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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一种分析一般起升机构吊重轨迹偏差的系统化方法．通过系统平衡方程与协调条件

建立了系统位移、钢丝绳拉力等参数所满足的一阶微分方程．详细讨论了方程中涉及的各种变量的

性质和计算方法，得到了空间滑轮公切点位移和速度、钢丝绳拉力方向及其变化率，给出了卷筒参

数协调条件、系统绳长协调条件，并提出了一种求解空间滑轮角速度的方法．滑轮的转动方向决定

了其两端拉力关系，然而微分方程求解过程中可逐步求得各滑轮角速度，所以针对双联卷筒单分

支缠绕的系统，该方法解决了系统中有滑轮转动方向难以确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具有一

定的普适性，对于一般起升机构的设计和分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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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各种类型的起重机已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如铸造用起重机、板坯、集装箱搬运起

重机、水电站用起重机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自动化程度的提

高，人们对起重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使得现代起重机向耐久化、专业化、更安全可靠的方向发

展［１⁃２］ ．如德国 Ｄｅｍａｇ（德马格）公司研制出一种飞机维修保养专用起重机，跨度大、起升高度

大、停准精度高；又如核电站环行桥式起重机，可用于更换反应堆燃料以及安装和维修重型设

备等人们不便直接操作的场所，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使它必须能以很高的精度对吊重进行定位

作业等［１⁃４］ ．若要达到精确可靠的要求，必须了解起升过程中吊重是如何运动的．
目前，关于起重机小车运行中对吊重偏摆的控制，吊重起升过程中对相关机构的动力学分

析等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研究［５⁃８］ ．这些研究解决了许多有关起重机控制方案和结构设计方面的

问题，但这些研究或集中于吊重运动对起升机构的影响，或将重物和钢丝绳作为单摆处理．事
实上，吊重的运动取决于每根钢丝绳的拉力大小和方向，而钢丝绳拉力又与绳索、滑轮间的相

互作用密切相关．有关绳索和滑轮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成果，但将其与大型

起重机系统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方面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文献［９］研究了电流传输线中的绳

索滑轮系统，但在分析动滑轮运动时将滑轮简化为质点，忽略了过多的细节；文献［１０］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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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参数化超级单元模型用以研究钢丝绳的形变和应力分布，但对滑轮自身的运动没有深入

研究．文献［１１］论述了平面绳索滑轮系统的程式化分析方法，但所提方法还不能直接应用于空

间绳索滑轮系统；文献［１２］分析了引起吊钩组旋转的原因，提出了防止大起升高度钢丝绳打

结的几种方法；文献［１３］提出一种利用吊钩组内相关几何尺寸来评估稳定性的方法，对于控

制吊钩组的旋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缺少量化的分析．
起升机构的布置和钢丝绳的缠绕方式对于吊重的轨迹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忽略风力、

操作等因素影响，针对一般的起升机构，从系统自身具体结构出发，提出了分析吊重轨迹偏差

的一般方法：通过含载荷系数的平衡方程与协调条件建立了系统广义速度、钢丝绳拉力变化率

等参数所满足的一阶微分方程，详细讨论了方程中涉及的各种变量的性质和计算方法；提出了

一种求解空间滑轮角速度的方法，从而解决了缠绕分支中个别滑轮转动方向不确定的问题．此
时的轨迹偏差只与滑轮、卷筒的尺寸、空间方位以及钢丝绳绕绳方式等设计参数有关，属于系

统偏差，因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对于一般起升机构的设计分析具有参考

价值．

１　 起升机构运动描述

一般的起升机构主要由卷筒、定滑轮组、吊钩组及缠绕其中的钢丝绳组成，其中动滑轮组

固结于吊钩组上，如图 １ 所示．起重过程中，卷筒通过钢丝绳提拉动滑轮组进而带动吊钩组和

吊重一起提升．根据所连出的钢丝绳个数，卷筒可分为单联卷筒和双联卷筒．对于双联卷筒，常
见的缠绕分支主要有两种：图 １（ａ）所示单分支系统，即钢丝绳从卷筒一端连出，经过一系列的

动、定滑轮，连于卷筒的另一端，含有一根钢丝绳；图 １（ｂ）所示双分支系统，含有两根钢丝绳，
分别从卷筒两端连出，两分支末端与固定装置连接，该系统可认为是由满足一定协调条件的两

个单联卷筒的系统组合而成．易知，对于双分支系统，重物升降时，各滑轮的转动方向都是确定

的，但是对于单分支系统，个别滑轮的转动方向不易确定．

（ａ） 单分支系统 （ｂ） 双分支系统

（ａ）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ｂ）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图 １　 起升机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由于机构的设计、安装、钢丝绳缠绕方式等因素的存在，任何起升机构工作时都难以保证

吊重只沿竖直方向运动，吊重在水平方向和前后方向的位移称为吊重轨迹偏差．吊钩组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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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越大，吊重轨迹的偏差也就越大．为了减少这种偏差，起重机在工作时会尽可能使吊钩

组匀速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吊钩组所受外力处于平衡状态．由于吊钩组在不同位置所受外力

不同，一般情况下，吊点的轨迹也不是一条竖直线．由此引起的吊重轨迹偏差与起重过程的操

作无关，它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卷筒、滑轮组的具体结构以及彼此之间的连接方式，是起重机设

计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

图 ２　 吊钩组运动的描述

Ｆｉｇ．２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ｏｋ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为了描述吊点的轨迹，在吊点处建立一个与吊钩组固连的连体坐标系 （ｅ′１，ｅ′２，ｅ′３） ．初始时

刻的连体基与总体坐标系（ｅ１，ｅ２，ｅ３） 平行，其中 ｅ１ 轴指向前方，ｅ２ 轴竖直朝上，ｅ３ 轴水平向右，
如图 ２ 所示．将吊钩组视作刚体，吊钩组在任意时刻所处的位置可由该连体基原点的位移 ｕ 和

