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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方位特征集理论（ＰＯＣ），设计并研究了一种三平移一转动（３Ｔ１Ｒ）并联机构。首先，应用方位特征集方

法，综合了一批满足功能要求的并联机构；然后，综合考虑实际应用要求，从中优选出一种具有开发潜力的并联机

构，分析结果表明：该机构具有全对称性、可折叠性及承载能力强、工作空间大等特点；最后结合实例给出了优选机

构的位置正、逆解方程及其求解算法，结果表明：其位置逆解方程可解析求解，且最多存在 １６组解；而正解方程不

能解析求解，且最多存在 ８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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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高速抓放、定位装配、搬运、分拣、上下料等工

艺中，尤其在需要调整工件姿态的场合下，三平移一

转动（３Ｔ１Ｒ）功能的并联操作手存在广泛应用需求。
人们在３Ｔ１Ｒ并联操作手的设计与研究方面取得了



丰硕成果：文献［１－５］基于经验和灵感提出了若干
种新型并联操作手；文献［６－１１］研究了奇异性、运
动／动力传递性能等性能指标；文献［１２－１３］分别
基于单开链理论、螺旋理论综合了一批新型机构，但

未结合实际应用要求提出优选准则和方法；文

献［１４］侧重考虑刚度和承载能力，综合了一种 Ｘ４
型机构并进行了优化设计。纵观上述研究成果，不

难发现尚有如下问题值得深入研究：①完善机构综
合理论和方法，从而综合出尽可能多的拓扑结构。

②根据实际应用要求提出优选准则和方法，以便从
综合出的众多机构中筛选出理想机构用于研制和开

发实用化产品。③开发自动综合及优选的软件。
本文基于方位特征集理论，综合一批 ３Ｔ１Ｒ并

联机构，然后综合考虑对称性、承载能力、工作空间

等性能，从中筛选出一种综合性能优越的机构，最后

对优选的机构进行位置正、逆解分析。

１　机构综合与优选

１１　机构综合
目前机构结构综合的主要方法有：基于螺旋理

论的方法、基于位移子群的方法和基于方位特征集

的方法。由于方位特征集的综合方法具有以下特

点
［１５－１８］

：①得到非瞬时机构。②得到的机构存在的
几何条件更具有一般性。③可涵盖位移子群和位移
子流形机构。④数学工具与运算规则较简单，便于
理解和运用，因此本文应用方位特征集（ＰＯＣ）方法
对３Ｔ１Ｒ并联机构进行拓扑结构综合，其主要步骤
为：

（１）支路结构综合由于动平台是在各支链的共
同作用下完成运动的，故支链的方位特征集 Ｍｉ应包

含动平台的方位特征集 Ｍ，即

ＭｉＭ＝
ｔ３

ｒ[ ]１ （１）

其中　ｔ３———空间３维平移　　ｒ１———１维转动
文献［１５］已给出满足式（１）的支路结构类型，

如表１所示。
表１中的符号含义为：“／／”表示平行；“⊥”表

示垂直；“－”表示交叉且不垂直；“／”表示共线；
“３Ｔ”表示三平移并联机构；“４Ｒ”表示平行四边形
机构；“４Ｓ”表示由４个球副和 ２个转动副构成的平
行四边形机构；“５Ｒ”表示平面五杆单回路机构。

（２）对表 １中的支路进行排列组合，得到支路
组合方案，并确定各支路在两平台的装配几何条件。

（３）判定机构消极运动副及检验自由度，剔除
不合理的方案。

（４）确定驱动副。

表 １　支链结构类型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ｉｍｂ

上述步骤（２）～（４），文献［１５］已给出判定准则
或计算公式，故本文不再赘述。

（５）分类、列表：将综合出的 ３Ｔ１Ｒ并联机构分
为：Ａ（所有支链结构类型均相同）、Ｂ（部分支链结
构类型相同）、Ｃ（所有支链结构类型均不同）３类，
如表２所示。
１２　机构优选

理想的３Ｔ１Ｒ并联操作手应满足：①结构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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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并联机构拓扑结构

