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５年 ４月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第 ４６卷 第 ４期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４．０４９

给定４Ｒ开链的八杆机构解域综合理论与方法

崔光珍　韩建友　杨　通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针对八杆机构四位置尺寸综合问题，提出了一种解域综合方法。首先根据给定４Ｒ开链的４个位置求解出满

足要求的解曲线，并根据解曲线的可行区段建立解域。应用提出的八杆机构运动缺陷判断方法剔除解域中存在运

动缺陷的机构，最后根据实际要求建立约束条件形成可行解域。设计者可以从可行解域中快速准确地挑选出满足

要求的机构。解域综合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八杆机构四位置尺寸综合问题，为八杆机构的综合及在现实中得到更广

泛的应用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新理论和方法。最后举例说明了八杆机构的四位置综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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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平面四杆和六杆机构在现实生活中已得到广泛

的应用，而八杆机构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

研究
［１－４］

。关于给定五位置的多杆机构尺寸综合问

题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一些研究
［５－６］

，但对于给定

四位置的八杆机构综合问题尚未见有研究成果发

表。四位置综合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在无穷多满足

给定四位置要求的机构中选出无缺陷的好机构。对

此，韩建友等在解决四杆和六杆机构的四位置综合

问题时提出了解域综合方法
［７－１４］

。

机构运动缺陷的判定为可行解域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Ｍｉｒｔｈ等［１５－１６］
针对六杆机构四位置综合时会

产生回路缺陷机构的问题，提出了去除布尔梅斯特



曲线上发生回路缺陷区段的方法。Ｋｗｕｎ等［１７－１９］
通

过建立函数判别式求解机构运动范围，并用 ＪＲＳ
（Ｊｏｉ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方法判断六杆机构是否为曲柄
机构。文献［２０］提出八杆机构运动范围的函数判
别式，但只对分解成的 ３个环路中至少有一个四杆
环路且不包含六杆环路的八杆机构有效。

本文应用解域综合方法解决八杆机构的四位置

综合问题，最后给出一个机械手指（包含掌骨和指

骨）的综合示例来说明八杆机构的一种综合方法。

１　解曲线的确定

给定如图１所示４Ｒ开链的固定铰链点 ａ０的坐

标，以及动铰链点 ａ、ｂ、ｃ和构件４上一点 ｐ分别在４
个位置的坐标。欲综合出如图２所示的一种八杆机
构，需在４Ｒ开链上添加 ３个杆件：①杆 ｂ０ｄ连接杆
４与杆０（机架）。②杆 ｅｆ和杆 ｇｈ同时连接杆 １和
杆４。

图 １　４Ｒ开链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４Ｒｏｐｅｎｃｈａｉｎ
　

图 ２　八杆机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ｎｅｉｇｈｔｂａｒｌｉｎｋａｇｅ
　
添加杆 ｂ０ｄ可得关于铰链点 ｂ０坐标的三次曲

线方程
［１１－１２］

Ｈ１（ｘ
３＋ｘｙ２）＋Ｈ２（ｙ

３＋ｘ２ｙ）＋Ｈ３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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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４ｙ
２＋Ｈ５ｘｙ＋Ｈ６ｘ＋Ｈ７ｙ＋Ｈ８＝０ （１）

由于杆 ｂ０ｄ连接杆４和杆０，且铰链点 ｂ０在杆０
上，故将关于铰链点 ｂ０的曲线称为解曲线 ０４－０。
同时也可以得到关于铰链点 ｄ坐标的解曲线 ０４
４，解曲线０４ ０和 ０４ ４上的点具有一一对应关
系。根据实际设计要求确定铰链点 ｂ０和 ｄ的限定

范围，进而求得解曲线 ０４ ０的可行区段。解曲线
０４ ０可行区段是指该区段上的任意一点都在铰链
点 ｂ０的限定范围之内，且与之对应的 ０４ ４上的点
也在铰链点 ｄ的限定范围之内。同理，添加杆 ｅｆ和
杆ｇｈ连接杆１和杆４，可得到解曲线１４ １与１４ ４如
图３所示。