连体基的转动矢量 θ 描述，其中，原点位移

　 　 ｕ ＝ ｕ１ｅ１ ＋ ｕ２ｅ２ ＋ ｈｅ３， （１）
转动矢量

　 　 θ ＝ θ １ｅ１ ＋ θ ２ｅ２ ＋ θ ３ｅ３ ． （２）
由于各个转角都是小量，瞬时连体基相对于总体基的转动矩阵可以近似为［１４］

　 　 Ｒ ≈ Ｅ ＋ θ， （３）
其中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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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由向量 θ 生成的反对称矩阵，顶端用波浪线标识，以下同理．
易知各段钢丝绳拉力与吊钩组的位置和姿态亦即系统广义位移 ｅ′２是密切耦合、高度非线

性的．以提升高度 ｈ作为系统的描述参数，无法直接得到广义位移与 ｈ的关系式；但是若以提升

速度 ｈ 作为系统描述参数，则广义速度 ｘ 与 ｈ 存在线性关系，即有如下关系式：

　 　 ｘ ＝ ∂ｘ
∂ｈ

ｈ ． （４）

相应的，吊钩组连体基原点的速度为

　 　 ｕ ＝ ｕ１ｅ１ ＋ ｕ２ｅ２ ＋ ｈｅ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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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体基转动速度为

　 　 ω ｇ ＝ θ １ｅ１ ＋ θ ２ｅ２ ＋ θ ３ｅ３， （６）
其中， ｈ作为系统的描述参数，广义速度 ｕ１，ｕ２，θ １，θ ２ 和 θ ３ 是 ｈ的函数，分别表示吊点沿前后方

向、水平方向的速度及吊钩组在三个方向上的转动速度．

２　 空间滑轮公切线及切点速度

钢丝绳质量较轻，且走向多接近竖直方向，因而可以将两滑轮间的钢丝绳看作一条直线；
而相对于直线段钢丝绳的长度，滑轮沟槽宽度很小，且一般要求钢丝绳与滑轮面的夹角不大于

５°［１５］，以避免钢丝绳和滑轮沟槽间的摩擦，因而在求两滑轮间公切线时，可以将滑轮抽象为一

个空间圆；而卷筒可近似为圆柱，钢丝绳保持与其柱面相切，意味着该段钢丝绳与切点所在的

卷筒横截面圆相切．因此，可以将求两滑轮间或卷筒与滑轮间公切线的问题转化为求两个空间

圆的公切线问题．
如图 ３ 所示以空间两个滑轮为例，滑轮 １、滑轮 ２ 的半径分别为 ｒ１，ｒ２，空间位置和方位可

分别由它们的圆心矢径 ｏ１，ｏ２，以及滑轮面内单位坐标系（ｅ１，ｅ２），（ｅ
－
１，ｅ

－
２） 描述．β １，β ２ 分别是

两滑轮上的切点在相应面内坐标系的方位角，记 ｘ１ ＝ ｃｏｓ β １，ｙ１ ＝ ｓｉｎ β １，ｘ２ ＝ ｃｏｓ β ２，ｙ２ ＝ ｓｉｎ β ２；
从滑轮中心指向切点的矢径可表示为

　 　 ｒ１ ＝ ｒ１（ｙ１ｅ２ ＋ ｘ１ｅ１）， （７）
　 　 ｒ２ ＝ ｒ２（ｙ２ｅ

－
２ ＋ ｘ２ｅ

－
１） ． （８）

定义 ｍ１ ＝ ｙ１ｅ２ ＋ ｘ１ｅ１，ｍ２ ＝ ｙ２ｅ
－
２ ＋ ｘ２ｅ

－
１，分别表示滑轮 １、滑轮 ２ 的圆心至相应切点的方向

矢径．从第 １ 个滑轮上的切点（矢径为 ｐ１ ＝ ｏ１ ＋ ｒ１） 到第 ２ 个滑轮切点（矢径为 ｐ２ ＝ ｏ２ ＋ ｒ２） 之

间的连线同时与 ｍ１ 和 ｍ２ 垂直，因而公切点坐标方程为

　 　

ｐ１２ｙ１ ＋ ｐ１１ｘ１ － ｒ２ｗ ＝－ ｒ１，
ｐ２２ｙ２ ＋ ｐ２１ｘ２ ＋ ｒ１ｗ ＝ ｒ２，

ｘ２
１ ＋ ｙ２

１ ＝ １，

ｘ２
２ ＋ ｙ２

２ ＝ １，
ｗ ＝ ｘ１（ａ１１ｘ２ ＋ ａ１２ｙ２） ＋ ｙ１（ａ２１ｘ２ ＋ ａ２２ｙ２），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９）

其中的系数： ｐ１ｋ ＝ （ｏ１ － ｏ２）·ｅｋ，ｐ２ｋ ＝ （ｏ１ － ｏ２）·ｅ
－
ｋ，ａｉｊ ＝ ｅｉ·ｅ

－
ｊ ．这是一组非线性方程，难以得到

解析解．然而，求其数值解时也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图 ３　 两空间滑轮公切线 图 ４　 滑轮公切线类型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ａｎｇ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ｕｌｌｅｙｓ Ｆｉｇ．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ａｎｇ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ｌｌｅｙｓ

如图 ４ 所示，以上方滑轮上的切点为公切线起点，两个滑轮可有 ４ 种类型的公切线，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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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右外公切线 （ｋ ＝ １），左外公切线（ｋ ＝ ２），右内公切线（ｋ ＝ ３） 和左内公切线（ｋ ＝ ４）， 它们代

表了滑轮间的绕绳方式．只有与其相符的解才是有意义的．欲获得方程组（９）中多个解中某个

特定解，必须使初值尽可能接近所求的特定解．
在两个滑轮圆面平行的情况下，可得到公切线切点位置的解析解．如图 ５ 所示，外公切线

特征是 β ２ ＝ β １（即 ｘ１ ＝ ｘ２，ｙ１ ＝ ｙ２）， 因而切点位置解析解为

１） 右外公切线 （ｋ ＝ １）

　 　
ｘ１ ＝ ｘ２ ＝ ｐ１１σ ｒ ＋ ｐ１２σ ｐ，
ｙ１ ＝ ｙ２ ＝ ｐ１２σ ｒ － ｐ１１σ ｐ；

{ （１０）

２） 左外公切线 （ｋ ＝ ２）

　 　
ｘ１ ＝ ｘ２ ＝ ｐ１１σ ｒ － ｐ１２σ ｐ，
ｙ１ ＝ ｙ２ ＝ ｐ１２σ ｒ ＋ ｐ１１σ ｐ，

{ （１１）

其中

　 　 σ ｒ ＝
ｒ２ － ｒ１
ｐ２ ， σ ｐ ＝

１
ｐ２

－ σ ２
ｒ ， ｐ２ ＝ （ｐ１１） ２ ＋ （ｐ１２） ２ ＋ （ｐ１３） ２ ．

图 ５　 平行圆面外公切线 图 ６　 平行圆面内公切线

Ｆｉｇ．５　 Ｏｕｔｅ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ａｎｇ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Ｆｉｇ．６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ａｎｇ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