Ｔａｂ．２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续表 ２

　　注：对表１中的支路进行排列组合，可得到众多 Ｂ类和 Ｃ类并
联机构，限于篇幅且根据后文需要，表 ２仅列出部分 Ｂ类和 Ｃ类机

构。

能简单，且加工制造方便。②工作空间大，且具有较
好的各向同性。③承载能力强，且具有较好的运动／
力传递性能。根据上述 ３个要求，对综合出的并联
机构进行优选。

（１）考虑对称性要求。为获得较好的各向同
性，人们期望综合出全对称的机构。全对称并联机

构同时满足
［１９］
：①可以实现连续的运动。②各支链

结构相同。③所有支链对称布置在静平台上。④各
支链中驱动器数目相等且安装位置相同。

表２中同时满足全对称４个条件的全对称并联
机构仅１１种（即 Ａ３，Ａ５，Ａ６，…，Ａ１４）。以机构 Ａ１
为例，虽然其所有支链结构相同，但由于其静平台上

４个移动副中仅 １个可以作为驱动副，故不满足上
述全对称条件④。

（２）考虑承载及运动／力传递性能要求。机构
Ａ３、Ａ５、Ａ１３、Ａ１４由于存在漂浮移动副，故力传递性
能较差。机构 Ａ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采用混合支链结
构，故结构比机构 Ａ６、Ａ７、Ａ８要复杂，但承载能力增
强。

（３）考虑工作空间等性能要求。机构 Ａ１１、Ａ１２
存在球副，而球副因结构限制转角范围有限，故在结

构参数相同的情况下，机构 Ａ９、Ａ１０比 Ａ１１、Ａ１２的
工作空间大。机构 Ａ９与 Ａ１０相比，机构 Ａ９具有可
折叠性，便于机构不工作时收起和存放，节省空间。

综上所述，机构 Ａ９综合性能较优，具有良好的
开发潜力。下面对其进行位置建模和求解。

２　位置分析

位置分析问题可描述为：已知机构结构参数，确

定驱动副的输入量与动平台位姿之间映射关系。它

是速度、加速度、动力学以及工作性能（如工作空

间、灵巧度等）分析等后续研究的基础。

２１　机构描述及坐标系的建立
如图 １所示，并联机构的动、静平台均为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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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４条支链结构类型完全相同，可描述为：｛Ｒｉ１／／
Ｒｉ２（－４Ｒ－）／／Ｒｉ３⊥Ｒｉ４｝，ｉ＝１，２，３，４。其中，转动
副（Ｒｉ２、Ｒｉ３）安置在平行四边形机构两短边杆中点
上；驱动副（Ｒ１１、Ｒ２１、Ｒ３１、Ｒ４１）安置在静平台 ４条边
的中点，且它们的轴线与静平台的４条边重合；动平
台上的转动副（Ｒ１４、Ｒ２４、Ｒ３４、Ｒ４４）轴线相互平行且均
垂直于动平台。

图 １　机构简图及坐标系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该并联机构的结构参数为：动、静平台的外接圆

半径分别记为 ｒ和 Ｒ；４条相同支链中的转动副 Ｒｉ１、
Ｒｉ３的杆长分别记为 ｌ１和 ｌ３；Ｒｉ２与 Ｒｉ３之间的距离记
为 ｌ２。上述结构参数均为常数。

为方便运动学分析，在静、动平台上分别建立静

坐标系 Ｏｘｙｚ和动坐标系 Ｑｕｖｗ。其中，原点 Ｏ位于
静平台的中心，ｘ轴与 Ｒ１１和 Ｒ４１的连线重合，ｙ轴与
Ｒ２１和 Ｒ３１的连线重合，ｚ轴为静平台所在平面的法
线；原点 Ｑ与动平台上 Ｒ１４重合，ｕ轴与 Ｒ１４和 Ｒ４４的
连线重合，ｖ轴与 Ｒ２４和 Ｒ３４的连线重合，ｗ轴为动平
台所在平面的法线。

