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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就工程中的振动问题所涉及的传统工程领域和新兴的工程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领域

和研究趋势进行综述,但由于工程振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由于新兴工程领域的不断涌现,这实际上是

一个很大的话题,用较小的篇幅恐怕很难总结得准确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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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虽然许多现代科学技术均源于生活,但其发展

却是伴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壮大．机械振

动理论也不例外,根据文献[１],早在公元前４０００
年,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可能也包括埃及人就开

始关注乐器中的振动发声问题,但真正形成一门独

立的学科却是近代工业技术发展的产物．尤其是上

个世纪上半叶随着汽车工业、土木工程、航天工程

等的发展,工程中的振动问题也愈发凸显,因而极

大地加速了振动理论的发展．虽然到目前为止,振

动理论已日臻完善,但由于工程振动问题的复杂

性,仍有许多工程中的振动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２,３]．也正是由于工程中会不断涌现新的振动

问题,才促进了振动理论的不断发展．

２０２１年十月,河北工业大学承办了第１４届全

国振动理论及应用学术会议,并遴选部分论文在

«动力学与控制学报»出版专刊,重点刊发与工程领

域中的振动及其控制问题相关的优秀研究成果．本

文将结合当前的前沿技术和研究领域,就工程中的

振动及其控制问题作一简要总结．虽然作者力图能

够囊括所有工程领域中的振动问题,但由于新的工

程领域也是在不断涌现,再加之不同的工程领域之

间可能会有交叉的部分,因此未必全面或准确,所

以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１　几个典型的传统振动工程领域

几乎在所有的工程领域都有振动问题,正是由

于人们在各种工程实践活动中,不断发现新的振动

现象,并不断地解决它们,才使得振动理论不断地

发展和完善．以下是振动问题涉及的几个比较典型

的传统工程领域．

１．１　航空与航天工程领域

包括机翼颤振问题、飞机起落架的振动问题、

航天器的姿态动力学问题以及展开机构的动力学

问题、运载火箭在发射台点火时的低频抖动问题和

上升过程中气动力引起的剧烈振动问题、航空发动

机转子系统的振动等[２]．

１．２　船舰工程领域

来自船舶主机、螺旋桨和波浪的激励引起的船

舶整体或局部的振动不仅会使舒适性大大下降,还

会严重影响整体或局部结构的疲劳寿命以及船上

仪器或仪表的正常工作．军用舰艇的振动会严重影

响其声隐身品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设

计之初就考虑舰船的减振隔振问题早已成为必

然[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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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车辆工程领域

汽车发动机的振动、转向系统的振动、车身的

振动等以及高速铁路列车和磁悬浮列车车身的振

动等不仅会直接影响乘坐的舒适性,有时甚至会引

起严重的运行事故,乃至危机乘员的安全．车辆的

运行品质都是由其各种动态性能决定的[４]．
１．４　结构与桥梁工程领域

随着高耸结构的高度以及桥梁跨度的越来越

大,其风致振动问题已非常普遍;桥梁在运动荷载

作用下振动问题、海洋钻井平台在风浪载荷作用下

的振动问题以及大型石油储罐的地震响应问题都

是设计和施工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５,６]．
１．５　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领域

各种机械加工设备如机床、轧机中的振动问

题,不仅会严重影响加工效率,而且也会严重影响

加工质量．机床的动态性能是机床加工性能的重要

指标之一．机械加工设备的振动与控制问题既可以

是针对整机的,也可以是针对局部的,如刀具的颤

振、传动系统的扭转振动等[７]．
１．６　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

传统的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的振动问题涉及

采煤机的振动问题、油气钻井过程中钻杆的振动问

题、燃气轮机转子和叶片的振动问题,覆冰高压输

电线路的舞动等．采煤机和油气井钻杆的振动不仅

会严重影响钻进的效率,甚至还会引起钻具的损

坏．燃汽轮机的机组故障大多数跟其转子和叶片的

振动有关．严重的覆冰输电线路舞动甚至可能导致

杆塔结构的破坏[８]．
１．７　 振动利用工程领域

工程领域振动利用的例子很多,如振动筛分、

振动打桩、振动夯实、振动抛光、振动破碎、辅助振

动加工等．为保证振动机械的高品质运行,必须基

于对其动力学性能的理论分析、仿真或实验,对其

进行优化设计．东北大学闻邦椿院士及其团队成员

的专著«振动利用工程»就工程领域的振动利用问

题涉及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９]．
１．８　冲击与防护工程领域

为抵抗杀伤武器破坏而构筑的各种防护工程,
会承受超强的冲击和爆炸载荷,此外还可能要求具

有一定的防核、防化学、防生物武器和防火、防潮功

能．各种复合材料、超材料、多胞轻质材料和仿生材

料结构在防护工程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此外借助新的设计理念(例如功能梯度、多层

