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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目标的机械压力机六连杆机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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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提出了基于轨迹、速度和加速度多目标设计要求的六连杆机构轨迹综合优化设计方法。利用傅里叶

级数理论，建立了六连杆机构运动轨迹的精确数学表达式，并推导出了滑块速度和加速度计算公式。根据机构工

程化设计约束条件，以与给定轨迹上对应运动点的轨迹、速度、加速度差值最小和机构高度最小为优化目标，建立

了压力机六连杆机构优化设计数学模型，采用惩罚函数和复合形相结合的优化算法进行求解，获得了与给定轨迹

逼近程度较高以及机构参数合理的六连杆机构。通过实例，验证了设计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六连杆压力机　多目标　传动机构　运动轨迹　优化设计

中图分类号：ＴＨ１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２）０４０２２５０５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Ｓｉｘｌｉｎ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Ｄｅｓｉｇ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ｎｇＱｉｎｇｙｕ１，２　ＬｉＪｉａｎ２　ＹｉｎＷｅｎｑｉ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Ｙａｎ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０６６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２．Ｄａｌｉ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ｏ．，Ｌｔｄ．，ＣＦＨＩ，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６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ｘｌｉｎ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ｐａｔ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ｂｒｉｅｆｕｎｉｆｏｒｍ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ｌｉ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ｕｓｉｎｇＦｏｕｒｉ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ｏｆｔｈｅｓｌｉｄ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ｓｌｉｄ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ｈｅｉｇｈｔａｓ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ｅｓｉｇｎ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ｅｎａｌ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ｂｙ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ｉｘｌｉｎ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ｏｔｉｏｎｐａｔｈ，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 ０８ ２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 ０９ １９

“十一五”国家科技专项资助项目（２０１０ＺＸ０４００４ １１２）
作者简介：宋清玉，博士生，一重集团大连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员，主要从事重型压力机设计与理论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ｏｎｇ．ｑｙ＠ｃｆｈｉ．ｃｏｍ

　　引言

六连杆机械压力机是汽车冲压生产线上广泛使

用的板材拉延成形设备，滑块工作速度低且平稳，能

很好地满足板材拉延成形工艺要求。为提高压力机

传动性能和满足板材拉延速度要求，用户往往要求

压力机传动机构能够实现给定的运动轨迹，因此，就

需要应用优化设计方法，使所设计的传动机构在满

足一定约束条件下能最佳地逼近给定的运动轨迹。

文献［１］提出了一种连杆机构运动轨迹进化设计方
法，对连杆曲线进行分类和特征提取，采用遗传算法

对进化因子进行基因操作，实现了连杆机构优化设

计。文献［２］采用拓扑算法对平面四杆机构进行轨
迹综合优化设计，使其优化生成轨迹与给定轨迹上



对应点差值最小。文献［３］采用拟牛顿非线性算
法，优化计算出了符合轨迹和速度设计要求的平面

连杆机构尺寸。文献［４］利用复矢量和傅里叶级数
理论建立了齿轮五杆曲柄滑块机构运动轨迹的数学

模型，并采用数值图谱法实现了机构轨迹综合。这

些研究都集中于优化实现给定轨迹的机构设计上，

而没有涉及到既要有实现运动轨迹要求，又要有实

现轨迹上运动点的速度和加速度多目标设计要求的

机构综合设计问题。同时，这些研究忽略了工程化

设计约束条件，可能会出现运动干涉以及机构高度、

传动角不合理等问题。

本文研究基于轨迹、速度和加速度多目标设计

要求的六连杆传动机构综合设计问题，给出既满足

机构运动轨迹、轨迹上运动点的速度和加速度要求，

又同时满足工程化设计要求的六连杆机构综合设计

方法。

１　六连杆机构运动轨迹数学描述

六连杆压力机滑块运动轨迹是以 ２π为周期的
函数，定义运动轨迹 ｈ随曲柄转角 θ变化的函数为

ｈ（θ）＝ｆ（θ）　（θ∈［０，２π］） （１）

傅里叶级数能够以多次谐波的形式无限逼近边

界
［５］
，式（１）按傅里叶级数展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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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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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２）变 换 为 以 角 度 为 单 位、周 期 为
［０，３６０°］的傅里叶展开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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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里叶系数 ａ０、ａｉ和 ｂｉ可以采用定步长辛普森
求积分方法计算。