２２　位置逆解分析
位置逆解分析问题可描述为：已知动平台的位

置（即 Ｑ在静坐标系中的坐标，记为（ｘ，ｙ，ｚ））和姿
态（即动平台绕 ｚ轴转过的角度，记为 θ），确定 ４个
驱动副（Ｒｉ１）的输入量 φｉ（ｉ＝１，２，３，４）。其分析过
程如下：

（１）根据动平台的位姿，即 Ｑ（ｘ，ｙ，ｚ）和 θ，可求
得 Ｒｉ４（ｉ＝１，２，３，４）在静坐标系上的坐标。又由于
Ｒｉ３指向 Ｒｉ４的矢量为 ｌ３ｚ，故容易求得 Ｒｉ３在静坐标系
上的坐标为

ＯＲ１３＝（ｘ，ｙ，ｚ－ｌ３）

ＯＲ２３＝ＯＲ１３＋Ｓ１
ＯＲ３３＝ＯＲ１３＋Ｓ２
ＯＲ４３＝ＯＲ１３＋Ｓ













３

（２）

其中 Ｓ１＝（ｒｃｏｓθ＋ｒｓｉｎθ，ｒｓｉｎθ－ｒｃｏｓθ，０）
Ｓ２＝（２ｒｃｏｓθ，２ｒｓｉｎθ，０）

Ｓ３＝（ｒｃｏｓθ－ｒｓｉｎθ，ｒｓｉｎθ＋ｒｃｏｓθ，０）
（２）Ｒｉ２（ｉ＝１，２，３，４）在静坐标系上的坐标，可

用 φｉ方便地解析表示为
ＯＲ１２＝（－Ｒ＋ｌ１ｃｏｓφ１，０，ｌ１ｓｉｎφ１）

ＯＲ２２＝（０，－Ｒ＋ｌ１ｃｏｓφ２，ｌ１ｓｉｎφ２）

ＯＲ３２＝（Ｒ＋ｌ１ｃｏｓφ３，０，ｌ１ｓｉｎφ３）

ＯＲ４２＝（０，Ｒ＋ｌ１ｃｏｓφ４，ｌ１ｓｉｎφ４













）

（３）

（３）由于 Ｒｉ２与 Ｒｉ３之间的距离恒为 ｌ２，故

｜ＯＲｉ３－ＯＲｉ２｜
２－ｌ２２＝０　（ｉ＝１，２，３，４） （４）

（４）将式（２）、（３）代入式（４）中，且将变量（φｉ）
和已知量（ｘ，ｙ，ｚ，θ）进行分离，可得

ａｉｃｏｓφｉ＋ｂｉｓｉｎφｉ＋ｃｉ＝０　（ｉ＝１，２，３，４） （５）
其中 ａ１＝－２ｌ１（ｘ＋Ｒ）

ａ２＝－２ｌ１［ｙ＋Ｒ＋ｒ（ｓｉｎθ－ｃｏｓθ）］
ａ３＝－２ｌ１（ｘ－Ｒ＋２ｒｃｏｓθ）
ａ４＝－２ｌ１［ｙ－Ｒ＋ｒ（ｓｉｎθ＋ｃｏｓθ）］
ｂ１＝ｂ２＝ｂ３＝ｂ４＝－２ｌ１（ｚ－ｌ３）

