＩＮＯ Ｊ 等[３７]在 １９９２ 年

提出一种斜槽式结构的驻波超声电机ꎬ利用斜槽式结构实

现振子的纵扭模态转换ꎬ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ꎬ研制不同

直径 Φ１５ ｍｍ、Φ４０ ｍｍ、Φ５０ ｍｍ和 Φ６０ ｍｍ的样机ꎬ获得

０.３ Ｎｍ、１１ Ｎｍ、１７ Ｎｍ 和 ２３ Ｎｍ 的输出转矩ꎮ
ＳＨＥＮＧ Ｍ Ｗ等[３８]研制出一种双转子斜槽式的纵扭模态

转换超声电机ꎬ电机的最大空载转速为 ３０ ｒ / ｍｉｎꎬ最大转

矩为 １.８ Ｎｍꎮ 杨淋等[３９]研制一种新型孔式的纵扭模态

转换超声电机ꎬ电机的空载转速可达 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ꎬ最大转

矩为 ０.１５ Ｎｍꎮ 杨淋等[４０]研究斜槽式超声电机在各种

类型摩擦副下的负载特性ꎬ实际研制的直径 Φ１５ ｍｍ 样

机ꎬ最大转矩为 ０.３２ Ｎｍꎬ空载转速最高达 １ ３２５ ｒ / ｍｉｎꎬ
效率最高可达 ３２.３％ꎮ 陈建毅等[４１－４２]研究不同斜槽式结

构参数对超声电机的输出特性影响ꎬ电机的空载转速最大

为 ２５０ ｒ / ｍｉｎꎮ

２.３　 纵扭复合型旋转超声电机

纵扭复合型旋转超声电机具有转矩 /体积比大的特

点ꎬ也是旋转型超声电机一个重要类型ꎬ浙江大学、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进行了相关的研究ꎮ 纵扭复

合型超声电机采用图 ９所示的夹心式换能器结构定子ꎬ纵
振压电陶瓷片和扭振压电陶瓷片被安置在定子之中ꎬ从而

同时激发定子的纵向振动和扭转振动ꎬ在纵向振动和扭转

振动共同作用使定子顶端面任一质点作椭圆运动ꎬ驱动转

子旋转运动ꎬ实现输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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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纵扭复合型超声电机的夹心式

换能器结构定子示意图

赵衡兵等[４３] 从大转矩入手ꎬ研制的一台直径为

Φ８０ ｍｍ的纵扭复合型超声电机ꎬ其空载转速为 １２ ｒ / ｍｉｎꎬ
最大堵转转矩达到 １３ Ｎｍꎮ 杨淋等[４４]研制一种双转子

纵扭复合型超声电机ꎬ电机的空载转速为 ５３ ｒ / ｍｉｎꎬ堵转

转矩达到 １.２８ Ｎｍꎬ最高效率为 １４％ꎬ最大输出功率为

３.５５ Ｗꎮ ＹＡＮＧ Ｌ等[４５]研制了一种贴片式的纵扭复合型

超声电机ꎬ如图 １０所示ꎮ 该电机通过一阶纵向振动和二

阶扭转振动复合实现驱动转子的旋转运动ꎬ最高空载转速

为４０５ ｒ / ｍｉｎꎬ堵转转矩为 ２０ ｍＮｍꎮ

图 １０　 贴片式的纵扭复合型超声电机

３　 结语

超声电机的工作原理独特ꎬ并且压电陶瓷的极化和激

励具有多样性ꎬ振子的振动模式也具有多样性ꎬ因而可以

组合构造出多种不同结构形式以及结构灵活的超声电机ꎮ
在国外ꎬ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超声电机已经实现产业

化ꎬ并有成熟产品用于照相机、精密定位平台、航天等高新

科技领域ꎮ 近年来ꎬ我国超声电机技术发展迅速ꎬ在科学

理论和应用层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ꎬ处于世界的先

进水平ꎮ 从当前的研究进展来看ꎬ随着精密工程、医疗器

械及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对微小型电机的需求越来

越多ꎬ今后可考虑在高位移精度的直线型超声电机、大转

矩质量比的高性能旋转型超声电机等发展方向开展重点

研究ꎮ 相信经过产业化、商品化研制ꎬ超声电机将会广泛

应用在精密机械装备、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监控探测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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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ꎬ对人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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