取 Ｎ项傅里叶级数 ｈＮ（θ）作为滑块运动轨迹
ｈ（θ）的近似拟合函数，约束条件为

｜ｈＮ（θ）－ｈ（θ）｜＜ε （５）
式中　ε———拟合精度

对函数 ｈＮ（θ）进行一阶和二阶求导，可得到滑
块速度和加速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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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仅需计算曲柄匀速转动下滑块的速度和加

速度，即 ｄ２θ／ｄｔ２＝０，则式（７）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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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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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拟合精度自动调整算法，对六连杆压力机

滑块运动轨迹数据进行高精度拟合，并计算出滑块

速度和加速度，主要步骤为：

（１）输入六连杆机构运动轨迹数据，计算角度
间隔 δ和最大谐波次数 Ｎｍａｘ，给定初始拟合精度 ε，
精度增加系数 ｃ（一般取 ｃ＝１０），置 Ｎ＝１。

（２）拟合计算，若｜ｈＮ（θ）－ｈ（θ）｜＜ε，输出谐
波次数 Ｎ和傅里叶系数；否则转到步骤（３）。

（３）置 Ｎ＝Ｎ＋１，若 Ｎ≤Ｎｍａｘ，转到步骤（２）；否
则转到步骤（４）。

（４）置 ε＝ｃε，Ｎ＝１，转到步骤（２）。
（５）根据轨迹拟合方程，自动计算滑块速度和

加速度。

２　六连杆机构优化设计数学模型

２１　设计变量
图 １为压力机六连杆传动机构简图，为保证构

件 ＯＢ、ＢＤ和 ＤＥ在下死点时共线，选取尺寸 Ｌ２为
非独立参数，则独立设计变量共有７个，即

Ｘ＝（ｘ，ｙ，Ｌ１，Ｌ３，Ｌ４，Ｌ５，Ｌ６）＝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 （９）

非独立参数 Ｌ２计算表达式为

Ｌ２＝［ｘ
２＋ｙ２＋Ｌ２１＋Ｌ

２
４－２ｙＬ１－２ｘＬ４ｓｉｎφ＋

２（Ｌ１－ｙ）Ｌ４ｃｏｓφ］
１
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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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工程化设计约束条件

图 １　压力机六连杆

传动机构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ｐｒｅｓｓｓｉｘ

ｌｉｎ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对于给定的一条六连

杆机构运动轨迹，会有很

多组机构参数与其匹配，

但并不是与其匹配的参数

就能够作为压力机传动机

构参数，需要综合考虑机

构运动干涉、机构高度及

传动角等性能指标，同时

结合机构成立约束条件，

方可建立六连杆机构工程

化设计约束条件，建立过

程如下：

（１）为保证机构能够
正确运转，建立曲柄 连杆

机构成立约束条件为

ｇ１（Ｘ）＝Ｌ１－Ｌ４≤０

ｇ２（Ｘ）＝Ｌ１－Ｌ２≤０

ｇ３（Ｘ）＝Ｌ１－ ｘ２＋ｙ槡
２≤０

ｇ４（Ｘ）＝Ｌ１－Ｌ２－ ｘ２＋ｙ槡
２＋Ｌ４≤０

ｇ５（Ｘ）＝Ｌ１＋Ｌ２－Ｌ４－ ｘ２＋ｙ槡
２≤０

ｇ６（Ｘ）＝Ｌ１－Ｌ２－Ｌ４＋ ｘ２＋ｙ槡
２≤

















０

（１１）

（２）根据文献［６］，建立六连杆机构运动不干
涉约束条件为

ｇ７（Ｘ）＝１２Ｌ１＋３９ ｍＰ槡 ６＋１２
３Ｐ槡 ６＋

４９５ ｕＰ２／［σｌ槡 ］＋Δｈ－ｍｉｎ［ｈｄ］≤０ （１２）
式中　ｍ———单根主轴上悬挂连杆数（构件 ＤＥ）

Ｐ６———连杆最大受力
ｕ———摆杆（构件 ＡＣ）宽厚比系数
Ｐ２———摆杆最大受力
［σｌ］———摆杆允许拉应力
Δｈ———摆杆外边缘与调速杆（构件 ＣＢＤ）内

