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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η摘要

一种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格包括按照所确定的时间

间隔获得步进电视振动被形的合成法形的步骤及确定

至少两个励磁方式中的相始方式以使步进电机完成驱

动后所获得的合成.形暴小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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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法， 所达步进电机为多相电机

并且按照至少两种励磁方式分多步持续地驱动，该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测量步进电机在多步运行中产生的振动波形;

分别确定相邻各步之间的时间间隔;

按照所确定的时间间隔获得所述振动波形的合成波形;及

确定至少两种励磁方式中的初始方式，该方式使步进电机

完成驱动后获得的所述合成波形最小。

2. 在一种电动机车上提供:

一个设有允许阻尼力变化的装置的减振器;~

一个安装在所述减振器一端上的步进电机，所达步进电机

使所达减振器上的所述允许阻尼变化装置转动，所述步进电机

为多相电机并且按照至少两个励磁特性曲线分多步驱动，该方

法包括如下步碟:

测量步进电机在多步运行中产生的振动波形;

分别确定相邻各步之间的时间间隔;

按照所确定的时间间隔获得所述振动波形的合成波形;及

确定至少两种励磁方式中的初始方式 ， i主方式使步进电机

完成驱动后获得的所i.E合成波形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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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法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法、特别是涉及一

种抑制步进电机在驱动过程中产生的振动方洁。

在已知技术中，该步进电机用在如JP-U 64-40712 中公开

的便阻尼式减振器上 o

这种变阻尼式减振器包括一个具有可变阻尼特性的转动间

和一个安装在该减振器上端、以使转动间转动的步进电机 o

不过，这种传统的变阻尼式减振器在步进电机驱动时会产

生由其振动引起的噪音，该噪音可引起来员以不良感觉，从而

降低了行驶舒适性。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法，

该方法有助于抑制驱动过程中产生的振动。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法，

所达步进电机为多相电机并且按照至少两种励磁方式分多步持

续地驱动，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测量步进电机在多步运行中产生的振动泼形;

分别确定相邻~步之间的时间间隔;

按照所确定的时间间隔获得所述振动波形的合成波形;及

+ 确定至少两种励磁方式中的初始方式，该方式使步进电机

完成驱动后获得的所述合成波形最小。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在一种电动机车上提供:

一个设有允许阻尼力变化的装置的减振器;及

一个安装在所述减振器一端上的步进电机，所述步进电机

使所述减振器上的所述允许阻尼变化装置转动，所述步进电机

为多相电机并且按照至少两个励磁特性曲线分多步驱动，该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测量步进电机在多步运行中产生的振动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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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确定相邻各步之间的时间间隔;

按照所确定的时间间隔获得所述振动波形的合成波形;及

确定至少两种励磁方式中的初始方式，该方式使步进电机

完成驱动后获得的所述合成波形最小。

围 l为剖视圈，其中表示了可采用本发明方法的、 用在电

动机车上的变阻尼式减振器;

围 2为一表格，其中表示了本发明步进电机的励磁顺序;

圈 3A为一圈哀，其中表示了用二相励磁驱动的步进电机在

一个步中的振动波形;

圈 3B为类似于围 3A的圆形，其中表示了两相励磁驱动的电

机在一个步中的振动波形;

圈 4A为类似于圈"的困形，其中表示了在用两相励磁起动

步进电机时，步进电机在四个步中的振动波形;

圈 4B为类似于圈 4A的图形，其中表示了用三相励磁起动时

的情况;

图 5A为类似于囤甜的视圈，其中表示了在圈 4A的四个步中

的振动波形的合成波形;

围 5B为类似于图 5A的视圈，其中表示了在圈 4B的四个步中

的振动波形的合成波形;