ｃ１＝（ｘ＋Ｒ）
２＋ｙ２＋（ｚ－ｌ３）

２＋ｌ２１－ｌ
２
２

ｃ２＝２ｒ［（ｘ－ｙ－Ｒ）ｃｏｓθ＋（ｘ＋ｙ＋Ｒ）ｓｉｎθ］＋ｘ
２＋

２ｒ２＋（ｙ＋Ｒ）２＋（ｚ－ｌ３）
２＋ｌ２１－ｌ

２
２

ｃ３＝４ｒ［（ｘ－Ｒ）ｃｏｓθ＋ｙｓｉｎθ］＋ｙ
２＋４ｒ２＋ｌ２１－

ｌ２２＋（ｘ－Ｒ）
２＋（ｚ－ｌ３）

２

ｃ４＝２ｒ［（ｘ＋ｙ－Ｒ）ｃｏｓθ＋（ｙ－Ｒ－ｘ）ｓｉｎθ］＋ｘ
２＋

２ｒ２＋（ｙ－Ｒ）２＋ｌ２１－ｌ
２
２＋（ｚ－ｌ３）

２

显然式（５）可解析求解，且由该式可知：每个驱
动副的输入量 φｉ均有 ２组解。因此，该机构位置逆

解方程共有２４（１６）组解。
２３　位置正解分析

位置正解分析问题可描述为：已知结构参数和

４个驱动副的输入量 φｉ（ｉ＝１，２，３，４），确定动平台
的位姿（ｘ，ｙ，ｚ，θ）。
２３１　位置正解方程

（１）令 Ｖｉ＝ＯＲｉ３－ＯＲｉ２（ｉ＝１，２，３，４），对式（４）
将线性简化，可得

｜Ｖ１｜
２＝ｌ２２

｜Ｖ２｜
２＋｜Ｖ４｜

２－｜Ｖ３｜
２－｜Ｖ１｜

２＝０

｜Ｖ３｜
２－｜Ｖ１｜

２＝０

｜Ｖ２｜
２－｜Ｖ４｜

２













＝０

（６）

（２）将式（２）、（３）代入式（６）中，再经换元（令
ｘ′＝ｘ＋Ｒ－ｌ１ｃｏｓφ１，ｙ′＝ｙ，ｚ′＝ｚ－ｌ３－ｌ１ｓｉｎφ１），最后
分离变量（ｘ′，ｙ′，ｚ′，θ）和已知量（φｉ），可得

（ｘ′）２＋（ｙ′）２＋（ｚ′）２－ｌ２２＝０

ｄ１ｘ′＋ｅ１ｙ′＋ｆ１ｚ′＋Ｇ１＝０

Ｄ２ｘ′＋Ｅ２ｙ′＋ｆ２ｚ′＋Ｇ２＝０

Ｄ３ｘ′－Ｅ３ｙ′＋ｆ３ｚ′＋Ｇ３













＝０

（７）

其中

７６３第 ８期　　　　　　　　　　　　　　石志新 等：３Ｔ１Ｒ并联机构结构设计与位置分析



Ｇ１＝ｇ１１ｃｏｓθ＋ｇ１２ｓｉｎθ＋ｇ１３
Ｇ２＝ｇ２１ｃｏｓθ＋ｇ２３

Ｇ３＝ｇ３１ｃｏｓθ＋ｇ３２ｓｉｎθ＋ｇ３３
Ｄ２＝２ｒｃｏｓθ＋ｄ２

Ｅ２＝Ｄ３＝２ｒｓｉｎθ　Ｅ３＝２ｒｃｏｓθ＋ｅ３
ｄ２＝（ｃｏｓφ１－ｃｏｓφ３）ｌ１－２Ｒ
ｅ３＝（ｃｏｓφ２－ｃｏｓφ４）ｌ１－２Ｒ

ｄ１＝ｃｏｓφ１＋ｃｏｓφ３　ｅ１＝－（ｃｏｓφ２＋ｃｏｓφ４）
ｆ１＝ｓｉｎφ１＋ｓｉｎφ３－ｓｉｎφ２－ｓｉｎφ４

ｆ２＝（ｓｉｎφ１－ｓｉｎφ３）ｌ１　ｆ３＝（ｓｉｎφ４－ｓｉｎφ２）ｌ１
ｇ１１＝（２ｃｏｓφ３＋ｃｏｓφ２－ｃｏｓφ４）ｒ
ｇ１２＝－（ｃｏｓφ２＋ｃｏｓφ４）ｒ