图 ３　解曲线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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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构建可行解域

２１　构建解域

为了构建解域，根据文献［１１］中的解域建立思
路，可以将解曲线 １４ １的可行区段的点的横坐标
依次排列作为 ｘ轴和 ｙ轴，令解曲线 ０４ ０解曲线
可行区段横坐标排列作为 ｚ轴，从而形成空间解域。
但计算空间解域耗时较长，且不便于在空间解域取

值，故根据实际设计要求（如杆长要求、铰链点位置

要求），首先在解曲线０４ ０的可行区段上选择合适

的一点得到杆 ｂ０ｄ。这样便可将空间解域变为平面
解域，减少了解域计算时间且便于所开发的软件实

现平面解域的取值。然后对解曲线１４ １的可行区
段进行排序建立平面解域，排序准则为：①解曲线
１４ １的方程形式如式（１），令 ｘ以适当步长在其铰
链点（解曲线）限定范围内连续取值，得到一系列关

于 ｙ的三次方程。②当关于 ｙ的三次方程只有一个
实根，且 ｘ与 ｙ组成的点在解曲线 １４ １的可行区
段上，则将该点归为区段 １。③三次方程存在 ３个
实根，令 ｙ的实根分别与 ｘ组成点，将满足解曲线
１４ １可行区段要求的点保留，而后依据 ｙ值从小到
大的排列顺序，将这些点依次归为区段 １、２、３（存在
重根时，将重根算作一个实根）。将解曲线１４ １的
可行区段按区段１、２、３依次排列后依次向 ｘ轴映射
取其 ｘ坐标值作为坐标轴建立平面解域。图 ４为建
立解域的具体流程，图中 ｘ的初值为解曲线限定范
围的左极限值，ｘｅｎｄ为解曲线限定范围的右极限值，
ｓｔｅｐ为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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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建立解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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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构建无缺陷解域
通过２１节介绍的方法得到解域中的机构不能

保证无分支和回路缺陷，因此必须进行缺陷判定，去

除含运动缺陷的机构，最后形成可行解域。判断机

构是否存在运动缺陷是解域综合方法的另一重要内

容。为此详细介绍本文提出的机构运动缺陷判别方

法。

２２１　雅可比矩阵推导
分析如图２所示的八杆机构（输入角 θ１），得

ｌａｂｘ＋ｌ５ｃｏｓθ５＋ｌ４ｃｏｓθ４－ｌ３ｃｏｓθ３－ｌ２ｃｏｓθ２＝ｌ１ｃｏｓθ１
（２）

ｌａｂｙ＋ｌ５ｓｉｎθ５＋ｌ４ｓｉｎθ４－ｌ３ｓｉｎθ３－ｌ２ｓｉｎθ２＝ｌ１ｓｉｎθ１
（３）

ｌａｂｘ＋ｌ５ｃｏｓθ５＋ｌ６ｃｏｓ（θ４＋δ）－ｌ７ｃｏｓθ６＝ｌ８ｃｏｓ（θ１－α）

（４）

ｌａｂｙ＋ｌ５ｓｉｎθ５＋ｌ６ｓｉｎ（θ４＋δ）－ｌ７ｓｉｎθ６＝ｌ８ｓｉｎ（θ１－α）

（５）

ｌａｂｘ＋ｌ５ｃｏｓθ５＋ｌ１１ｃｏｓ（θ４＋δ＋γ）－ｌ１０ｃｏｓθ７＝

ｌ９ｃｏｓ（θ１－α－β） （６）

ｌａｂｙ＋ｌ５ｓｉｎθ５＋ｌ１１ｓｉｎ（θ４＋δ＋γ）－ｌ１０ｓｉｎθ７＝

ｌ９ｓｉｎ（θ１－α－β） （７）

其中 ｌａｂｘ＝ｂ０ｘ－ａ０ｘ，ｌａｂｙ＝ｂ０ｙ－ａ０ｙ，（ａ０ｘ，ａ０ｙ）为铰链
点 ａ０的坐标，（ｂ０ｘ，ｂ０ｙ）为铰链点 ｂ０ 的坐标。将
式（２）～（７）分别对 θ１～θ７求导，得

