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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一种基于转矩观测器的电动汽车内置式永磁同步电动机精确转矩闭环控制方法。通过内置式永磁同步

电动机数学模型的建立，分析了基于 Ｐｏｐｏｖ超稳定理论的模型参考自适应参数辨识方法，为了提高系统的响应速

度，提出和采用了极点配置法。研究了自适应模型控制参数对 ＭＲＡＩ系统响应时间的影响，并进行了验证和理论

分析。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辨识出的永磁体磁通和定子电阻较为准确，转矩观测器可以根据辨识出的永磁体磁通

对实际的转矩进行估算，以此和转矩命令值构成转矩闭环控制，从而在永磁体磁通发生变化时提高驱动系统的转

矩控制精度，改善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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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电动汽车要求驱动电动机在全部转矩范围内提

供大而准确的转矩，能够实现低速恒转矩、高速恒功

率运行，具有很高的功率密度和较宽的转矩范围，内

置式永磁同步电动机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ｍｏｔｏｒ，ＩＰＭＳＭ）可以满足这些性能要求，
因此在电动汽车上得到广泛采用

［１］
。

电动机的温度和磁场饱和等因素将导致永磁体

的磁通密度变化。在混合动力汽车上，引起永磁体

磁通密度变化的因素主要有：①受到发动机温度及
周围环境温度变化容易引起电动机永磁体磁通密度

变化。②磁场饱和造成永磁电动机电感参数变化，
也造成永磁体磁通密度的下降。③弱磁运行容易引
起永磁体退磁的不可逆，造成永磁体磁通密度下降。

④永磁电动机本身具有一定的制造误差。⑤汽车的
机械振动等因素也能引起永磁体的不可逆失磁。永

磁体磁通的变化将导致电动机转矩控制精度下降，

误差甚至能达到２０％，力矩控制的不足直接反映在
相同的油门踏板角度时，整车的动力性严重下降。

对于车用永磁同步电动机，在线估计其永磁体磁通

对提升转矩控制精度，以及电动机安全高效运行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
。

对车用电动机永磁体磁通和转矩，文献［３～４］
提出了基于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的负载转矩观测器，并且
进行了仿真和台架试验，但是面装式电动机不适用

于电动汽车。文献［５］提出了基于无功功率的方法
对永磁体磁通进行辨识，但是此方法误差较大。文

献［６］研究了温度对永磁体磁通和转矩控制的影
响，但是车用电动机无法直接测量电动机转子的温

度。本文采用基于 Ｐｏｐｏｖ超稳定理论的模型参考自
适应方法对永磁体磁通进行辨识，这种方法与制造

误差、环境变化、振动、磁场饱和等引起磁通变化的

因素无关，在此基础上，可以估计出电动机的转矩

值，从而和转矩命令形成一个闭环控制，实现电动机

转矩的精确控制。

１　ＩＰＭＳＭ永磁体磁通参数在线辨识

由于在模型参考自适应辨识方法（ＭＲＡＩ）中，
要用到电动机的输入和输出信号辨识出电动机的内

部参数，因此就需要传感器检测到电动机的输入电

压和输出电流、速度等
［７～８］

。但由于永磁同步电动

机中没有安装电压传感器来实时检测相电压或线电

压的变化，因此，该 ＭＲＡＩ参数辨识方法所用到的输
入电压 ｕｄ、ｕｑ分别是 ｄ、ｑ轴的命令电压。另外，由
于在线辨识永磁体磁通的 ＭＲＡＩ方法是在电动机正
常运行状态下运行的，因此电动机很可能处于磁场

饱和状态，导致直、交轴电感与初始设定的额定值有

较大的差异，本文采用直接查询直、交轴电感表

格
［９］
（由先期研究的高频电压注入法测得直、交轴

电感参数随直、交轴电感电流变化的三维图）来得

到各个电流状态下的电感值。接下来讨论基于



ＭＲＡＩ方法的内置式永磁体磁通在线辨识。
基于 Ｐｏｐｏｖ超稳定性理论来推导 ＭＲＡＩ的自适

应律可以分为４个主要步骤［１０～１１］
。

１１　ＭＲＡＩ数学模型的构建
在同步旋转的 ｄ ｑ坐标系中，以 ｄ ｑ轴电流

ｉｄ、ｉｑ为状态变量的 ＩＰＭＳＭ的状态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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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微分算子　　Ｒ———定子电阻
Ｌｄ———直轴电感　　Ｌｑ———交轴电感
ωｅ———电角速度　　ψｆ———永磁体磁通

根据式（１）可令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参考模型为
ｐｉ＝Ａｉ＋Ｂｕ＋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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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ωｅ和 Ｌｄ、Ｌｑ都为已知量，则利用式（２）构
建全阶电流观测器，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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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Ｃ、Ｋ为观测器的增益矩阵，在矩阵 Ａ^和 Ｃ^中含
有待估计参数 Ｒ^和 ψ^ｆ。