如图 ６ 所示，内公切线的特征是 β ２ － β １ ＝ π（即 ｘ１ ＝ － ｘ２，ｙ１ ＝ － ｙ２）， 因而切点位置解析

解为

１） 右内公切线 （ｋ ＝ ３）

　 　
ｘ１ ＝ － ｘ２ ＝ － （ｐ１１ρ ｒ ＋ ｐ１２ρ ｐ），
ｙ１ ＝ － ｙ２ ＝ － （ｐ１２ρ ｒ － ｐ１１ρ ｐ）；

{ （１２）

２） 左内公切线 （ｋ ＝ ４）

　 　
ｘ１ ＝ － ｘ２ ＝ － （ｐ１１ρ ｒ － ｐ１２ρ ｐ），
ｙ１ ＝ － ｙ２ ＝ － （ｐ１２ρ ｒ ＋ ｐ１１ρ ｐ），

{ （１３）

其中

　 　 ρ ｒ ＝
ｒ２ ＋ ｒ１
ｐ２ ， ρ ｐ ＝

１
ｐ２

－ ρ ２
ｒ ．

用数值法求解两滑轮某一类型的公切线时，以式（１０） ～ （１３）中相应类型的解析解作为初

值，可使非线性方程组（９）的解与绕绳方式相符．
每根钢丝绳的绕绳方式可由含两行元素的数组描述．数组的第 １ 行依次存储钢丝绳绕过

的滑轮（或卷筒）编号，第 ２ 行存储第 １ 行中相应滑轮（或卷筒）接入分支的公切线类型编号

（编号的意义如图 ４ 所示）．例如，对图 １（ａ）所示起升机构，滑轮分别编号为 １，２，…，１１，卷筒

左、右两端分别编号为－１，－２，则从卷筒－１ 出发，经过的滑轮（或卷筒）及绕绳方式可用如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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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描述：

　 　 Ｋ１ ＝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 ２
４ １ ２ １ ２ ３ １ ２ １ ２ １ 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４）

当以提升速度 ｈ 作为系统描述参数时，需要将式（９） 对高度 ｈ 求 １ 价偏导，进而得到切点

方位角变化率及其它相关速度参数．笔者注意到 ｙ１ ＝ ｘ１β １，ｘ１ ＝ － ｙ１β １，ｙ２ ＝ ｘ２β ２，ｘ２ ＝ － ｙ２β ２，并
且有 ｗ ＝ ｔ１·ｍ２β １ ＋ ｔ２·ｍ１β ２，其中 ｔ１ ＝ ｅ３ × ｍ１，ｔ２ ＝ ｅ－ ３ × ｍ２ 分别是两圆面内的切线方向．对式（９）
求导，可得到两圆上的方位角变化率：

　 　
β １

β ２
{ } ＝

ｂ１１ ｂ１２

ｂ２１ ｂ２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ｍ１·（ｏ１ － ｏ２） － （ｍ１ × ｑ２１）·ω１

ｍ２·（ｏ１ － ｏ２） － （ｍ２ × ｑ２１）·ω２
{ } ， （１５）

其中 ｏ１，ｏ２ 是滑轮中心速度，ω１，ω２ 是滑轮所在基本的转动速度，向量 ｑ２１ ＝ ｏ２ － ｏ１， 矩阵

　 　
ｂ１１ ｂ１２

ｂ２１ ｂ２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ｑ２１ ＋ ｒ２）·ｔ１ ｒ２ｍ１·ｔ２
－ ｒ１ｍ２·ｔ１ （ｑ２１ － ｒ１）·ｔ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 （１６）

可见方位角变化率 β １，β ２ 是关于 ｏ１，ｏ２，ω１，ω２ 的线性函数．
滑轮空间公切点的速度可由 β １，β ２ 表示为

　 　
ｐ１ ＝ ｏ１ ＋ ω１ × ｒ１ ＋ ｒ１β １ ｔ１，

ｐ２ ＝ ｏ２ ＋ ω２ × ｒ２ ＋ ｒ２β ２ ｔ２ ．
{ （１７）

同理，可写作如下形式：

　 　
ｐ１ ＝ ｃ１１ｏ１ ＋ ｃ１２ｏ２ ＋ ｃ１３ω１ ＋ ｃ１４ω２，
ｐ２ ＝ ｃ２１ｏ２ ＋ ｃ２２ｏ１ ＋ ｃ２３ω２ ＋ ｃ２４ω１，

{ （１８）

式中的系数矩阵分别为

　 　

ｃ１１ ＝ ｒ１ ｔ１  （ｂ１１ｍ１ ＋ ｂ１２ｍ２） ＋ Ｅ， ｃ１２ ＝ Ｅ － ｃ１１，
ｃ１３ ＝ ｒ１ｂ１１ ｔ１  ｑ２１ｍ１ － ｒ１， ｃ１４ ＝ ｒ１ｂ１２ ｔ１  ｑ２１ｍ２，
ｃ２１ ＝ － ｒ２ ｔ２  （ｂ２１ｍ１ ＋ ｂ２２ｍ２） ＋ Ｅ， ｃ２２ ＝ Ｅ － ｃ２１，
ｃ２３ ＝ ｒ２ｂ２２ ｔ２  ｑ２１ｍ２ － ｒ２， ｃ２４ ＝ ｒ２ｂ２１ ｔ２  ｑ２１ｍ１ ．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滑轮公切点作为直线段钢丝绳的端点，其位置和速度决定了该段钢丝绳的拉力方向及方