级、负泊松比等)、制造技术和优化方法,使人们开

始主动而有效地提高材料的能量吸收特性和结构

的抗冲击能力．

２　围绕工程中的振动问题形成的若干研究领域

随着人们对工程领域中的振动问题的认识不

断深入,振动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从而

形成了如下若干与工程中的振动问题相关的相对

独立的专门研究领域．显然,以下所列各个研究领

域之间极可能会有交叉．
２．１　多体动力学问题

多体动力学问题在航天领域、机器人领域广泛

存在．传统的多体动力学问题实为多刚体动力学问

题,目前已发展成为刚Ｇ柔耦合多体动力学问题,因
为诸如软体机器人,航天器的展开机构等柔性体的

变形是非常显著的[１０]．
２．２　多场耦合动力学问题

虽然大多数工程领域的振动问题均属于传统

的力载荷引起的动力学问题,但在许多工程领域,
温度效应、电磁效应等对系统动力学行为的影响也

是不容忽视,从而成为力Ｇ热Ｇ电耦合系统,这也正

是工程领域振动问题复杂性表现之一[１１]．
２．３　多尺度耦合动力学问题

以球磨机的振动问题为例,在对其整个系统进

行动力学分析与设计时,筒体、颗粒、粉体等对象的

几何尺度相差甚远;在讨论输电线的舞动和石油钻

井系统的振动时,塔架和导线的几何尺度以及钻杆

和井架的几何尺度也都相差很大．复杂工程系统中

不同几何尺度的研究对象之间耦合的强弱直接决

定了多尺度耦合动力学问题求解的难易．
２．４　流固耦合动力学问题

流固耦合动力学问题在工程中广泛存在,除了

我们熟悉的桥梁工程和海洋工程,液压管路和空调

管路的振动问题,水下航行器舵系统和风力机柔塔

的振动问题,大型石油储罐的地震响问题等也都是

典型的流固耦合问题[１２]．
２．５　快慢变耦合动力学问题和时滞动力学问题

快慢变耦合动力学问题是指系统的动力学模

型中某些量随时间变化得较快,而另外一些量随时

间变化得较慢;时滞动力学问题是指系统的控制微

分方程中含有时滞,时滞动力学系统的相空间本质

上是无限维的．这两类动力学问题在工程领域也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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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出现,前者的典型代表是绳系卫星系统,后者

的典型代表是主动控制系统．
２．６　非线性动力学问题

理论上说,工程领域的动力学问题本质上都是

非线性的．以简单的钻削过程为例,切削力却是进

给速度、钻压和旋转速度等诸多因素的复杂非线性

函数．人们熟知的洛伦兹系统虽然其非线性形式并

不复杂,却通过它发现了混沌现象．振动系统的非

线性虽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在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时还是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２．７　随机动力学问题

工程中的许多动力学问题都具有随机性,如大

气湍流引起的飞机抖振、喷气噪声引起的飞行器表

面结构声疲劳及火箭推进的运载工具有效负载的

可靠性等．浙江大学朱位秋院士及其团队在随机动

力学与控制的理论研究方面,一直以来在国际学

术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并在有些方向上起到了引

领作用[２３]．
２．８　不连续系统与冲击动力学问题

工程中的许多动力学问题都具有不连续性,这
种不连续性往往是由结构的不连续而引起的不同

边界条件而引起的,处理这类不连续系统时由于要

满足在共同边界上的连续性,所以处理起来会复杂

很多,尤其是当在不同的域内系统均表现为非线性

时．冲击动力学研究材料或结构在短时快速变化的

冲击载荷作用下产生波动(应力波传播),并使固体

材料产生运动、变形和破坏的规律．在多尺度框架

下以更全面的视角研究材料Ｇ结构Ｇ性能的内在规

律已成为推动冲击动力学继续发展的一个强大的

新趋势．

３　若干新兴振动工程领域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涌现了一些新兴行业

(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以及对传统产品提出了更高

的质量要求(空调噪声的降低等),为此,若干新兴

振动工程问题随之出现,通过大量的国内研究文献

调研,发现目前新兴振动工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以下八个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３．１　工程机械领域

随着我国城市立体化建设的加快布局和发展,
一些新兴的工程机械设备涌现,其振动问题也引起

大量学者的关注,其中作为一种功能高度集成化且

智能化的大型基建工程装备,盾构机被普遍地使用

于地铁及各种类型隧道和隧洞的建设施工中．学者

们主要在盾构机主轴承上开展了振动问题研究,建
立了其运动微分方程[１３~１５],探究了结构和作业参

数对轴承动态特性的影响规律[１６~１９],研究成果为

盾构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３．２　工业与医疗机器人领域

作为自动化生产线中必不可少的核心装备,工
业机器人及其控制技术的改进与应用是推动我国

智能制造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近年来,工
业机器人以其成本低、灵活性强、占用空间小等优

点,正在普遍应用于汽车制造、电子电器、食品、化
工、航空制造等行业,具体的振动与控制研究集中

于机器 人 焊 接[２０]、机 器 人 搬 运[２１,２２]、机 器 人 分

拣[２３]、机器人制孔[２４]、机器人打磨与抛光[２５]等．如
何解决机器人低精度、弱刚性与高精度高效率切削

加工 之 间 的 矛 盾,是 国 内 外 学 者 们 的 研 究 热

点[２６,２７]．
３．３　无人驾驶领域

无人机技术是近现代航空航天先进科研技术

的热点话题[２８],也是实现空中作业机械化全覆盖

的起点,起初无人机技术主要服务于军方在作战区

域环境监测、卫星气象监测、消防灭火、物资运送、
缉毒缉私、边境线巡查等领域[２９]．“８６３计划”推行

后,为促进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创新,国家逐步向民

用开放无人机技术,工业无人机、农业无人机等迎

来了井喷式增长[３０]．目前．无人机可以在日常情况

下协助人类或在危险环境中代替人类完成工作:在
面对新冠肺炎等疫情中,作业型旋翼无人机可以进

行物资运输以大大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频率;在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作业型旋翼无人机可以进入