ｇ１３＝ｌ１－ｓｉｎφ１（ｓｉｎφ２＋ｓｉｎφ４）ｌ１＋ｌ１ｃｏｓ（φ１－φ３）－
　　（２ｃｏｓφ３＋ｃｏｓφ２－ｃｏｓφ４）Ｒ
ｇ２１＝２ｒ［（ｃｏｓφ１－ｃｏｓφ３）ｌ１－２Ｒ］

ｇ２３＝２（ｒ
２＋Ｒ２）＋ｌ２１－ｃｏｓ（φ１－φ３）ｌ

２
１－

　　２（ｃｏｓφ１－ｃｏｓφ３）Ｒｌ１
ｇ３１＝（ｃｏｓφ２＋ｃｏｓφ４）ｒｌ１

ｇ３２＝（２ｃｏｓφ１＋ｃｏｓφ４－ｃｏｓφ２）ｒｌ１
ｇ３３＝ｓｉｎφ１（ｓｉｎφ４－ｓｉｎφ２）ｌ

２
１－Ｒｌ１（ｃｏｓφ２＋ｃｏｓφ４）

（３）对式（７）中后３个方程进行线性求解，可得
（ｘ′，ｙ′，ｚ′），再将其代入式（７）中的第 １个方程，可
得到关于 θ的约束方程

Ｈ（θ）＝｜Ｊ｜２－ｌ２２Ｆ
２

（８）
其中 Ｆ＝ｍ１ｃｏｓθ＋ｍ２ｓｉｎθ＋ｍ３

Ｊ＝

Ｊ１１ Ｊ１２ Ｊ１３
Ｊ２１ Ｊ２２ Ｊ２３
Ｊ３１ Ｊ３２ Ｊ











３３

Ｇ１
Ｇ２
Ｇ











３

ｍ１＝２ｒ（ｆ２ｄ１－ｆ３ｅ１－ｆ１ｄ２－ｆ１ｅ３）

ｍ２＝２ｒ（ｆ３ｄ１＋ｆ２ｅ１）

ｍ３＝ｆ２ｄ１ｅ３－ｆ３ｄ２ｅ１－ｆ１ｄ２ｅ３－４ｆ１ｒ
２

Ｊ１１＝２ｒｆ２ｃｏｓθ＋２ｒｆ３ｓｉｎθ＋ｆ２ｅ３
Ｊ１２＝－（２ｒｆ１ｃｏｓθ＋ｆ３ｅ１＋ｆ１ｅ３）

Ｊ１３＝－２ｒｆ１ｓｉｎθ＋ｆ２ｅ１
Ｊ２１＝－（２ｒｆ３ｃｏｓθ－２ｒｆ２ｓｉｎθ＋ｆ３ｄ２）

Ｊ２２＝－２ｒｆ１ｓｉｎθ＋ｆ３ｄ１
Ｊ２３＝２ｒｆ１ｃｏｓθ＋ｆ１ｄ２－ｆ２ｄ１
Ｊ３１＝－２ｒ（ｄ２＋ｅ３）ｃｏｓθ－（ｄ２ｅ３＋４ｒ

２
）

Ｊ３２＝２ｒｄ１ｃｏｓθ＋２ｒｅ１ｓｉｎθ＋ｅ３ｄ１
Ｊ３３＝－２ｒｅ１ｃｏｓθ＋２ｒｄ１ｓｉｎθ－ｅ１ｄ２

由式（８）可知：约束方程中最高次数项为ｃｏｓ４θ。
若采用半角变换，则式（８）可变为一元八次代数方
程，故该机构位置正解方程在复数域最多存在 ８
组解。

２３２　方程求解算法
对于 ５次以上的一元高次方程，已证实无法进

行根式求解，只能得到近似解。由于在实际应用中

虚数解无实际意义，故仅需在实数域内对正解方程

采用遍历搜索法
［２０］
，即可求得全部实数解，具体步

骤如下：

（１）将搜索区间［０°，３６０°］等分为 Ｎ个子区间
（本文 Ｎ取 ３６００）。对每一子区间［θｉ，θｉ＋１］，计算
Ｈ（θｉ）和 Ｈ（θｉ＋１）的值，并判断它们是否异号，即计
算检查 λ＝Ｈ（θｉ）Ｈ（θｉ＋１）的正负号。若 λ＜０，则在
子区间［θｉ，θｉ＋１］内必存在某实数值可满足式（８），
用更加微小的角度增量进行搜索可得到 θ较精确的
值。