向变化率．拉力方向可表示为

　 　 ｎ２ ＝ （ｐ１ － ｐ２） ／ ｌ１２， （１９）
其中 ｌ１２ ＝｜ ｜ ｐ１ － ｐ２ ｜ ｜ ， 相应的拉力方向变化率

　 　 ｎ２ ＝ （Ｅ － ｎ２  ｎ２）（ｐ１ － ｐ２） ／ ｌ１２ ． （２０）
将式（１８）代入上式即可得到钢丝绳拉力方向变化率与滑轮速度之间的线性关系．
另外，滑轮面内切线方向可由方位角表示为

　 　
ｔ１ ＝ － ｓｉｎ（β １）ｅ１ ＋ ｃｏｓ（β １）ｅ２，

ｔ２ ＝ － ｓｉｎ（β １）ｅ
－
１ ＋ ｃｏｓ（β ２）ｅ

－
２ ．

{ （２１）

相应变化率为

　 　
ｔ１ ＝ － ｔ １ω１ － β １ｍ１，

ｔ２ ＝ － ｔ ２ω２ － β ２ｍ２ ．
{ （２２）

由式（１５）、（１８）、（２０）及（２２）可见，钢丝绳滑轮系统中一些常用的速度参数均可用相关

滑轮的中心速度及所在基体的角速度线性表示．不失一般性， 若圆 ｏ１ 表示定滑轮， 则 ｏ１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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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１ ＝ ０；同时圆 ｏ２ 表示动滑轮，有 ｏ２ ＝ ｕ ＋ ω ｇ × ｑ２，ω２ ＝ ω ｇ，其中 ｑ２ 表示吊钩组质心至该滑轮

中心的矢径．

３　 滑轮两端拉力的关系

起重过程中，钢丝绳从入绳点开始与滑轮 ｉ接触，在出绳点与滑轮脱离．通常情况钢丝绳与

滑轮之间的摩擦力足以阻止两者间相对滑动，与滑轮接触的这段钢丝绳可认为与滑轮外缘瞬

时固结．
钢丝绳在入绳端由直线变为圆弧，在出绳端则由圆弧变为直线．由于钢丝绳对变形有一定

的抵抗能力，因而在直线和圆弧段之间有很小一段过渡曲线，使出绳端到滑轮中心的距离小于

ｒｉ（近似为 ｒｉ － δ），入绳端到滑轮中心的距离大于 ｒｉ（近似为 ｒｉ ＋ δ）， 如图 ７（ａ）所示．

（ａ） 钢丝绳僵性阻力 （ｂ） 滑轮摩擦阻力矩

（ａ） Ｓｔｉｆ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ｒｅ ｒｏｐｅｓ （ｂ）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ｍｏｍｅｎｔ ｂ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ｌｌｅｙ ｓｈａｆｔ
图 ７　 滑轮效率的影响因素

Ｆｉｇ．７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ｕｌｌｅ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滑轮 ｉ 出绳、入绳端的拉力分别为 ｆ ｔ
ｉ ， ｆ ｓ

ｉ ，如图 ７（ｂ），ｔｔｉ，ｔｓｉ 分别为滑轮面内出绳、入绳点切

线方向．钢丝绳两端拉力沿这两个方向的分量分别为

　 　 Ｔ ｔ
ｉ ＝ ｆ ｔ

ｉ·ｔｔｉ， Ｔ ｓ
ｉ ＝ ｆ ｓ

ｉ·ｔｓｉ ． （２３）
沿转轴方向的力矩平衡方程为

　 　 Ｍｆ ＝ Ｔ ｔ
ｉ （ ｒｉ － δ） － Ｔ ｓ

ｉ （ ｒｉ ＋ δ）， （２４）
其中 Ｍｆ 是转轴上的摩擦阻力矩，可用摩擦阻力因数 η ｆ 表示为

　 　 Ｍｆ ＝ η ｆＴ ｓ
ｉ ｒｉ ． （２５）

针对工程中常用的滚动轴承滑轮， η ｆ 的取值通常在 ０．０１４ ０ ～ ０．０１４ ５［１５］ ．在式（２４）中令 Ｍｆ 为

０，可以得到单纯由僵性效应引起的出绳拉力增量：

　 　 ΔＴ ｔ
ｉ ＝ ２δ

ｒｉ － δ
Ｔ ｓ

ｉ ＝ η ｅＴ ｓ
ｉ ， （２６）

其中， η ｅ 为僵性阻力系数，取值通常在 ０．００５ ５～０．００６ ０［１５］ ．
如果考虑全部阻力影响，则由式（２４） ～ （２６）可得

　 　 Ｔ ｓ
ｉ ＝ ２

（２ ＋ η ｅ）η ｆ ＋ ２（１ ＋ η ｅ）
Ｔ ｔ

ｉ ＝ ηＴ ｔ
ｉ ， （２７）

其中， η 为效率系数，经计算其值在 ０．９７９ ８～０．９８０ ９．
滑轮出绳、入绳拉力方向分别用 ｎｔ

ｉ，ｎｓ
ｉ 表示，则根据式（２３），两端拉力大小的关系可写作

　 　 ｆ ｓ
ｉ ＝ ητｆ ｔ

ｉ ， （２８）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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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 ＝ ｎｔ
ｉ·ｔｔｉ ／ （ｎｓ

ｉ·ｔｓｉ ） ．
由于滑轮的出绳端和入绳端是由滑轮的转动方向决定的，所以上式中滑轮效率 η 和滑轮

角速度 ω ｉ 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如图 ７（ｂ）， ｅ３
ｉ 是滑轮转动方向，当 ω ｉ ＜ ０ 时， ｆ ｔ