为得到误差 ｅ，将式（２）与式（３）相减，得到误
差的状态方程为

ｐｅ＝（Ａ＋Ｋ）ｅ＋ΔＡ^ｉ＋ΔＣ （４）
式中，ｅ＝ｉ－ｉ^为广义状态误差矢量，ΔＡ＝Ａ－Ａ^，
ΔＣ＝Ｃ－Ｃ^，令 ｗ＝－（ΔＡ^ｉ＋ΔＣ），式（４）可写为

ｐｅ＝（Ａ＋Ｋ）ｅ－ｗ （５）
根据式（５）可以将 ＩＰＭＳＭ的 ＭＲＡＩ参数辨识系

统等效转化为由一个线性前向通道和一个非线性反

馈通道组成
［１１］
，图１所示为标准的非线性时变反馈

系统图，图中 ｖ为误差矩阵，即非线性反馈通道的输
入向量。

图 １　标准非线性时变反馈系统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ｙｓｔｅｍ
　
根据超稳定理论，线性前向通道和非线性反馈

通道构成的系统要满足渐进稳定的充要条件
［１０］
。

１２　线性前向通道严格正实条件的推导

图２为线性前向通道框图，增益矩阵 Ｋ是为了
配置前向通道极点，提高辨识系统的动态性能而增

设的，即尽快使误差矩阵（ｉ－ｉ^）趋向于０。

图 ２　线性前向通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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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１０］中模型参考自适应理论，推导出

满足前向通道严格正实的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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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参数辨识自适应律
在自适应调节过程中，为了使调节效果不致于

随着状态广义误差 ｅ趋向于 ０而消失，故采用比例
积分形式来设计自适应律。借鉴文献［８］推导出可
调参数 Ｒ^、^ψｆ的自适应律辨识算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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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ｋＰＲ、ｋＩＲ———估计参数 Ｒ^的比例、积分系数
ｋＰψ、ｋＩψ———估计参数 ψ^ｆ的比例、积分系数
ｅｄ、ｅｑ———直、交轴状态变量误差

基于 Ｐｏｐｏｖ超稳定理论的 ＭＲＡＩ在线参数辨识
方法的主要优点是稳定性好，且计算量较少，易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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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实现；但是参数在线辨识的应用，不仅仅要求稳定

性好，稳态辨识精度高，而且还要保证收敛的快速

性。下面引入极点配置方法来提高 ＭＲＡＩ系统响应
的动态品质。

１４　前向通道极点配置方法
对于线性前向通道状态观测器，补偿项增益矩

阵 Ｋ不仅保证了线性前向通道严格正实，还能够调
节参考模型与可调模型输出之差收敛到零的速度，

从而必然对自适应律的收敛速度产生影响，因此必

须通过增益矩阵 Ｋ配置可调模型的极点分布，优化
和调整 ＭＲＡＩ系统的动态特性［１２～１３］

。

在参考模型中，需要保证前向传递矩阵［ｓＩ－
Ａ］－１严格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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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拉式变换因子
Ｉ———单位矩阵

同理，在自适应模型中，前向传递矩阵［ｓＩ－
（Ａ＋Ｋ）］－１也必须严格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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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良好的系统响应和辨识收敛速度，可

调模型的闭环观测器的极点实部位置配置在 ｍ
（ｍ≥１）倍的参考模型的极点实部位置，且两个极点
分别在１３５°和２２５°两条射线上，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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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结合线性前向通道严格正实的条件式（６），则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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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在电动机参数辨识系统中，如果参数 ｍ选择越

大，则系统频带就越宽，降低了对噪声的抑制能力，

系统波动越大，辨识参数达到稳定的时间也会增长，

甚至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如果 ｍ选择过小，虽然
传感器的噪声可以得到有效抑制，但这样自适应辨

识系统的带宽下降使动态响应变慢
［１４］
。所以综合

考虑系统响应速度和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建议 ｍ选
择２～４。

２　非线性参数辨识仿真

在参数的自适应辨识过程中，不同的自适应律

控制参数对辨识系统有较大的影响，图 ３、图 ４是在
３组不同自适应律控制参数下，分别对定子电阻和
永磁体磁通的辨识结果。定子电阻真实值为００２Ω，
永磁体磁通的真实值为００８４Ｗｂ，假设０１ｓ后永

图 ３　不同自适应律控制参数的电阻辨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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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自适应律控制参数的永磁体磁通辨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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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体磁通的真实值变为 ００６Ｗｂ，从图中可以看出
ＭＲＡＩ参数辨识系统可以准确辨识出电动机的定子
电阻和永磁体磁通，但是不同的自适应律控制参数