危险区域进行灭火、拆爆等操作以有效降低人员伤

亡．因此,作业型旋翼无人机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

前景．
３．４　新能源领域

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目标的早日

实现,可持续能源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

海上能源,包括波浪发电和风力发电,此些能量收

集的核心机理是将动能转化成电能,为此,其运动

模式是学者所关注的焦点,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
括波浪能振动能量收集的振动问题[３１Ｇ３３]、风力发电

机的振动问题[３４Ｇ３６]以及其他振动能量收集器的振

动问题[３７,３８],提出相应能量振动收集器的设计方

法,以上研究为海洋可持续能源的收集奠定了理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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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促进我国能源向多方面发展．
３．５　家用电器领域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家电的品质以及

作业要求有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最主要是的家电运

行中带来的噪声振动,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和人们

的生活,为此,一些学者此方面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建立了波轮洗衣机刹车制动振动模型[３９]、滚筒洗

衣机同步电机运行机制[４０]以及暖通空调管道振动

模型[４１]．提出相应的振动噪声控制方法,支撑了现

代化家电品质的提升．
３．６　特种设备(装备)领域

特种设备一直支撑了我国关键行业的发展,其
振动问题一直备受学者的关注,如何精准有效建立

特种设备的动力学模型,分析其振动特性,提高其

作业精度和效率,是国内特种行业研究人员的目

标．诸如电梯振动问题的探析、索道非线性动力分

析 与 振 动 控 制[４２Ｇ４４]、核 电 装 备 的 振 动 问 题 分

析[４５,４６]以及粒子富集与运输过程中的振动问题分

析[４７]．以上特种设备的振动问题将持续牵引了国内

学者的研究方向,也是从事一些关键领域学者的重

点突破对象．
３．７　微机械(机电)系统领域

微机械(机电)系统是一种对晶体材料进行微

纳加工,使其具有特定的机械性能后集成到电子电

路的工业技术,它的操作范围在微米尺度内．随着

我国向自主创新型国家的进程进一步深化,微机械

(机电)系统已经被成熟应用到通讯、消费类电子产

品、交通、医疗等领域．特别是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

快速发展,微机械(机电)系统在大数据时代的物联

网系统中作为高灵敏传感器在实现对目标物的声、
光、热、电、力学、化学、生物、位置等各种需要的信

息的实时采集和监控中扮演了关键角色[４８Ｇ５０]．其
中,陀螺仪作为微机械(机电)系统的一种核心设

备,在物体姿态控制和物体导航定位等领域有重要

的作用．微机械陀螺仪具有功耗低、成本低、小尺

寸、抗过载能力强、动态范围大、可集成化等优点在

工业控制领域、在如此广泛的市场中,研究和发展

微机械(机电)系统陀螺仪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

究方向[５１Ｇ５３]．
３．８　增材制造领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制造中越来

越注重运用具有优良性能的材料,同时材料的发展

也逐渐成为了一个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５４]．然而,

增材制造技术是基于离散与堆积原理,并汇聚了计

算机软件、高能束、机械、材料、控制等多门学科知

识,通过“分层制造、逐层叠加”的方式,以材料“自
下而上”的逐层堆积而实现的加法制造工艺,成为

极具发展潜力和研究价值的增材制造技术[５５],其
动力学问题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５６]．
３．９　兵器领域

陆军武器涉及的振动问题包括火炮发射动力

学问题、与越野性能直接相关的轮式及履带式装甲

战斗车辆的动力学问题等;海军武器涉及的振动问

题虽然与一般船舰的动力学问题有共性之处,但像

两栖战舰、航空母舰这类特殊装备显然又具有其独

特的动力学性能要求;空军武器涉及的振动问题包

括战斗机、直升机、加油机及其它机种的飞行动力

学问题．
３．１０　生物力学及仿生领域

虽然现代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人们却

发现自然界中许多昆虫和鸟类所具备的本领却是

人类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各种生物力学问题和仿生

技术应运而生．蜂鸟为什么能长时间停在空中,与
其扇动翅膀的频率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典型的

生物力学中的振动问题．借助于仿生设计,我国的

科研人员也已经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结果．例如

由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六爪

章鱼＂救援机器人２０１３年就进行了载人试验．人们

对仿生产品的终极追求主要体现在其机动性,即当

外界环境因素发生变化时,能够快速稳定地作出反

应．

４　研究趋势

由于工程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新的工程领域和

新的振动问题会不断涌现,所以必然会导致研究的

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利用前沿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解

决工程中的振动问题成为必然趋势．目前研究工程

领域中的复杂振动问题时,可能涉及的新技术或新

概念如下．
４．１　与先进测量技术的结合

对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如高温高压、超大型结

构,很难利用传统的表面接触传感器或者近距离非

接触传感器实现振动测试．利用计算机视觉图像技

术、多普勒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遥测技术、光纤光

栅传感技术,甚至利用无人机作为测量载体,是重

要的发展趋势[５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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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

近年来,在数字经济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人
工智能发展迅速,并与多种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工程中的各类复杂的动力学