（２）检查全部 Ｎ个子区间，得到满足位置约束
方程（８）的全部实数解，从而得位置正解的全部实
数解。

３　数值实例

如图１所示，并联机器人机构的结构参数选为：
Ｒ＝１２ｍ，ｒ＝０６ｍ，ｌ１＝０４ｍ，ｌ２＝１８ｍ，ｌ３＝０３ｍ。
４个驱动副的输入量分别取为：φ１＝２０°，φ２ ＝３０°，
φ３＝６０°，φ４＝３６°。

根据上述位置正解模型和方程求解算法，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编程计算，可求得全部实数解，共 ４组
（表３）。根据逆解验证，这 ４组解均为该机器人机
构位置正解。图２为这４组解对应的装配构型图。

表 ３　机构位置正解的全部实数解

Ｔａｂ．３　Ｒｅ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序号 θ／（°） 坐标（ｘ，ｙ，ｚ）

１ ９９５４１ （－０５８２４，０１８００，２２１１４）

２ ２５０９３３５ （０３８０９，０９９０２，－０４６１８）

３ ３０１２６９３ （－０３８３１，０７７６３，１９９９８）

４ ３４９０８７５ （－００７８２，０５９２５，－１０９０４）

图 ２　对应的装配构型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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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在机构设计过程中，应用本文提出的方位
特征集综合 优选方法，可减少经验、灵感等人为

因素。

（２）综合优选的３Ｔ１Ｒ并联机构具有全对称性、

可折叠性、承载能力强、工作空间大等特点，可开发

应用于高速抓放、定位装配、搬运、分拣、上下料等工

艺中。

（３）综合优选的 ３Ｔ１Ｒ并联机构位置逆解方程
可解析求解，且最多存在 １６组解；正解方程不能解
析求解，且最多存在８组解。

参 考 文 献

１　ＣＬＡＶＥＬＲ．Ｄｅｌｔａ：ａｆａｓｔｒｏｂｏｔｗｉｔｈ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Ｃ］∥Ｔｈｅ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ｏｂｏｔｓ，１９８８：９１－１００．
２　ＰＩＥＲＲＯＴＦ，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Ｈ４：ａｎｅｗｆａｍｉｌｙｏｆ４ｄ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ｒｏｂｏｔｓ［Ｃ］∥ＩＥＥＥ／ＡＳ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１９９９：５０８－５１３．

３　赵铁石，高英杰，杨铁林，等．混合型四自由度并联平台机构及其位置分析［Ｊ］．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００，８（１）：４２－４５．
ＺＨＡＯＴｉｅｓｈｉ，ＧＡＯＹｉｎｇｊｉｅ，ＹＡＮＧＴｉｅｌｉｎ，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ｆｏｕｒｄｏｆｍｉｘｅ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０，８（１）：４２－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ＺＬＡＴＡＮＯＶＤ，ＧＯＳＳＥＬＩＮＣＭ．Ａｎｅｗ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Ｃ］∥ Ｔｈｅ２ｎｄ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０１：５７－６６．

５　ＢＲＩＯＴＳ，ＢＯＮＥＶ ＩＡ．Ｐａｎｔｏｐｔｅｒｏｎ４：ａｎｅｗ３Ｔ１Ｒ 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ｆｏｒｐｉｃｋ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０，４５（５）：７０７－７２１．

６　ＺＨＡＯＴＳ，ＤＡＩＪＳ，ＨｕａｎｇＺ．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ｖ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ａｎｄｆｏｕｒ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Ｊ］．ＪＳ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ｒｉｅｓ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４５（３）：７３０－７４０．

７　ＡＭＩＮＥＳ，ＭＡＳＯＵＬＥＨＭＴ，ＣＡＲＯＳ，ｅｔａｌ．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３Ｔ１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ｌｉｍ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Ｊ］．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４（１）：４９－７５．