ｌ２ｓｉｎθ２ ｌ３ｓｉｎθ３ －ｌ４ｓｉｎθ４ －ｌ５ｓｉｎθ５ ０ ０

－ｌ２ｃｏｓθ２ －ｌ３ｃｏｓθ３ ｌ４ｃｏｓθ４ ｌ５ｃｏｓθ５ ０ ０

０ ０ －ｌ６ｓｉｎ（θ４＋δ） －ｌ５ｓｉｎθ５ ｌ７ｓｉｎθ６ ０

０ ０ ｌ６ｃｏｓ（θ４＋δ） ｌ５ｃｏｓθ５ －ｌ７ｃｏｓθ６ ０

０ ０ －ｌ１１ｓｉｎ（θ４＋δ＋γ） －ｌ５ｓｉｎθ５ ０ ｌ１０ｓｉｎθ７
０ ０ ｌ１１ｃｏｓ（θ４＋δ＋γ） ｌ５ｃｏｓθ５ ０ －ｌ１０ｃｏｓ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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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由式（８）的系数矩阵，即雅可比矩阵，得
ｄ（θ１）＝Δ１Δ２ｌ２ｌ３ｌ５ｌ７ｌ１０ （９）

其中 Δ１＝ｓｉｎ（θ２－θ３）
Δ２＝ｓｉｎ（θ７－θ５）ｓｉｎ（θ６－θ４－δ）ｌ６－
ｓｉｎ（θ４＋δ＋γ－θ７）ｓｉｎ（θ６－θ５）ｌ１１

当系数矩阵行列式为零时机构处于奇异位形，

机构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奇异位形时会导致分支缺

陷。

２２２　机构运动缺陷判别
根据上节内容得雅可比矩阵行列式的值为零

（Δ１或 Δ２为零）时机构处于奇异位形，所以当机构
在给定位置的 Δ１或 Δ２值的符号不同时，机构存在
运动缺陷。但是当机构在给定位置对应的 Δ１和 Δ２

值的符号分别保持同号时机构也可能存在运动缺

陷，这是因为 Δ１和 Δ２值的符号只有正负之分，而八
杆机构可能有多个回路且每个回路有多个分支，不

能仅仅通过 Δ１和 Δ２值的符号不重复表示出八杆机
构的各个回路与分支。通过表１和图５可进一步说
明。

表１给出了图２所示八杆机构在３个位置的参
数以及相应的 Δ１、Δ２，固定铰链点 ａ０和 ｂ０的坐标分
别为（０，０）和（６０，０）。图５是上述八杆机构在可运
动范围内 Δ１、Δ２的变化曲线，并标出给定位置的
Δ１、Δ２在曲线中的位置。

八杆机构在给定两位置的 Δ１和 Δ２都分别保持
相同符号。但从图５中的Δ１和Δ２曲线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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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八杆机构在 ３个位置的坐标以及 Δ１和 Δ２
Ｔａｂ．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ｅｉｇｈｔｂａｒｌｉｎｋａｇｅｍｏｖｉｎｇ

ｊｏｉｎｔｓ，Δ１ａｎｄΔ２

机构参数 位置１ 位置２ 位置３

θ１／（°） ７０ ３０ ５

ａ （８７２，２３９６） （２２０８，１２７５） （２５４０，２２２）

ｂ （１７６２，４４４７） （４１１２，２４４７） （３５９，７１８）

ｃ （４７５９，４５６４） （５２８７，－３１４） （２２８８，３０１６）

ｄ （４９８７，２３４０） （５６３２，－２５２３） （３９７６，１５５０）

ｅ （１８１５，１９４８） （２６４３，３２５６） （２５３３，－８２２）

ｆ （３２９３，３５１５） （３８７９，－１４３９） （１９３６，１２４８）

ｇ （１９３０，７１７） （１９３９，－６９２） （１４６５，－１４４７）

ｈ （３６７７，２８３５） （４２９８，－２０９７） （２６８２，１０１５）

ｐ （５９８５，３５６５） （６５６４，－１２４６） （３８６５，３１２７）

Δ１ －０９０１ －０９８９ －０８９０

Δ２ ５９７４ ５３４４ １４５５７

图 ５　Δ１和 Δ２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Δ１ａｎｄΔ２
　
在原动件的限定运动范围内（在此说明示例中原动