与控制问题将是其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工程中动

力学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参数的不确定性、时变性

等,这正是基于实时感知并实时反馈的人工智能技

术的用武之地[５８]．
４．３　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数据驱动建模和数字孪生

技术已在学术界和各个工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
解决工程领域的复杂动力学与控制问题时,利用数

据驱动和数字孪生技术对复杂的系统进行动力学

建模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５９]．
４．４　与先进控制技术的结合

在现代工程技术领域,复杂动力学系统(如机

器人、机组编队、工业过程)的控制问题变得越来越

突出,控制技术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鉴于工程

问题的复杂性,真实系统的准确描述并非易事,由
于被动控制的局限性,先进的主动控制技术越发受

到重视[６０]．
４．５　与先进动态数据处理技术的结合

多普勒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遥测技术对于信

号的处理提出了更好的要求,怎样把有用的信息从

复杂的回波中提取出来是很重要的．对于多种传感

数据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每一种传感器和测试方

式都有其特定的优势和缺点,数据融合可以实现优

势互补,呈现出更完整的系统振动的信息[６１]．
４．６　与先进数值计算(仿真)技术的结合

对于现代工程技术领域经常出现的多物理场

耦合、刚柔耦合、多尺度耦合等复杂的动力学问题,
先进的数值计算和仿真技术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针对工程中的复杂动力学问题的实验成本高昂,一
旦理论分析陷入僵局,数值计算无疑是最佳选择．
４．７　与先进材料技术的结合

经过专门设计的各种复合材料、超材料、多胞

轻质材料和仿生材料,具备天然材料所没有的超常

物理性质．通过人为的结构设计,调控材料的声学

和振动激励响应特性,可以实现在不同介质或特定

边界条件下的振动和噪声传播特性,从而成为符合

复杂振动和低频噪声控制要求的新型材料[６２]．
４．８　与先进的设计理念的结合

许多先进的设计理念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接受,

并在工程上得到了应用,如准零刚度、功能梯度、负
泊松比,多胞结构等．这些先进的设计理念应用于

工程领域可能颠覆人们的认知,并在解决工程实际

中的动力学与控制问题发挥重要作用[８４]．

５　结论

本文力图就各类传统的和新兴的工程领域中

的振动问题进行总结,包括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以及

研究趋势,但由于工程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工程中的

新问题会不断涌现,所以总结未必全面和准确．尤
其是如何利用各类新技术新方法解决工程中的振

动问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参　考　文　献

１ Rao,SS,李欣业,杨理诚译．机械振动(第５版)．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RaoSS,LiXY,YangL
C,trans． Mechanical vibrations (５th Edition) ．
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２０１６(in ChiＧ
nese))

２ 屈美娇．航空发动机整机结构系统耦合振动及其智能

优化研究．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８(QU MJ．
Researchoncoupledvibrationofwholeaeroengine
structuresystemanditsintelligentoptimization．NanＧ

jing:Nanjing 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 AstroＧ
nautics,２０１８(inChinese))

３ 欧礼坚．船舶螺旋桨及推进装置故障诊断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２０１０(OuLJ．ReＧ
searchandapplicationofmarinepropellerandpropulＧ
siondevicefaultdiagnosiskeytechniques．Guangzhou:

Sou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２０１０(inChiＧ
nese))

４ 李韶华,王伟达．车辆动力学与控制研究进展．动力学

与控制学报,２０２１,１９(３):１~４ (LiShaohua,Wang
Weida．ResearchadvanceinvehicledynamicsandconＧ
trol．Journalof Dynamicsand Control,２０２１,１９
(３):１~４(inChinese))

５ 解晴宇．桥梁自适应支座振动控制及车桥耦合系统振

动控制研究 ．石家庄:石家庄铁道大学,２０２２(XieQ
Y．Researchonvibrationcontrolofbridgeadaptive
bearing and vehicleＧbridge coupling system．ShijiＧ
azhuang: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２０２２(in
Chinese))

６ «中国公路学报»编辑部．中国桥梁工程学术研究综述

２０２１．中国公路学报,２０２１,３４(０２):１~９７(EditoＧ
rialDepartmentof ChinaJournalof Highway and
Transport．ReviewonChina’sBridgeEngineeringReＧ

５



动　力　学　与　控　制　学　报 ２０２２年第２０卷

search:２０２１．ChinaJournalofHighwayandTransＧ

port,２０２１,３４(０２):１~９７(inChinese))

７ 杨志军．机械制造系统物流驱动机理的动力学研究．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２０１８(YangZJ．DynamicsreＧ

searchonlogisticsdriving mechanism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system．Wuhan:Wuhan Universityof

Technology,２０１８(inChinese))

８ 高德利,王宴滨．深水钻井管柱力学与设计控制技术

研究新进展．石油科 学 通 报,２０１６,１(０１):６１~８０
(GaoDL,WangYB．Progressintubularmechanics

anddesigncontroltechniquesfordeepＧwaterdrilling．

PetroleumScienceBulletin,２０１６,０１:６１~８０(inChiＧ

nese))

９ 田强,刘铖,李培,等．多柔体系统动力学研究进展与

挑战．动力学与控制学报,２０１７,１５(５):３９５~４０５(

Tianqiang,LiuCheng,LiPei,etal．Advancesand

challengesindynamicsofflexiblemultibodysystems．

JournalofDynamicsandControl,２０１７,１５(５):３９５

~４０５(inChinese)