８　ＬＩＵＸＪ，ＷＵＣ，ＷＡＮＧＪＳ．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ｏ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Ｊ］．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４（４）：６１－６８．

９　ＣＯＲＢＥＬＤ，ＧＯＵＴＴＥＦＡＲＤＥＭ，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ｅｔａｌ．Ａ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ａｓａｗａｙ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
３Ｔａｎｄ３Ｔ１Ｒｐｉｃｋ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Ｊ］．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２（４）：０４１００２－
０４１００２－１３．

１０　ＷＡＮＧＪＳ，ＷＵＣ，ＬＩＵＸＪ．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ｍｏ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ｄｅｘ［Ｊ］．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０，４５（１０）：１４６２－１４７６．

１１　ＬＩＵＳＴ，ＨＵＡＮＧＴ，ＭＥＩＪＰ，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４ＤＯＦＳＣＡＲＡｔｙｐ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ｒｏｂｏｔｕｓ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４（３）：０３１００５３－０３１００５３－１０．

１２　金琼，杨廷力，刘安心，等．基于单开链单元的三平移一转动并联机器人机构型综合及机构分类［Ｊ］．中国机械工程，２００１，
１２（９）：１０３８－１０４３．
ＪＩＮＱｉｏｎｇ，ＹＡＮＧＴｉｎｇｌｉ，ＬＩＵＡｎｘｉｎ，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ｄ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ｒｏｂｏ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ｏｐｅｎｅｄｃｈａｉｎ［Ｊ］．Ｃｈｉｎ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１，１２（９）：１０３８－１０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ＹＵＪＪ，ＬＩＳＺ，ＳＵＨＪ，ｅｔａｌ．Ｓｃｒｅｗ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ｔｙｐ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ｆｌｅｘｕ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Ｊ］．
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９４－１２０４．

１４　ＸＩＥＦＧ，ＬＩＵＸＪ．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ｈｉｇｈ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ｏｂｏｔ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ａｒｍｓａｎｄａ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Ｊ］．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７（４）：０４１０１５－０４１０１５－１２．

１５　杨廷力，刘安心，罗玉峰，等．机器人机构拓扑结构设计［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６　杨廷力，沈惠平，刘安心，等．机构自由度公式的基本形式、自由度分析及其物理内涵［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５１（１３）：

６９－８０．
ＹＡＮＧＴｉｎｇｌｉ，ＳＨＥＮ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ＵＡｎｘｉｎ，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ｆｏｒ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５１（１３）：６９－８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沈惠平，尹洪波，李菊，等．基于方位特征方法的范例并联机构的拓扑特征分析及其启示与应用［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５，
５１（１３）：１０１－１１５．
ＳＨＥＮＨｕｉｐｉｎｇ，ＹＩＮＨｏｎｇｂｏ，ＬＩＪｕ，ｅｔ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５１（１３）：
１０１－１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廖明，刘安心，沈惠平，等．并联机构方位特征集的符号推导方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３）：３９５－４０４．
ＬＩＡＯＭｉｎｇ，ＬＩＵ Ａｎｘｉｎ，ＳＨＥＮ Ｈｕｉ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３）：３９５－４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李秦川．对称少自由度并联机器人型综合理论及新机型综合［Ｄ］．秦皇岛：燕山大学，２００３．
２０　石志新，叶梅燕，毛志伟，等．５ ５型并联机器人位置正解的简单算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３）：３１４－３１９．

ＳＨＩＺｈｉｘｉｎ，ＹＥＭｅｉｙａｎ，ＭＡＯＺｈｉｗｅｉ，ｅｔａｌ．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ｆｏｒｗａｒ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５ ５ｉ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ｒｏｂｏｔ［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３）：３１４－３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６３第 ８期　　　　　　　　　　　　　　石志新 等：３Ｔ１Ｒ并联机构结构设计与位置分析

http://dx.doi.org/10.6041/j.issn.1000-1298.2014.03.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