件限定运动范围为５°～７０°），机构在连续运动时 Δ１
（Δ２）从给定的 Δ

１
１（Δ

１
２）连续变化到 Δ

２′
１（Δ

２′
２），而并非

是给定位置２所对应的 Δ２１（Δ
２
２），进而可以说明该机

构在原动件的限定运动范围内不能从给定位置１到
位置２。当机构无法通过 Δ１和 Δ２值的符号来判断
机构是否存在运动缺陷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机构的

运动轨迹来判断机构在通过给定位置时是否存在运

动缺陷。

采用转换机架的方法来求解机构的运动轨迹，

这是因为机构不论选取哪个构件作为机架，各构件

的相对运动关系不变，同时可以将由高级杆组组成

的八杆机构（图６所示八杆机构由三级杆组 ｅ－ｇ－
ｂ０－ｄ－ｈ－ｆ和二级杆组 ａ－ｂ－ｃ组成）转换为由二
级杆组组成的八杆机构，便于机构运动轨迹求解。

　　

为求解图６所示八杆机构运动轨迹，将构件 ｅｆ作为
机架，构件 ａ０ａｅｇ作为原动件，同时建立新坐标系
ｏ′ｘ′ｙ′，取铰链点 ｅ为原点 ｏ′，ｅｆ方向为 ｘ′轴，垂直 ｘ′
轴的方向建立 ｙ′轴，而后根据二级杆组的求解方法
求解出机构在坐标系 ｏ′ｘ′ｙ′下的运动轨迹（八杆机
构初始位置所在回路的运动轨迹）。最后通过坐标

变换将坐标系 ｏ′ｘ′ｙ′下的运动轨迹转换为原始坐标
系 ｏｘｙ的运动轨迹。图６中的曲线为 ｐ点的运动轨
迹，其中红色的表示此处所代表的八杆机构雅可比

矩阵行列式的值为零（Δ１Δ２＝０），蓝色点表示表 １
中给定３个位置的 ｐ点，绿色点表示机构从给定位
置１开始运动，当输入角度对应位置 ２的输入角度
时 ｐ实际到达的位置。因此可以得出根据运动轨迹
判断机构运动缺陷的方法，使机构从初始位置（位

置１）向给定位置（位置２、３、４）运动，通过转换机架
法求出机构的运动轨迹，当输入角度等于给定位置

输入角度时，如果机构实际到达的位置与给定位置

不同则存在运动缺陷，相同且在运动过程中没有出

现雅可比矩阵行列式的值为零的情况则不存在运动

缺陷。

图 ６　八杆机构和运动轨迹

Ｆｉｇ．６　Ｅｉｇｈｔｂａｒｌｉｎｋａｇｅａｎｄ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３　综合示例

给定４Ｒ链的固定铰链点 ａ０坐标（０，０）以及

４个位置参数如表 ２所示，各铰链点限定范围参数
如表３所示。

按照上文所述的综合方法，综合杆 ｂ０ｄ时，先得
关于铰链点 ｂ０和 ｄ坐标的解曲线０４ ０和０４ ４。

表 ２　４Ｒ链在 ４个位置的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４Ｒｃｈａｉｎｆｏｒ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位置 （ａｘ，ａｙ） （ｂｘ，ｂｙ） （ｃｘ，ｃｙ） （ｐｘ，ｐｙ）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６０） （－１７００，－３００） （－１８５０，－５００）