ｉ 是出绳拉力， ｆ ｓ
ｉ

是入绳拉力，有 ｆ ｓ
ｉ ＝ ητｆ ｔ

ｉ；当 ω ｉ ＞ ０时则相反，有 ηｆ ｓ
ｉ ＝ τｆ ｔ

ｉ ．实际上，当 ω ｉ 符号改变时，两端拉力

的关系并不是像上述关系反映的那样发生突变，其变化应是一个连续缓慢的过程，本文假设

ω ｉ 在接近 ０ 的范围［ － Δω，Δω］ 内，滑轮两端拉力的比值是 ω ｉ 的线性函数，如图 ８ 所示．
即有

　 　 η ｉ ＝

η， ω ＜ － Δω，
１ － η ２

２ηΔω
ω ｉ ＋

１ ＋ η ２

２η
， － Δω ≤ ω ｉ ≤ Δω，

１
η
， ω ＞ Δω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２９）

滑轮两端拉力关系的完整形式应为

　 　 ｆ ｓ
ｉ ＝ τη ｉ ｆ ｔ

ｉ ． （３０）
上式对起升高度 ｈ 求一阶偏导，得到滑轮两端拉力变化率所满足的关系式：
　 　 ｆ ｓ

ｉ ＝ η ｉ ｆ ｔ
ｉ τ ＋ τη ｉ ｆ ｔ

ｉ ＋ τ ｆ ｔ
ｉ η ｉ， （３１）

其中 τ ＝ （ｎｔ
ｉ·ｔｔｉ ＋ ｔｔｉ·ｎｔ

ｉ － ｎｓ
ｉ·ｔｓｉ － ｔｓｉ·ｎｓ

ｉ ） ／ （ｎｓ
ｉ·ｔｓｉ ） ２，根据第 ２ 节中式（２０）、（２２） 可知，ｎｔ

ｉ，ｎｓ
ｉ ，ｔｔｉ，ｔｓｉ

均是相关滑轮速度及吊钩组角速度的线性函数，故 τ可以求得；而当 － Δω≤ω ｉ ≤Δω时，η ｉ 中

含有滑轮角加速度项，无法用广义速度表示，需要在求解的每一步中存储各高度对应的滑轮角

速度，对其进行数值求导得到滑轮角加速度．

图 ８　 滑轮效率与角速度的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ｌｌｅ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ｓｐｅｅｄ

如果不计钢丝绳的自重，每段钢丝绳对两端滑轮的拉力相同，且滑轮两端拉力满足式

（３１），只要确定与卷筒相连的那段钢丝绳的拉力，就可完全确定各段钢丝绳拉力．吊钩组所受

外力包括钢丝绳通过滑轮传递到滑轮转轴的合力 Ｆｉ 及合力矩 Ｍｉ、吊钩组自重 ｍｂｇ（含动滑

轮） 和吊重 Ｇ ．重物起升时一般要保持平缓匀速，忽略惯性力影响则有

　 　 ∑
ｉ
Ｆｉ ＋ ｍｂｇ ＋ Ｇ ＝ ０， （３２）

　 　 ∑
ｉ
（ｑｉ × Ｆｉ ＋ Ｍｉ） ＋ ｍｂｑｃ × ｇ ＝ ０， （３３）

其中 ｑｉ，ｑｃ 分别是滑轮中心、吊钩组质心至吊钩挂点的矢径，在初始时刻分别记作 ｑ－ ｉ，ｑ
－
ｃ， 则有

　 　 ｑｉ ＝ Ｒｑ－ ｉ， ｑｃ ＝ Ｒｑ－ ｃ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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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合力 Ｆｉ ＝ ｆ ｔ
ｉ ｎｔ

ｉ ＋ ｆ ｓ
ｉ ｎｓ

ｉ ，合力矩同摩擦阻力矩互为反力矩，有 Ｍｉ ＝ ｆ ｔ
ｉ ｎｔ

ｉ × ｒｔｉ ＋ ｆ ｓ
ｉ ｎｓ

ｉ × ｒｓｉ ．
对提升高度 ｈ 求导，得到平衡方程（３２）、（３３）的一阶微分形式：

　 　 ∑
ｎ

ｉ
Ｆｉ ＝ ０， （３５）

　 　 ∑
ｉ
（ｑｉ × Ｆｉ ＋ ｑｉ × Ｆｉ ＋ Ｍｉ） ＋ ｑｇ × Ｇ ＝ ０， （３６）

其中

　 　 Ｆｉ ＝ ｆ
　 ｔ
ｉ ｎｔ

ｉ ＋ ｆ ｔ
ｉ ｎｔ

ｉ ＋ ｆ
　 ｓ
ｉ ｎｓ

ｉ ＋ ｆ ｓ
ｉ ｎｓ

ｉ ，

　 　 Ｍｉ ＝ ｆ ｔ
ｉ ｎｔ

ｉｒｔｉ ＋ ｆ ｓ
ｉ ｎｓ

ｉ ｒｓｉ － ｒ ｔ
ｉ（ ｆ

　 ｔ
ｉ ｎｔ

ｉ ＋ ｆ ｔ
ｉ ｎｔ

ｉ） － ｒｓ
ｉ（ ｆ

　 ｓ
ｉ ｎｓ

ｉ ＋ ｆ ｓ
ｉ ｎｓ

ｉ ） ．
式（３５）、（３６）是系统基本速度参数及钢丝绳拉力大小变化率所满足的方程．经过以上分

析可知，这些方程均是常微分方程，然而并不足以求解系统广义自由度．原因如下：首先，平衡

条件提供了 ６ 个方程，但广义自由度有 ５ 个，拉力参数有 ２ 个（双分支系统）或 １ 个（单分支系

统），求解条件不完备，且卷筒上两个入绳点的位置缺少描述；其次，滑轮自转的角速度未知，
对于单分支系统式（３０）、（３１）中的滑轮效率系数不能确定．所以，还需要补充相应的协调条件

以及滑轮角速度的求解方法．

４　 卷筒参数和系统绳长协调条件

工程中一般采用带槽卷筒对钢丝绳进行卷绕，钢丝绳槽是位于卷筒圆柱面上的螺旋线，如
图 ９ 所示．工作时卷筒上入绳点除了有沿卷筒轴向的位移，还有沿卷筒柱面上下方向的微小移

动．卷筒左右两端入绳点所在的横截面可看作两空间圆，圆心位移大小分别用 ｚ１，ｚ２ 表示（以下

统称为卷筒圆心位移）．

图 ９　 卷筒描述参数及卷入的钢丝绳长度

Ｆｉｇ．９　 Ｄｒｕｍ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ｏｐｅ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ｗｏｕｎ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ｒｕｍ