１０ 陈锐搏．含间隙旋转铰机构的多体动力学研究．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２０２１(ChenRB．StudyonmultiＧbody
dynamicsofrevolutejointmechanism withclearance．

Kunming:Kunm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Ｇ

ogy,２０２１(inChinese))

１１ 邹学锋,潘凯,燕群,郭定文,刘小川．多场耦合环境下

高超声速飞行器结构动强度问题综述 ．航空科学技

术,２０２０,３１(１２):３~１５(ZouXF,PanK,YanQ,et

al．Overviewofdynamicstrengthofhypersonicvehicle

structurein multiＧfieldcouplingenvironment．AeroＧ
nauticalScience& Technology,２０２０,３１(１２):３~１５
(inChinese))

１２ 苟兴宇,马兴瑞,黄怀德．流固耦合动力学与航天工程

中的流Ｇ固Ｇ控耦合问题．航天器工程,１９９６(０４):１~

１４．(GouX Y,MaX R,Huang H D,etal．Fluid

structurecouplingdynamicsandfluidstructurecontrol

couplingproblemsinaerospaceengineering．SpaceＧ
craftEngineering,１９９６(０４):１~１４．(inChinese))

１３ 田晶,王志,张凤玲,等．中介轴承外圈故障动力学建

模及仿真分析．推进技术,２０１９,４０(０３):６６０~６６６
(TianJ,WangZ,ZhangFL,etal．Dynamicmodeling
andsimulationanalysisonouterracefaultofinterＧ

shaft bearing．Journal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２０１９,４０(０３):６６０~６６６(inChinese))

１４ 李志农,李云龙,任帅,等．局部点蚀故障滚动体的

滚动轴承动力学模型研宄 ．振动工程学报,２０２０,３３
(０３):５９７~６０３(LiZN,LiYL,RenS,etal．Research
ondynamicmodelofrollingbearingwithlocalpitting
faultinrollingbearingelement．JournalofVibration
Engineering,２０２０,３３(０３):５９７~６０３(inChinese))

１５ 王震,杨正伟,何浩浩,等．非规则轴承故障的动力学

建模与仿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７(０８):

１５８０~１５９３(WangZ,YangZ W,HeH H,etal．DyＧ

namic modelingandsimulationofirregularbearing
failure．JournalofBei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
andAstronautics,２０２１,４７(０８):１５８０~１５９３(inChiＧ

nese))

１６ 李同杰,朱如鹏,鲍和云,等．行星齿轮系扭转非线

性振动建模与运动分岔 特 性 研 宄．机 械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１,４７(２１):７６~８３(LiTJ,ZhuRP,BaoHY,etal．

Nonlineartorsionalvibrationmodelingandbifurcation

characteristicstudyofaplanetarygeartrain．Journal
ofMechanicalEngineering,２０１１,４７(２１):７６~８３(in

Chinese))

１７ 肖正明,秦大同,尹志宏．多级行星齿轮系统耦合动

力学分析与试验研究．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４８(２３):

５１~５８(XiaoZ M,QinD T,YinZ H．MultiＧstage

planetarygearsdynamiccouplinganalysisandexperiＧ

mentalinvestigation．JournalofMechanicalEngineerＧ
ing,２０１２,４８(２３):５１~５８(inChinese))

１８ 雷亚国,罗希,刘宗尧,等．行星轮系动力学新模型

及其故障 响 应 特 性 研 究．机 械 工 程 学 报,２０１６,５２
(１３):１１１~１２２(LeiYG,LuoX,LiuZL,etal．ANew

dynamicmodelofplanetarygearsetsandresearchon

faultresponsecharacteristics．Journal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２０１６,５２(１３):１１１~１２２(inChinese))

１９ 杨文广,蒋东翔．行星齿轮典型断齿故障的动力学仿

真．振动．测试与诊断,２０１７,３７(０４):７５６~７６２＋８４４
(YangW G,JiangDX．Studyofthedynamicsofthe

planetarygearwithtypicaltoothbreakfaults．Journal
of Vibration,Measurement & Diagnosis,２０１７,３７
(０４):７５６~７６２＋８４４(inChinese))

２０ 周泽云．标准节主弦杆机器人焊接工作站的设计与运

动仿真分析．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２０２２(ZhouZ

Y．Designand motionsimulationanalysisofarobot

weldingworkstationfor mainchordbarofstandard

section．Changsha:CentralSouthUniversityofForestＧ

ry& Technology,２０２２(inChinese))

２１ 李想．新型直驱式晶圆搬运机器人的关键技术研究．
上海:东华大学,２０２２(LiX．ResearchonkeytechnolＧ

ogiesofa new directＧdrive wafer handling robot．

Shanghai:DonghuaUniversity,２０２２(inChinese))

２２ 杨轶焬．六关节搬运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广州:广东工业大学,２０２１(YangY X．Researchand

developmentofcontrolsystemforsixＧjointhandling
robot．Guangzhou:GuangdongUniversityofTechnolＧ
ogy,２０２１(inChinese))