边缘允许的最小间隙

ｈｄ———调速杆圆心（Ｂ点）至摆杆的垂直距离
（３）为保证压力机上梁高度在合理的范围内，

需对机构高度即构件 ＯＢ、ＢＤ和 ＤＥ长度之和进行
约束为

ｇ８（Ｘ）＝Ｌ１＋Ｌ３＋Ｌ６－［Ｌ１＋Ｌ３＋Ｌ６］ｍａｘ≤０

（１３）
式中　［Ｌ１＋Ｌ３＋Ｌ６］ｍａｘ———机构最大高度

（４）为保证传动机构的合理性，传动角 φ需满
足约束条件为

ｇ９（Ｘ）＝φ－φｍａｘ≤０ （１４）
式中　φｍａｘ———允许最大传动角，一般取 φｍａｘ＝４５°

（５）滑块行程 Ｈ应满足设计公差要求，建立不
等式约束条件为

ｇ１０（Ｘ）＝Ｈｍｉｎ－Ｈ≤０

ｇ１１（Ｘ）＝Ｈ－Ｈｍａｘ≤{ ０
（１５）

式中　Ｈｍｉｎ———允许的滑块行程最小值，一般取 Ｈｍｉｎ
为滑块理论设计行程

Ｈｍａｘ———允许的滑块行程最大值，一般取
Ｈｍａｘ＝１１Ｈｍｉｎ

（６）为保证调速杆 ＣＢＤ的可制造性和装配性，
需对其夹角 进行约束

ｇ１２（Ｘ）＝ｍｉｎ－≤０

ｇ１３（Ｘ）＝－ｍａｘ≤{ ０
（１６）

式中　ｍｉｎ———允许 最小值，一般取 ｍｉｎ＝１２０°
ｍａｘ———允许 最大值，一般取 ｍａｘ＝１７０°

（７）由于机身结构尺寸的限制，需对各构件长
度进行约束，不等式约束条件为

ｇ１３＋２ｉ－１（Ｘ）＝ｘｉｍｉｎ－ｘｉ≤０

ｇ１３＋２ｉ（Ｘ）＝ｘｉ－ｘｉｍａｘ≤{ ０
　（ｉ＝１，２，…，７）

（１７）
式中　ｘｉｍｉｎ———设计变量 ｘｉ的最小值

ｘｉｍａｘ———设计变量 ｘｉ的最大值
六连杆机构工程化设计约束条件建立完毕后，

根据约束条件是否会引起计算程序中断的情况，将

上述约束条件分为两类，第 １类为会引起计算程序
中断的约束条件，用 Ｉ１表示，Ｉ１＝｛１，２，３，４，５，６，１２，
１３｝，第 ２类为除 １类之外的约束条件，用 Ｉ２表示，
Ｉ２＝｛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４，…，２７｝。
２３　优化目标

为提高优化生成轨迹与给定轨迹的逼近精度，

将优化生成轨迹与给定轨迹上对应运动点的轨迹误

差、速度误差和加速度误差最小作为优化目标，同

时，将机构高度最小作为优化目标，建立优化目标函

数为

ｍｉｎｆ（Ｘ）＝ｍｉｎ（ｗ１ｆ１（Ｘ）＋ｗ２ｆ２（Ｘ）＋
ｗ３ｆ３（Ｘ）＋ｗ４ｆ４（Ｘ）） （１８）

其中

ｆ１（Ｘ）＝
１

Ｍ＋１∑
Ｍ

ｊ＝０
（ｈ（Ｘ，θｊ）－ｈ（θｊ））槡

２

ｆ２（Ｘ）＝
１

Ｍ＋１∑
Ｍ

ｊ＝０
（ｖ（Ｘ，θｊ）－ｖ（θｊ））槡

２

ｆ３（Ｘ）＝
１

Ｍ＋１∑
Ｍ

ｊ＝０
（ａ（Ｘ，θｊ）－ａ（θｊ））槡

２

ｆ４（Ｘ）＝Ｌ１＋Ｌ３＋Ｌ

















６

（１９）
式中　ｗ１———优化目标 ｆ１（Ｘ）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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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２———优化目标 ｆ２（Ｘ）权重系数
ｗ３———优化目标 ｆ３（Ｘ）权重系数
ｗ４———优化目标 ｆ４（Ｘ）权重系数
Ｍ———曲柄转角离散点数，取 Ｍ＝３６０