图 6A为类似于团"的视圈，其中表示了在采用三相励磁起

动的情况下，步进电机所消耗的电流及沿其转动方向的振动的

测量值;及

圈 6B为类似于团队的圃，其中表示了在采用两相励磁起动

的情况下的状况。

图 l 中表示了一个用在电动机车上的变阻尼式减振器 SA，在

该减振器上采用本发明的用于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法。

减振器 SA包括一个缸筒 i 、一个用于限定缸筒 l的上腔室 A

和下控室 B的活塞 2 、一个用于在缸筒 l的外周形成储液腔 C的外

缸筒 4 、一个用于限定下腔室 B与储液腔 C的支撑座 5、一个为连

接到活塞 2上的活塞杆 6提供滑动导向作用的导向件 7、一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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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外缸筒 4与车身(圈中未示)之间的悬挂弹簧 8以及一个缓冲

橡胶件 9 。此外，减振器 SA还包括一个设置在活塞杆 6 中、具有

变阻尼特性的转动间 10以及安装在减振器 SA上端用于使转动阀

在控制杆 11的控制下转动的步进电机 30

在本实施例中，步进电机 3 是具有三相励磁特性的三相电

机，其在驱动过程中的共振频率为 330HZo 在步进电机 3上可交

替地采用 2-3相励磁方式，若采用两相励磁， 则同时在初始和

第二相励磁，而若采用三相励磁，则同时在初始和第二相励磁。

在圈 2所示的实施例涉及到驱动步进电机 3起动的过程，其

励磁顺序如下。初始步(步1)涉及的是二相励磁， 即进行一个

三相励磁起动。第二步(步 2) 涉及的是一个两相励磁。第二步(

步 3) 涉及的是三相励磁。在进给了四步之后的保持住直上，步

进电机 3处于两相励磁状态。由此可以看出， 励磁是按照三相

一两相一二相一两相这样一个顺序进行的。

以下将在确定了上述顺序的条件下进行描述。

图 3A表示了步进电机 3 在一个三相励磁驱动步中的振动波

形 o 图 3B表示的是步进电机 3 在一个两相励磁驱动步中的振动

波形。如圈 3A和 3B所示，两种振动波形是不同的。由于三相励

磁与两相励磁具有不同的扭矩、刑皮特性等，因而其振幅及频

率特性也不相同，由此导致了两种振动波形的差异。

围 4A表示了在一种情况下四步(步 l 至步 4) 中的振动波形，

其中起动是在 1200pp8的两相励磁下进行的， 而在保持位置上

的励磁为三相励磁。圈 4B表示出了另一种情况下四步(步 l 至步

4) 中的振动边形，其中起动是在 1200PP8的三相励磁下进行的，

而在保持位置上的励磁为两相励磁。在两个相邻步之间的励磁

间隔或步进电机 3的驱动间隔是由步进电机 3的驱动频率确定的。

在图 5A和 5B中，粗实线分别表示在围 4A和 4B中的四步中振

动波形的合成波形。由圈 5A和 6B可见，在以 1200pp目的四步进

给过程中，若采用三相崩磁起动和两相励磁保持(如圈 6 B) ，其

合成振幅小于采用两相励磁起动二相励磁保持(如囤 5B) 的合成



振幅，因而可达到减小步进电机 3的噪音和振动的效果。

图 6A和 6B中表示了步进电机 3 消耗的电流及转动方向上的

振动的测量值。圈 6A表示的是在采用三相励磁起动、两相励磁

保持的情况下的测量结果，而圈 6B表示的是在采用两相励磁起

动、三相崩磁保持的情况下的测量结果。测量结果表明，在完

成四步进给后保持在某一位置的情况下，采用三相励磁起动、

两相励磁保持比采用两相励磁起动、三相励磁保持，步进电机

3在驱动过程中的振动要小而且振动衰减所需要的时间也短，

因而起到了在起动后减小步进电机 3的振动的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在本实施例中，采用了具有较小合成波形

的三相励磁起动和两相励磁保持的励磁方式，用于抑制步进电

机 3在其起动时所产生的振动。

尽管本发明是借助于最佳实施例来描述的，但本发明并不

限于该实施例。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的前提下，可进行各种改

变和变换。

例如，在本实施例中，步进电机 3为三相电机并采用 2-3相

励磁方法。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也可采用两相励磁。并且，不

管励磁相的数目是多少，还可以采用诸如 1-2相或 2-2相等其他

励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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