下，辨识结果的响应速度不同，随着自适应律控制参

数的变小，辨识结果的响应速度越来越慢，达到稳定

值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３　转矩闭环控制策略

图 ５为基于参数在线辨识的转矩闭环控制策

略，其中包括了转矩模式的选择、转矩 ＭＴＰＡ和弱磁
控制策略、前馈解耦、逆变器非线性效应补偿、永磁

体在线辨识、转矩的估计和闭环控制等。对于逆变

器非线性效应补偿，文献［１５～１６］有详细说明，本
文不再介绍。转矩估计模块可以根据直、交轴电压

命令 ｕｄ、ｕ

ｑ 和传感器检测到的直、交轴电流 ｉｄ、ｉｑ

以及实际的转速在线辨识出的永磁体磁通值，实时

估计出电动机电磁转矩，以便和转矩命令构成闭环

控制系统，从而达到转矩精确控制的目的。

图 ５　基于参数在线辨识的转矩闭环控制框图

Ｆｉｇ．５　Ｔｏｒｑｕｅ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ｉｎｅ
　

４　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所提出的基于 Ｐｏｐｏｖ超稳定理论的
ＩＰＭＳＭ自适应参数辨识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在实际
的电动机台架上进行了实验验证。电动机为 ４对
极，额定情况下定子相电阻 Ｒ＝００２Ω，直轴电感
Ｌｄ＝０１７５ｍＨ，交轴电感 Ｌｑ＝０３５５ｍＨ，永磁体磁
通 ψｆ＝００７８Ｗｂ。控制芯片为英飞凌 ３２位单片机
ＴｒｉＣｏｒｅ１７９７，驱动板为英飞凌汽车级功率器件
ＨｙｂｉｒｄＰａｃｋ１。此处的自适应参数辨识实验条件为：
母线电压２８８Ｖ，调制频率和采样频率都为 １０ｋＨｚ，
负载电动机保持被测的 ＩＰＭＳＭ电动机在稳定速度
下运行。本文对各个负载和速度的状态进行了实

验，下面选取两个不同的负载运行状态进行分析，具

体是保持 ＩＰＭＳＭ电动机运行在４００ｒ／ｍｉｎ的稳定状
态，转矩命令分别为４０Ｎ·ｍ和８０Ｎ·ｍ。自适应模型
中的直、交轴电感参数是根据先期研究测出的三维

表进行查表得到。图６为转矩命令 Ｔｅ ＝４０Ｎ·ｍ时
ＭＲＡＩ的实验辨识结果，永磁体磁通 ψｆ＝００８６Ｗｂ，
定子电阻辨识结果为 Ｒ＝００２０４４Ω；图 ７为转矩
命令 Ｔｅ ＝８０Ｎ·ｍ时的 ＭＲＡＩ实验辨识结果，永磁

图 ６　Ｔｅ ＝４０Ｎ·ｍ时 ＭＲＡＩ实验辨识结果

Ｆｉｇ．６　ＭＲＡ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ｈｅｎＴｅ ＝４０Ｎ·ｍ
　
体磁通 ψｆ＝００７９Ｗｂ，定子电阻辨识结果为 Ｒ＝
００１９９Ω。通过比较，永磁体磁通和定子电阻的辨
识结果与离线辨识的实验结果相比误差在 ３％以
内。参数在线辨识结果较为准确。图 ８为转矩闭
环控制实验效果，给定的转矩命令 Ｔｅ ＝４０Ｎ·ｍ，
２５ｓ前没有转矩闭环，转矩传感器检测到的转矩
为３６５Ｎ·ｍ，在 ２５ｓ后启动转矩闭环控制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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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Ｔｅ ＝８０Ｎ·ｍ时 ＭＲＡＩ的实验辨识结果

Ｆｉｇ．７　ＭＲＡ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ｈｅｎＴｅ ＝８０Ｎ·ｍ
　
转矩传感器检测到的实际转矩为 ３９５Ｎ·ｍ，误差
由 ８７５％降为 １２５％，提高了驱动系统的转矩精
度。

图 ８　转矩闭环控制实验结果

Ｆｉｇ．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ｔｏｒｑｕ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５　结束语