为提高优化收敛速度，将 Ｉ２类约束条件按外点
罚函数法来处理，将其惩罚项加到目标函数中形成

罚函数，而保留 Ｉ１类约束条件，形成新的优化目标
函数，为

ｍｉｎｆ（Ｘ，γｋ）＝ｍｉｎ（ｆ（Ｘ）＋γｋα（Ｘ）） （２０）

满足 ｇｉ（Ｘ）≤０　（ｉ∈Ｉ１） （２１）

式中　γｋ———惩罚函数法中的惩罚因子
惩罚项为

α（Ｘ）＝∑
ｉ∈Ｉ２

［ｍａｘ（０，ｇｉ（Ｘ））］
２

（２２）

２４　优化计算
复合形法是求解约束最优化问题的一种重要的

直接解法，其基本思想是在 ｎ维空间的可行域中随
机选取 Ｋ个设计点作为初始复合形的顶点，对复合
形各顶点的目标函数值进行比较，不断地丢掉其中

的最坏点，代之以较好的新点，构成新的复合形，经

过不断迭代计算使复合形逐渐逼近最优点。图２为
利用复合形法进行六连杆机构优化设计的流程图，

具体步骤如下：

（１）输入设计变量个数 ｎ、复合形顶点数 Ｋ、迭
代收敛精度 ε１和映射系数精度 ε２。输入给定的六
连杆机构轨迹数据，并采用上述模型进行数据拟合，

计算出滑块速度和加速度。

（２）利用随机方法构建初始复合形各顶点。
（３）计算各顶点目标函数值，并找出最好点 Ｘｌ、

最坏点 Ｘｈ和次坏点 Ｘｇ。
（４）计算除去最坏点 Ｘｈ外其余顶点形心 Ｘｃ。
（５）检查 Ｘｃ点的可行性，即满足 Ｉ１类约束条

件，如果否，将其调整为可行点。

（６）计算映射点 ＸＲ，并检查其可行性，如果否，
将其调整为可行点。

（７）计算映射点 ＸＲ的目标函数值 ｆ（ＸＲ），并与
最坏点 Ｘｈ的目标函数值 ｆ（Ｘｈ）相比较，若 ｆ（ＸＲ）＜
ｆ（Ｘｈ），则用 ＸＲ替换 Ｘｈ，构成新复合形，进入第（３）
步，否则将映射系数 ａ减半，返回第（６）步，重新计
算回缩的映射点，循环迭代，直至 ｆ（ＸＲ）＜ｆ（Ｘｈ）。
当映射系数减小到预先给定的映射系数精度 ε２时，
仍不能使映射点优于最坏点，即以复合形各顶点中

的次坏点代替最坏点，改变映射方向，返回第（４）
步。

（８）检验是否满足迭代收敛精度 ε１，若满足，输
出最优解，结束迭代；否则，返回步骤（３），进行下一

次迭代计算。

图 ２　六连杆机构复合形优化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ｅｄｉｎｓｉｘｌｉｎｋ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ｄｅｓｉｇｎ
　

３　算例及分析

以现有的一台机械压力机六连杆机构为例进行

轨迹综合优化设计，并与原始机构传动性能进行对

比，以验证算法的正确性。原始参数Ｘ０ ＝（１２５０，
３５０，２３７，１１５０，１０２０，８００，１７５２４３，１０００），压力机
公称压力１００００ｋＮ，公称压力行程 １３ｍｍ，滑块行
程８００ｍｍ。

采用傅里叶级数理论和拟合精度自动调整算法

对原始机构的运动轨迹进行拟合计算，设定初始拟

合精度 ε＝０００２，精度增加系数 ｃ＝１０，最大谐波次
数 Ｎｍａｘ＝１８０，通过计算，运动轨迹最大拟合误差为
００００８８７ｍｍ，采用的谐波次数 Ｎ＝１０。图３ａ为原始
机构的滑块运动轨迹，图 ３ｂ为曲柄在 １８次／ｍｉｎ匀
速转动下计算得到的滑块速度和加速度曲线。与理论