２３ 韦志文．基于机器视觉的分拣机器人设计与研究．淮

南:安徽理工大学,２０２２(WeiZ W．DesignandreＧ

６



第６期 李欣业等:工程中的振动问题的研究进展

searchofsortingrobotbasedonmachinevision．HuaＧ
inan:AnhuiUniversityofScienceand Technology,

２０２２(inChinese))

２４ 董松,郑侃,孟丹,廖文和,孙连军．大型复杂构件机

器人制孔技术研究进展．航空学报,２０２２,４３(０５):３１

~４８＋２(DongS,ZhengK,MengD,etal．Robotic

drillingoflargecomplexcomponents:Areview．Acta
AeronauticaetAstronauticaSinica,２０２２,４３(０５):３１

~４８＋２(inChinese))

２５ 周子杰．磨抛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结构设计与柔顺控制

技术研究．广州:广州大学,２０２２(ZhouZJ．Research

onstructuredesignandcompliancecontroltechnology
ofendeffectorofpolishingrobot．Guangzhou:GuangＧ

zhouUniversity,２０２２)

２６ 陈齐志．工业机器人铣削系统颤振分析与加工精度提

升方法研究．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２２(ChenQZ．ReＧ

searchonchatteranalysisandmachiningaccuracyimＧ

provementmethodofindustrialroboticmillingsystem．

Jinan:ShandongUniversity,２０２２(inChinese))

２７ 李琳,古智超,张铁．结合机器人柔体动力学和关节

力矩反馈的振动控制．振动与冲击,２０２２,４１(１１):２３５

~２４４(LiL,GuZC,ZhangT．VibrationcontrolofroＧ

bottocombineflexiblebodydynamicsandjointtorque

feedback．JournalofVibrationandShock,２０２２,４１
(１１):２３５~２４４(inChinese))

２８ IdrissiM,SalamiM,AnnazF．Areviewofquadrotor

unmannedaerialvehicles:applications,architectural

designandcontrolalgorithms．JournalofIntelligent
&RoboticSystems,２０２２,１０４(２):２２

２９ 杨斌,何玉庆,韩建达,等．作业型飞行机器人研究

现状与展望 ．机器人,２０１５,３７(５):６２８~６４０(Yang
B,HeYQ,HanJD,etal．Surveyonaerialmanipulator

systems．Robot,２０１５,３７(５):６２８~６４０(inChinese))

３０ 李垚．重载四旋翼无人机机架结构设计及稳定性分

析．沈阳:沈阳工业大学,２０２２(LiY．Structuraldesign

andstabilityanalysisofheavydutyfourrotorUAV

frame．Shenyang:Sheny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

２０２２(inChinese))

３１ 焦冲,邓华夏,马孟超,钟翔．针对波浪能收集的多

模态振动能量收集器．实验力学,２０２２,３７(０２):１５２~

１６０(JiaoC,DengHX,MaMC,ZhongX．MultiＧmodal

vibrationenergyharvesterforwaveenergyharvesting．

JournalofExperimentalMechanics,２０２２,３７(０２):

１５２~１６０(inChinese))

３２ 亓有超,赵俊青,张弛．微纳振动能量收集器研究现

状与展望．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２０,５６(１３):１~１５(QiY
C,ZhaoJQ,ZhangC．ReviewandprospectofmicroＧ

nanovibrationenergyharvesters．JournalofMechaniＧ
calEngineering,２０２０,５６(１３):１~１５(inChinese))

３３ 冯武卫,郭磊．波浪能压电式宽频振动能量采集装置

的优化研究．机械设计与制造工程,２０２０,４９(１１):９６

~１００(FengW W,GuoL．Theoptimizationdesignof

vibrationenergyacquisitiondevicewithoceanwaveenＧ

ergy piezoelectric broadband．Machin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Engineering,２０２０,４９(１１):９６~１００
(inChinese))

３４ 张存,沈意平,阳雪兵,杨波,时彧．气隙偏心下永磁风

力发电机定子电磁振动特性分析．电机与控制应用,

２０２２,４９(０４):５３~５９(ZhangC,ShenYP,YangXB,

etal．Electromagneticvibrationcharacteristicsanalysis

ofpermanentmagnetwindgeneratorunderairgapecＧ

centricity．ElectricMachinesandControlApplication,

２０２２,４９(０４):５３~５９(inChinese))

３５ 关新,牛阔,赵建,陈国一．风力机舱体启停过程中

的振动特性研究．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１,１７(０３):８~１２(GuanX,NiuK,ZhaoJ,etal．

StudyonvibrationcharacteristicsofwindturbinecabiＧ

netduringstartandstop．JournalofShenyangInstiＧ
tuteof Engineering (NaturalScience),２０２１,１７
(０３):８~１２(inChinese))

３６ 易园园,轩亮,谭昕,鲁迪,刘长钊．风力发电机传动

系统固有振动特性研究．机电产品开发与创新,２０２０,

３３(０４):６４~６７(YiYY,XuanL,TanX,etal．Natural

vibrationpropertiesofawind＇turbinedrivetrain．DevelＧ
opment & Innovationof Machinery & Electrical
Products,２０２０,３３(０４):６４~６７(inChinese))

３７ 郭奇雨．面向海洋浮标的波浪能收集器研究．苏州:苏

州大学,２０１９(GuoQY．StudyonthebluewaveenerＧ

gy harvestertowardsthe ocean buoy applications．

Suzhou:SuzhouUniversity,２０１９(inChinese))