如图 ９ 所示，由于螺旋线上任意一点都对应不同的卷筒圆心位移，故可用 ｚ１，ｚ２ 作为卷筒

入绳点的描述参数．记左右两端的入绳点方位角分别为 β １，β ２，卷筒转过角度为 ϕ， 则有

　 　
ｚ１ ＝ ξ（ϕ － β １），
ｚ２ ＝ ξ（ϕ － β ２），

{ （３７）

其中 ξ ＝ ｄ ／ ２π，ｄ 是卷筒上螺旋沟槽线的螺距，对上式求导可得到卷筒圆心速度与卷筒角速度

的关系：

　 　
ｚ１ ＝ ξ（ω ｄ － β １），

ｚ２ ＝ ξ（ω ｄ － β ２） ．{ （３８）

消去 ω ｄ 得到两圆心速度满足的协调条件：
　 　 ｚ１ － ｚ２ ＋ ξ（β １ － β ２） ＝ 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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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引入一个卷筒协调条件，系统多了两个广义速度 ｚ１，ｚ２ ．需补充系统绳长协调条件，使求解

条件完备．
以图 １（ａ）所示的单分支系统为例，从卷筒左端入绳点沿分支到右端入绳点之间的钢丝绳

长度：

　 　 Ｌ ＝ ｌ０ ＋ ∑
ｎ

ｉ ＝ １
（ ｌｉ ＋ ｓｉ）， （４０）

其中， ｎ 表示分支中滑轮个数，ｌｉ 表示沿分支第 ｉ ＋ １ 个直线段钢丝绳长度，其值由该直线段两

端的入绳点和出绳点坐标求得；ｓｉ 表示与滑轮 ｉ（半径为 ｒｉ） 所接触的钢丝绳长度，若入绳点、出
绳点对应的方位角分别为 β ｓ

ｉ ，β ｔ
ｉ， 则有

　 　 ｓｉ ＝ ｒｉ（β ｓ
ｉ － β ｔ

ｉ） ． （４１）
另一方面，卷筒（半径为 ｒｄ） 左右两端的位移为分别为 ｚ１，ｚ２， 则卷筒卷入的钢丝绳长度：

　 　 Ｌ
－
＝ （ ｚ１ ＋ ｚ２） ｒ２ｄ ／ ξ ２ ＋ １ ． （４２）

一般起重机要求钢丝绳有很好的抗拉强度，且工作时由于各段钢丝绳拉力变化不大，其自

身长度改变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卷筒卷入的钢丝绳长度与留在分支中的钢丝绳长度

之和应等于系统总绳长 Ｌ０， 即

　 　 Ｌ
－
＋ Ｌ ＝ Ｌ０ ． （４３）

对上式求导，得到系统绳长变化率协调条件：

　 　 ｌ０ ＋ ∑
ｎ

ｉ ＝ １
（ ｌｉ ＋ ｓｉ） ＋ （ ｚ１ ＋ ｚ２） ｒ２ｄ ／ ξ ２ ＋ １ ＝ ０， （４４）

其中 ｌｉ ＝ ｎｓ
ｉ·（ｐｔ

ｉ ＋１ － ｐｓ
ｉ ），ｓｉ ＝ ｒｉ（β ｓ

ｉ － β ｔ
ｉ） ．ｐｓ

ｉ ，ｐｔ
ｉ，β ｓ

ｉ ，β ｔ
ｉ 分别表示滑轮 ｉ 上入绳点、出绳点的速度

及其所对应的方位角变化率．
对于图 １（ｂ）所示系统，有两个缠绕分支，满足相应的两个绳长协调条件；对于图 １（ａ）所

示单分支系统，虽只有一个绳长协调条件，但如同第 ３ 节中所述，单分支系统中亦只有一个拉

力描述参数．加上 ５ 个吊钩组位移参数、两个卷筒圆心参数及 ６ 个平衡方程、１ 个卷筒协调条

件，这两种系统的方程个数与广义描述参数一致，并都满足求解完备性条件．而一价微分方程

的初值可以通过求解原非线性方程得到．

５　 滑轮角速度及绳速

绳速即钢丝绳上一点的速度沿绳长方向的分量，它是卷筒动力控制、钢丝绳型号选取、滑
轮构造等重要参数依据之一．通常情况，对于平面问题，绳速与滑轮角速度的关系可直接写出；
然而对于空间问题，难以直接得到两者的精确关系，这是由于钢丝绳沿滑轮边缘切离或切入滑

轮面，在切点处速度发生了改变，且切点在滑轮上的位置不固定造成的．本节避开了直接求解

的困难，而是在空间滑轮公切点速度的基础上，根据钢丝绳连续性质给出了滑轮角速度与绳速

的关系式．
如图 １０ 所示，设半径为 ｒ的滑轮，其面内坐标基矢量分别为 ｅ１ 和 ｅ２，滑轮上入绳点和出绳

点矢径分别为 ｐｓ，ｐｔ ．由于钢丝绳的连续性质，钢丝绳上任意两点间的钢丝绳长度保持不变，而
系统中钢丝绳可分为直线段部分和固结于滑轮的圆弧段部分，在相邻的两段钢丝绳上分别取

异于入绳点和出绳点的任意两点 ｐ１，ｐ２， 则两点间的钢丝绳长度可表示为

　 　 ｌ０ ＝ ｌ１ ＋ ｌ２，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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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ｌ１ 表示两点间直线段绳长，可表示为

　 　 ｌ１ ＝ （ｐｓ － ｐ１）·ｎｓ， （４６）
ｎｓ 表示入绳方向单位矢量，该段绳长变化率为

　 　 ｌ１ ＝ ｐｓ·ｎｓ － ｖｓ， （４７）
上式中， ｖｓ ＝ ｐ１·ｎｓ 表示入绳速度，ｐｓ，ｎｓ 分别表示入绳点的空间速度、拉力方向变化率．

ｌ２ 表示两点间圆弧段绳长，表达式为

　 　 ｌ２ ＝ αｒ ＝ （β ２ － β ｓ） ｒ， （４８）
α 表示圆弧段包角，β ２，β ｓ 分别表示点 ｐ２，ｐｓ 对应的方位角．由于点 ｐ２ 与滑轮固结，其方位角变