解析值相比，滑块速度最大计算偏差为００１４４ｍｍ／ｓ，
滑块加速度最大计算偏差为 １６１６７５ｍｍ／ｓ２，计算
精度满足工程应用要求，表明采用傅里叶级数理论

能够实现六连杆机构运动轨迹数据高精度拟合，并

且能够快速计算出滑块速度和加速度。

获得机构轨迹、速度和加速度数据后，根据六连

８２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图 ３　给定的运动轨迹和计算出的滑块运动学参数

Ｆｉｇ．３　Ｍｏ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ｇｉｖｅｎ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滑块运动轨迹　（ｂ）滑块速度和加速度

　
杆机构优化设计数学模型进行机构参数优化设计。

设定设计变量个数 ｎ＝７，复合形顶点数 Ｋ＝１４，迭
代收敛精度 ε１＝０００１，映射系数精度 ε２＝１０

－５
，权

重系数 ｗ１＝１００、ｗ２＝１０、ｗ３＝１０、ｗ４＝１，惩罚因子
ｒｋ＝１０，考虑压力机机身结构尺寸的限制，取设计变
量的可行域为

Ｘ＝（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５０，５００；１００，３６０；７００，１４００；

７０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１４００；７００，１４００）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轨迹、速度和加速度多

目标设计要求的六连杆机构综合设计方法，将优化

设计过程分成３种情况：第 １种将轨迹误差作为优
化目标。第２种将轨迹误差和速度误差作为优化目
标。第３种将轨迹误差、速度误差和加速度误差作为
优化目标。图４为不同优化目标下轨迹误差，第１种
情况下最大轨迹误差为 ３７２８ｍｍ，平均误差为
１５２０ｍｍ；第２种情况下最大轨迹误差为１６４４ｍｍ，平
均误差为０７０５ｍｍ；第３种情况下最大轨迹误差为
１６１６ｍｍ，平均误差为０６８５ｍｍ。数据表明基于轨
迹、速度和加速度多目标设计要求下的机构优化生

成轨迹与给定轨迹逼近程度最高。

第 ３种情况下优化生成的机构参数圆整后为
Ｘ ＝（１１７１，２５３，２３６，１００１，１０２３，７９６，１７４３２６，１００１）
与原始机构传动性能相比较，优化生成机构比原始

机构的最大传动角小 ０１５°，Ｄ点最大偏摆距离小

图 ４　优化生成轨迹与给定轨迹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ｌ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ｐａｔｈａｎｄｇｉｖｅｎｐａｔｈ
　

　　

１２５ｍｍ，Ｃ点最高摆动距离小 ２１５ｍｍ，机构高度
大３ｍｍ。总体来说，优化生成机构的传动性能略优
于原始机构，也就是说，采用该算法能够保证原始机

构的传动性能。六连杆机构运动干涉主要发生在调

速杆和摆杆之间，对优化生成机构进行三维建模和

运动仿真，图５给出了机构最有可能发生干涉时的
位姿，线段 ＭＮ为调速杆和摆杆不发生干涉的临界
边线，从图中可以看出，该机构在曲柄整周运转过程

中不会产生干涉现象，表明采用该优化参数设计压

力机传动机构是合理的。

图 ５　六连杆机构干涉检查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ｈｅｃｋｏｆｓｉｘｌｉｎ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４　结束语

利用傅里叶级数理论和拟合精度自动调整算

法，建立了六连杆机构运动轨迹的精确数学表达式，

推导出滑块速度和加速度计算公式，并根据六连杆

机构工程化设计约束条件，建立了基于轨迹、速度和

加速度多目标设计要求的六连杆机构综合优化设计

数学模型。根据给定的运动轨迹，利用惩罚函数和

复合形相结合的优化算法进行求解，可快速得到与

给定轨迹逼近程度较高以及机构参数合理的六连杆

机构。通过算例，证明了所提出方法的正确性和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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