３８ 张树青．固定方位式海洋监测浮标能量收集装置的设

计与研究．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１８(ZhangShuqing．DeＧ

signandresearchonenergycollectingdeviceofdirecＧ

tionalmarine monitoringbuoys．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２０１８(inChinese))

３９ 江黎,吴云贵,凌志东．波轮洗衣机刹车制动振动性能

研究．日用电器,２０２２(０８):１０５~１０８(JiangL,WuY

G,LingZD．Thebrakevibrationperformanceresearch

oftoploading washing machine．Electrical AppliＧ
ances,２０２２(０８):１０５~１０８(inChinese))

４０ 顾超林,周福昌,项红荧．滚筒洗衣机振动噪声问题解

析//．２０１４年中国家用电器技术大会论文集．２０１４:

４１１~４１６(GuCL,ZhouFC,XiangH Y．Analysisof

drumwashingmachinevibrationandnoiseproblem//．

Proceedingsof２０１４ChinaHomeApplianceTechnoloＧ

gyConference,２０１４:４１１~４１６(inChinese))

４１ 解宇辰．建筑暖通设计中噪声与振动通病的防治研究．
房地产世界,２０２２(１１):４３~４５ (XieYC．Studyon

７



动　力　学　与　控　制　学　报 ２０２２年第２０卷

preventionofcommonnoiseandvibrationproblemsin
buildinghvacdesign．RealEstateWorld,２０２２(１１):４３

~４５(inChinese))

４２ 薛浩．车辆—柔性索道桥非线性动力分析与振动控制

研究．武汉:武汉理工大学,２０１９(XueH．Nonlinear

dynamicanalysisandvibrationcontrolresearchofveＧ

hicleＧflexiblecablewaybridge．Wuhan:WuhanUniverＧ

sityofTechnology,２０１９(inChinese))

４３ 蓝丽姗．架空吊运索道作业过程的振动建模研究．福

州:福建农林大学,２０１７(LanLS．Studyonvibration

modelingofaerialropewayoperation．Fuzhou:Fujian

Agricultureand Forestry University,２０１７(in ChiＧ

nese))

４４ 顾晓龙．脱挂索道线路结构布置优化设计．重庆:重庆

大学,２０１４(GuXL．Theoptimizationdesignforcircuit

layoutofdetachableropeway．Chongqing:Chongqing
University,２０１４(inChinese))

４５ 付江永,魏文斌,刘明利,王岳辉．核电厂立式泵电机

多故障耦合振动问题的处理．核动力工程,２０２０,４１
(０３):２１７~２２０(FuJY,WeiW B,LiuM L,WangY

H．Vibrationfaultdiagnosisandtreatmentofvertical

longshaftpumpmotorinnuclearpowerplants．NucleＧ
arPowerEngineering,２０２０,４１(０３):２１７~２２０(in

Chinese))

４６ 严颖第,王小信．百万千瓦级核电厂汽水分离再热器

疏水管线振动问题分析．中国核电,２０１９,１２(０２):１９１

~１９４(YanYD,WangXX．Analysisonvibrationof

steam waterseparatorandreheatingdrainpipeina

１０００MWnuclearpowerplant．ChinaNuclearPower,

２０１９,１２(０２):１９１~１９４(inChinese))

４７ 阮慧敏．基于银纳米粒子和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粒子

的CTCs捕获、富集、检测和释放．宁波:中国科学院大

学(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２０１８
(RuanH M．SilvernanoparticlesandsuperＧparamagＧ

neticironoxidenanoparticlesforcapture,enrichment,

detectionandreleaseofCTCs．Ningbo:Universityof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NingboInstituteofMaＧ

terialsTechnologyandEngineering,ChineseAcademy
ofSciences),２０１８(inChinese))

４８ 罗雯耀．微机械谐振器的模态耦合及非线性行为研

究．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２１(LuoW Y．Modecoupling
andnonlinearbehaviorsofmicromechanicalresonators．

Jinan:ShandongUniversity,２０２１(inChinese))

４９ 张文豪．基于面向微机械电子技术的自动化测量传感

器设计 研 究．电 子 测 试,２０２２,３６(０２):１２１~１２２
(Zhang W H．Researchonthedesignofautomatic
measurementsensorbasedonorientedmicroＧmechaniＧ

cal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Electronic Testing,

２０２２,３６(０２):１２１~１２２(inChinese))

５０ 杨立光,马文锁,高飞,李继锋,邓明,刘昭林,马磊,孟

鸿超．表面凹槽织构微机械加工及其摩擦学性能研究．
工具技术,２０２１,５５(１２):７３~７６(YangLG ,MaW

S,GaoF,LiJF ,etal．Studyontribologicalproperties

ofgroove＇textureinsurfacemicromaching．ToolEngiＧ
neering,２０２１,５５(１２):７３~７６(inChinese))

５１ 姜珊,张伟．载体驱动微机械陀螺仪结构优化及性能

仿真．传感器世界,２０２２,２８(０８):１０~１６ (JiangS,

ZhangW．StructuraloptimizationandperformancesimＧ

ulation of carrierＧdriven micromachined gyroscope．

SensorWorld,２０２２,２８(０８):１０~１６(inChinese))