化率即是滑轮的角速度 ω；以点 ｐｓ 作为切点，其方位角变化率即是 β ｓ ．所以该段绳长变化率为

　 　 ｌ２ ＝ （ω － β ｓ） ｒ ． （４９）

图 １０　 绳速和滑轮角速度

Ｆｉｇ．１０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ｌｌｅｙ

由连续性质知 ｌ０ ＝ ０，即 ｌ１ ＋ ｌ２ ＝ ０， 可得

　 　 ω ＝ １
ｒ
（ｖｓ － ｐｓ·ｎｓ） ＋ β ｓ ． （５０）

上式即是滑轮角速度 ω 与入绳速度 ｖｓ 的关系，同理可得到出绳速度 ｖｔ 的表达式为

　 　 ｖｔ ＝ （ω － β ｔ） ｒ ＋ ｐｔ·ｎｔ ． （５１）
出绳速度与入绳速度之差为

　 　 ｖｔ － ｖｓ ＝ （β ｓ － β ｔ） ｒ ＋ ｐｔ·ｎｔ － ｐｓ·ｎｓ ． （５２）
在求得一个滑轮的两端绳速之后， 与该滑轮相连的下一个滑轮的出绳速度便等于该滑轮

的入绳速度； 分支初始端卷筒的角速度可以通过卷筒上圆心速度及切点方位角变化率求出，
然后从卷筒出发， 沿钢丝绳分支应用式（５０）和（５１）可依次求得各直线段绳速及各滑轮的角

速度．

６　 算　 　 例

随着起重机向大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起升机构布置、钢丝绳缠绕等越来越复杂，若要实现

高精度的定位，需要对起升机构吊重轨迹做精确分析．图 １ 所示为 ６ 倍率起升机构中常见的两种

缠绕方式．本节选取图 １（ａ）所示的单分支缠绕的起升机构为例，对其吊重轨迹偏差进行分析．
取总体坐标系 Ｘ轴指向前方，Ｙ轴竖直向上，Ｚ 轴水平向左，重力加速度为（０，－９．８，０） ｍ ／ ｓ２，卷
筒螺距为 ４０ ｍｍ ．初始时刻，定滑轮、动滑轮和卷筒的参数见表 １，其中动滑轮位置是在吊钩组

基体坐标系下的参数，吊重挂点位置在吊钩组基体坐标系下为（０， －０．８５， ０） ｍ；吊钩组总质

量为 ２ ５４８ ｋｇ ．僵性阻力系数取 ０．００６ ０，滑轮摩擦阻力因数取 ０．０１４ ５５．起重机工况：将 ６０ ｔ 重
物从吊钩组质心（０， －３６， ０） ｍ 处提升 ２８ ｍ ．在此工况下，６ 号定滑轮的角速度很小，且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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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向发生了改变（取 Δω ＝ ２．３ × １０ －３ ｒａｄ ／ ｍ）．
表 １　 初始时刻卷筒和滑轮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ｕｍ ａｎｄ ｐｕｌｌｅｙ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ｒｕｍ

－１ －２

ｆｉｘｅｄ ｐｕｌｌｅｙ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ｐｕｌｌｅｙ

１ ３ ５ ７ ９ １１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ｄ ／ ｍｍ　 　 １ ３００ ７１０ ８００ ７１０ ７１０ ７１０ ７１０ ８００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Ｘ ／ ｍｍ －１ ３８０ ０ ０

Ｙ ／ ｍｍ 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Ｚ ／ ｍｍ ２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４５０ ２００ ０ －２００ －４５０ ５２０ ２６０ ９０ －９０ －２６０ －５２０

　 　 下面是具体计算结果及其分析：
６．１　 ６ 号定滑轮角速度及卷筒拉力

图 １１ 为 ６ 号定滑轮的角速度随提升高度的变化曲线，由于该滑轮位于钢丝绳缠绕分支中

间，可见，其角速度较小，并在吊重提升了 １７．４ ｍ 时方向发生了改变．分支中一个滑轮转动方

向的改变，会影响整个分支中钢丝绳拉力大小的变化，如图 １２ 所示拉力曲线．随着 ６ 号定滑轮

转向的改变，卷筒两端拉力关系发生了缓慢、连续性的变化．

图 １１　 ６ 号定滑轮角速度 图 １２　 卷筒两端拉力随提升高度的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ｆｉｘｅｄ ｐｕｌｌｅｙ ６ Ｆｉｇ．１２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ｕｍ
ｖｓ．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６．２　 水平方向和前后方向偏差

挂点水平方向和前后方向的轨迹如图 １３、１４ 所示，从中可见： １） 提升前 ２０ ｍ 吊重轨迹偏

差随高度增加而增大，原因在于：随着重物的上升，动、定滑轮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一些钢丝绳

的走向偏离竖直方向，导致水平拉力增加，从而引起较大偏差．２） 最后不到 １０ ｍ 的过程中，吊
重水平方向的偏差随高度增加反向减小，这是由于 ６ 号定滑轮转向的改变，会引起滑轮组以及

卷筒左右两端拉力关系改变的缘故；引起前后方向偏差的主要因素是卷筒两端的拉力，随着高

度增加，卷筒两端拉力会将吊重拉向靠近卷筒的一侧，且吊重前后方向偏差的变化趋势基本保

持一致．
６．３　 系统中的绳速

系统中，各段钢丝绳大多接近竖直线，但是卷筒两端的直线段钢丝绳在初始时刻倾斜度最

大，随着高度的上升，其倾斜度越来越小，导致钢丝绳拉力值变小，从前面图 １２ 也可以看出卷

筒两端拉力总的变化趋势是减小的； 而同样原因会导致卷筒总的入绳速度越来越大，如图 １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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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挂点水平方向相对偏差 图 １４　 挂点前后方向相对偏差

Ｆｉｇ．１３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ａｄ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１４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ａｄ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图 １５　 卷筒两端入绳速度 图 １６　 各动滑轮绳速

Ｆｉｇ．１５　 Ｒｏｐｅ ｓｐｅｅｄ ａｔ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ｕｍ Ｆｉｇ．１６　 Ｒｏｐｅ ｓｐｅｅｄ ａｔ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ｐｕｌｌｅｙ