２ （－９６６，－２５８８） （－１３３９７，－５９６３） （－１２９１２，－９０４９） （－１１９２５，－１１３４６）

３ （－８１９２，－５７３６） （－９８７５，－１０４８２） （－７３８１，－１２３６３） （－５０３９，－１３２３８）

４ （－４６９５，－８８２９） （－３５５３，－１３７３４） （－４８４，－１３１４７） （１７２３，－１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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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铰链点限定范围

Ｔａｂ．３　Ｒａｎｇｅｓｏｆｊｏｉｎｔｓ

ｂ０ ｄ ｅ（ｇ） ｆ（ｈ）

（－１０，－４０） （－１４０，－３０） （－１３０，－４０） （－１５０，－４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５）

再根据铰链点 ｂ０和 ｄ的限定范围求解出解曲线上
的可行区段，如图 ７所示限定框中的实线段。图 ８
表示在可行区段范围内杆 ｂ０ｄ的杆长变化情况。综
合杆 ｅｆ与 ｇｈ时，由于两杆同时连接杆 １和杆 ４，故
只得到一组解曲线１４ １和 １４ ４。根据已知参数
及铰链点 ｅ（ｇ）和 ｆ（ｈ）的限定范围得如图 ９所示的
解曲线。

图 ７　解曲线 ０４ ０和 ０４ ４

Ｆｉｇ．７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０４ ０ａｎｄ０４ ４
　

图 ８　杆 ｂ０ｄ的杆长曲线

Ｆｉｇ．８　Ｌｅｎｇｔｈｃｕｒｖｅｏｆｌｂ０ｄ
　
为了尽量满足人类手指的实际尺寸，首先在解

曲线０４ ０上选择一合适点Ａ（图７），而后建立平面
机构解域，把图９所示解曲线 １４ １中的可行区段
依次向水平直线映射并相加作为坐标轴。区段 １：

ｘ∈［－１２９２１，－１００２１］；区段 ２：ｘ∈［－１２９２２，

－１２４２２］和 ｘ∈［－１１７２２，－１０８８２］；区段 ３：ｘ∈

［－１２９２３，－１０８８３］。于是得到如图 １０所示机构

解域。在解域中任取一点与 Ａ点所对应的杆 ｂ０ｄ组
合都可得到八杆机构，由于杆 ｅｆ和 ｇｈ同时连接杆 １
和４，故可知解域中关于解域对角线对称的点 ｐ和
ｐ′所对应的八杆机构相同。为了减少重复计算令下
三角实线框中的部分表示解域，但是这些机构可能

存在运动缺陷故需要进行运动缺陷分析。

图 ９　解曲线 １４ １和 １４ ４

Ｆｉｇ．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１４ １ａｎｄ１４ ４
　

图 １０　解域

Ｆｉｇ．１０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选择解曲线０４ ０上一点 Ａ后通过运动缺陷判

断剔除解域中存在运动缺陷的机构，可得到如图 １１
所示的可行解域图，限定杆长比（Ｒ＝ｌｍｉｎ／ｌｍａｘ）为
００５，得到如图１２所示的可行解域，在解域中选择
一点 Ｋ与 Ａ组合得到如图１３所示的八杆机构。

图 １１　可行解域

Ｆｉｇ．１１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４　结论

（１）给出了多杆机构综合的解曲线及解域建立
方法，并根据解域综合方法开发了八杆机构综合软

件。

（２）提出了基于雅可比矩阵行列式值的符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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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Ｒ≥００５可行解域

Ｆｉｇ．１２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ｆｏｒＲ≥００５
　

机构运动轨迹的八杆机构四位置运动缺陷判断方

法。该方法为可行解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该

方法不涉及复杂的运算，便于编程实现和推广。

图 １３　Ｋ点表示的机构

Ｆｉｇ．１３　ＥｉｇｈｔｂａｒｌｉｎｋａｇｅｆｏｒｐｏｉｎｔＫ
　
　　（３）综合示例表明，解域综合方法能有效地解
决综合过程中出现的机构选择盲目的问题。同时研

究结果表明解域综合方法对多杆机构的综合是一种

有效、简单且易于掌握的机构综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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