５２ 杜晓辉,刘帅,朱敏杰,刘丹,孙克,王凌云,占瞻,路文

一．微机械陀螺仪零偏稳定性的温度响应测试评价．
仪表技术与传感器,２０２２(０６):１２~１７＋２２(DuX H,

LiuS,ZhuMJ,etal．TemperatureresponsetestandeＧ

valuationofzeroＧbiasstabilityforMEMSgyroscope．

InstrumentTechniqueandSensor,２０２２(０６):１２~１７＋

２２(inChinese))

５３ 邢博文．硅微机械陀螺仪高过载动态响应研究．上海:

东南大学,２０１９．(XingBW．Overloaddynamicresponse

ofsiliconmicroＧmachinedgyroscope．Shanghai:SouthＧ

eastUniversity,２０１９(inChinese))

５４ 陈辉,闫文韬．激光选区熔化增材制造中的粉体热动

力学 行 为．力 学 学 报,２０２１,５３(１２):３２０６~３２１６
(ChenH,YanW T．DynamicbehavioursofpowderparＧ

ticlesinselectivelasermeltingadditivemanufacturing．

ChineseJoumalofTheoreticalandAppliedMechanＧ
ics,２０２１,５３(１２):３２０６~３２１６(inChinese))

５５ 南文光,顾益青,MojtabaGhadiri．增材制造中金属粉

末卡塞 动 力 学 离 散 元 模 拟 研 究．工 程 热 物 理 学 报,

２０２２,４３(０５):１２６０~１２６６(NanW G,GuYQ,MojtaＧ

ba G ．Discreteelementsimulationof metalpowder

spreadinginadditivemanufacturing．JournalofEngiＧ
neeringThermophysics,２０２２,４３(０５):１２６０~１２６６(in

Chinese))

５６ 顾冬冬,马成龙,夏木建,戴冬华,石齐民．激光增材

制造 的 热 力 学 和 动 力 学 多 尺 度 理 解．Engineering,

２０１７,３(０５):２２０~２３９(GuDD,MaCL,XiaMJ,et

al．A Multiscaleunderstandingofthethermodynamic

andkineticmechanismsoflaseradditivemanufacturＧ

ing．Engineering,２０１７,３(０５):２２０~２３９(inChiＧ

nese))

５７ 陶宇峰．基于激光自混合的微纳米振动测量关键技术

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１７(TaoYF．Research

onkeytechnologyofmicro/nanovibration measureＧ

mentbasedonlaserselfＧmixing．Nanjing:NanjingNorＧ
malUniversity,２０１７(inChinese))

５８ 汤化明,王玲,杨国华,贾蓝波,熊雨婷,夏亮亮,王龙,

刘胜昌,聂轶苗,刘淑贤．人工智能在矿物加工技术中

８



第６期 李欣业等:工程中的振动问题的研究进展

的应用与发展 ．金属矿山,２０２２(０２):１~９(TangH
M,WangL,YangGH,etal．ApplicationanddevelopＧ
men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in mineralprocessing
technology．Mental Mine,２０２２(０２):１~９(in ChiＧ
nese))

５９ 刘肃平,谭志平．基于大数据的辅机设备振动噪声监

测分析平台．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１８,５４(２２):２５８~
２６４(LiuSP,TanZP．Vibrationandnoisemonitoring
andanalysisplatformofauxiliaryequipmentbasedon
big data．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s,

２０１８,５４(２２):２５８~２６４(inChinese))

６０ 廖芳芳．DCS系统设计及先进控制在 DCS系统中应

用探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２００５(LiaoFF．ThedeＧ
signofDCSandresearchontheapplicationofDCS
basedonadvancedprocesscontrol．Chengdou:SouthＧ

westJiaotongUniversity,２００５(inChinese))

６１ 张峻宾,许晓斌,王雄,蒋万秋,舒海峰,孙鹏．基于小

波重构的天平动态特性数据处理技术．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学报,DOI:１０．１３７００/j．bh．１００１Ｇ５９６５．２０２１．０４４１:１
~１４(ZhangJB,XuXB,WangX,etal．DataprocessＧ
ingtechnologyofbalancedynamiccharacteristicsbased
onwaveletreconstruction．JournalofBeijingUniverＧ
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DOI:１０．１３７００/j．
bh．１００１Ｇ５９６５．２０２１．０４４１:１~１４(inChinese))

６２ 黄时进,林绍梁,庄启昕．先进材料领域关键技术预见

的研究．今日科苑,２０２０(１２):１３~２２(HuangSJ,Lin
SL,ZhuangQX．Theresearchonthekeytechnology
foresightinthefieldsofadvanced materials．Modern
Science,２０２０(１２):１３~２２(inChinese))

RESEARCHPROGRESSOFVIBRATIONPROBLEMSINENGINEERING∗

LiXinye１†　ZhangHuabiao２　GuoXiaoqiang１

(１．SchoolofMechanicalEngineering,HebeiUniversityofTechnology,Tianjin　３００４０１,China )

(２．SchoolofMechanicalEngineering,TianjinUniversityofCommerce,Tianjin３００１３４,China )

Abstract　Thispaperattemptstosummarizethetraditionalengineeringfieldsandemergingengineering
fieldsinvolvedinthevibrationprobleminengineering,aswellastherelatedresearchfieldsandresearch
trends．However,duetothecomplexityofthevibrationproblemitselfandcontinuousemergenceofe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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