由于起升机构布局、缠绕方式、滑轮尺寸等比较均匀，所以各绳速相对于提升速度的比值

基本保持不变，以致图 １６ 所示各滑轮出绳、入绳速度曲线接近为直线，其对应的值约等于相应

的倍率．

７　 结　 　 论

一般起重机在工作时，吊重运行轨迹存在系统偏差，要实现对吊重的高精度定位，在努力

提高控制系统的同时，也需要精细考虑结构的尺寸，尤其是起升机构的布局、钢丝绳的缠绕方

式．本文给出了一种分析一般起升机构吊重轨迹的系统化方法．通过对吊重轨迹的分析可以得

到以下几个结论： １） 滑轮角速度方向未改变时，挂点轨迹偏差随起升高度增加而变大； ２） 滑

轮角速度方向的改变会引起卷筒两端拉力关系的改变，进而导致挂点轨迹水平方向的改变；
３） 随着重物上升，直线段钢丝绳走向与竖直方向的偏离减小，一般会导致该段钢丝绳拉力变

小、而绳速增大．相关方法和分析对于一般起升机构的设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万力． 我国起重机科技进步情况的回顾［Ｊ］ ． 起重运输机械， １９９９（１０）： ６⁃９． （ＷＡＮ Ｌｉ．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Ｊ］ ．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
ｅｒｙ， １９９９（１０）： ６⁃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须雷． 现代起重机的特征和发展趋向［Ｊ］ ． 起重运输机械， １９９７（１０）： ３⁃７． （ＸＵ Ｌｅｉ．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

６５４ 一般起升机构吊重轨迹偏差分析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ｒａｎｅｓ［Ｊ］ ．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Ｍａ⁃
ｃｈｉｎｅｒｙ， １９９７（１０）： ３⁃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顾翠云， 高秀芬， 刘焕江， 武建平． 核电站环行起重机安全保护功能分析［Ｊ］ ． 机械工程与自动

化， ２００９（６）： ９３⁃９４， ９９． （ＧＵ Ｃｕｉ⁃ｙｕｎ， ＧＡＯ Ｘｉｕ⁃ｆｅｎ， ＬＩＵ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 ＷＵ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ａｒ ｃｒａｎｅ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Ｊ］ ．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６）： ９３⁃９４， ９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卜广强． 核电站起重机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Ｊ］ ． 起重运输机械， ２０１０（４）： ５⁃１０． （ＢＵ Ｇｕ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ｒａｎｅｓ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Ｊ］ ．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０（４）： ５⁃１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Ｋｉｍ Ｙ Ｓ， Ｈｏｎｇ Ｋ Ｓ， Ｓｕｌ Ｓ Ｋ． Ａｎｔｉ⁃ｓｗａ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ｃｒａｎｅｓ： ｉｎｃｌｉｎｏｍｅｔｅ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４， ２
（４）： ４３５⁃４４９．

［６］　 Ｐａｒｋ Ｈ， Ｃｈｗａ Ｄ， Ｈｏｎｇ Ｋ Ｓ． Ａ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ｌｉｎ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ｃｒａｎｅｓ：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ｒｏｐｅ ｌｅｎｇｔｈ［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７， ５（４）：
３７９⁃３８７．

［７］　 ＷＵ Ｊｉａ⁃ｊａ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ｄｕｅ ｔｏ ａ ｍｏｖｉｎｇ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ａ ｓｗｉｎｇ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 ５９（１３）： １６７９⁃１７０２．

［８］ 　 Ｐａｒｋ Ｋ Ｐ， Ｃｈａ Ｊ Ｈ， Ｌｅｅ Ｋ 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ｂｏ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ｈｅａｖｙ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Ｏｃｅ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３８（１０）： １１００⁃１１１３．

［９］　 Ａｕｆａｕｒｅ Ｍ．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ｂｌｅ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ｐｕｌｌｅｙ［ 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１９９３， ４６（５）： ８０７⁃８１２．

［１０］　 Ｊｕ Ｆ， Ｃｈｏｏ Ｙ Ｓ． Ｓｕｐ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ａｂｌｅ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ｕｌｌｅｙｓ［Ｊ］ ．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０５， ４２（１１ ／ １２）： ３５３３⁃３５４７．

［１１］　 Ｈｏｎｇ Ｄ Ｗ， Ｃｉｐｒａ Ｒ Ｊ．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ａｂｌｅ⁃ｐｕｌｌｅ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２００３， １２５（２）： ３３２⁃３４１．

［１２］　 李宁， 陈其华， 陈元野， 常国富． 大起升高度门座起重机起升钢丝绳扭转打结分析和处理［ Ｊ］ ．
起重运输机械， ２０１１（４）： ５３⁃５６．（ＬＩ Ｎ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Ｑｉ⁃ｈｕａ， ＣＨＥＮ Ｙｕａｎ⁃ｙｅ， ＣＨＡＮＧ Ｇｕｏ⁃ｆｕ．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ｗｉｓｔ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ｗｉｒｅ ｒｏｐｅ ｏｆ ｐｏｒｔａｌ ｃｒａｎ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Ｊ］ ．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１（４）： ５３⁃５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霍志刚． 起重机吊钩组稳定性的评估［Ｊ］ ． 建筑机械化， ２００２（２）： ３４⁃３５．（ＨＵＯ Ｚｈｉ⁃ｇａ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ｈｏｏｋ ｇｒｏｕｐ［Ｊ］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２）： ３４⁃
３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齐朝晖． 多体系统动力学［Ｍ］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１４５⁃１４８．（ＱＩ Ｚｈａｏ⁃ｈｕｉ．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１４５⁃１４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张青， 张瑞军． 工程起重机结构与设计［Ｍ］ ．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３７⁃４６．（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ｉ⁃ｊｕ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ｒａｎｅ［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３７⁃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５４齐　 　 朝　 　 晖　 　 　 宋　 　 慧　 　 涛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ａｄ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ＱＩ Ｚｈａｏ⁃ｈｕｉ，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ｔａｏ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Ｄ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ａｌｉａ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１６０２４， 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ｌｏａｄ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ｗ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ｗｉｒｅ ｒｏｐ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ａｎｇ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ｌｌｅ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ｏｐ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ｒｕｍ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ｏｒ ｒｏｐｅ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ｓｐｅｅｄ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ｕｌｌｅｙｓ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ｕｌｌｅｙ’ｓ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ｓｐｅ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ｌｌｅｙ， ｗａ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ｔｅｐ．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ｒｅｅｖ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ｌｌｅｙｓ． Ｔｏ ａ ｌａｒｇ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ｌｏａｄ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ａｎｇ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ｌｌｅｙｓ；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ｐｕｌｌｅ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０９７２０４４）

８５４ 一般起升机构吊重轨迹偏差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