推导和分析了基于 Ｐｏｐｏｖ超稳定理论的 ＩＰＭＳＭ
电动机模型参考自适应辨识方法，对 ＩＰＭＳＭ的永磁体
磁通值进行了实时辨识，并采用极点配置法提高了系

统的响应速度，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基于永磁体磁通辨

识的转矩闭环控制策略。实验结果表明该转矩闭环控

制方法可以提高车用ＩＰＭＳＭ电动机的转矩控制精度。

参 考 文 献

１　吴志红，武四辈，朱元，等．车用内置式永磁电动机转矩多参数统一控制方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６）：３０～３４．
ＷｕＺｈｉｈｏｎｇ，ＷｕＳｉｂｅｉ，Ｚｈｕ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Ｔｏｒｑｕ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ｏｒＩＰＭＳＭ ｉｎｖｅｈｉｃｌｅ［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ｔｅ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４３（６）：３０～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肖曦，张猛，李永东．永磁同步电机永磁体状况在线监测［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２４）：４３～４７．
ＸｉａｏＸｉ，ＺｈａｎｇＭｅｎｇ，ＬｉＹｏｎｇｄｏｎｇ．Ｏｎｌｉｎ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ｆｌｕｘｌｉｎｋａｇｅｒｉｐｐｌｅｆｏｒＰＭＳＭ［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０７，２７（２４）：４３～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郑泽东，李永东，ＦａｄｅｌＭａｕｒｉｃｅ，等．基于扩展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的 ＰＭＳＭ高性能控制系统［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０７，２２
（１０）：１８～２９．
ＺｈｅｎｇＺｅｄｏｎｇ，ＬｉＹｏｎｇｄｏｎｇ，ＦａｄｅｌＭａｕｒｉｃｅ，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ＭＳ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７，２２（１０）：１８～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郑泽东，李永东，肖曦，等．永磁同步电机负载转矩观测器［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２）：３０～３６．
ＺｈｅｎｇＺｅｄｏｎｇ，ＬｉＹｏｎｇｄｏ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ｅｔａｌ．Ｌｏａｄｔｏｒｑｕ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ｍｏｔｏ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０，２５（２）：３０～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ＷｕＳｉｂｅｉ，ＷｕＺｈｉｈｏｎｇ，ＺｈｕＹｕａｎ．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ｏｒｑｕ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ｈｙｂｒｉ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ｘ［Ｃ］∥ＩＥＩ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１，１：２９８～３０２．

６　ＫｉｍＹ，ＳｕｌＳ．Ｔｏｒｑｕ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ａｎＩＰＭＳＭ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ｌｕｘ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Ｃ］∥２００７ＩＥ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４２ｎｄＩＡＳ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ＵＳＡ，２００７：１３０１～１３０７．

７　ＥｌｂｕｌｕｋＭ，ＬｉｕＴ，ＨｕｓａｉｎＩ．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ｓａｎｄ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２，３８（３）：８７９～８８６．

８　ＢｏｉｌｅａｕＴ，ＮａｈｉｄＭｏｂａｒａｋｅｈＢ，ＭｅｉｂｏｄｙＴａｂａｒＦ．Ｏｎｌｉｎ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ＭＳＭ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ｏｄｅ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ｓＥＫＦ［Ｃ］．
２００８ＩＥＥ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ＩＡＳ０８，Ｅｄｍｏｎｔｏｎ，ＡＢ，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８．

９　武四辈，吴志红，朱元．车用内置式永磁同步电机电感参数辨识方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３，４４（８）：２７～３２．
ＷｕＳｉｂｅｉ，ＷｕＺｈｉｈｏｎｇ，ＺｈｕＹｕａ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ＰＭＳＭｉｎｖｅｈｉｃｌ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３，４４（８）：２７～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王成元，夏加宽，杨俊友，等．电机现代控制技术［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　安群涛，孙力，赵克．一种永磁同步电动机参数的自适应在线辨识方法［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０８，２３（６）：３１～３６．

ＡｎＱｕｎｔａｏ，ＳｕｎＬｉ，ＺｈａｏＫｅ．Ａ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ｎｌｉｎ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ｍｏｔｏ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８，２３（６）：３１～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郭其一，周桂法，尚敬，等．异步电动机速度辨识中极点配置和参数辨识［Ｊ］．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３８
（１１）：１６６４～１６６８．
ＧｕｏＱｉｙｉ，ＺｈｏｕＧｕｉｆａ，Ｓ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ｕ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ｌｅｓ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ｎｓｏｒ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３８（１１）：１６６４～１６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宋文祥，姚钢，周文生，等．异步电机全阶状态观测器极点配置方法［Ｊ］．电机与控制应用，２００８，３５（９）：６～１０．

２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ＳｏｎｇＷｅｎｘｉａｎｇ，Ｙ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ｏｕＷｅｎ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Ｐｏｌ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ｕｌｌｏｒ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ｆｏｒａｓｙ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ｍｏｔｏｒ
［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３５（９）：６～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胡寿松．自动控制原理［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５　周华伟，温旭辉，赵峰，等．一种新颖的电压源逆变器自适应死区补偿策略［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２４）：２６～３２．

ＺｈｏｕＨｕａｗｅｉ，ＷｅｎＸｕｈｕｉ，Ｚｈａｏ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ｄｅａｄ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ＶＳＩ［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１，３１（２４）：２６～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杨立永，陈智刚，陈为奇，等．逆变器输出电压模型及新型死区补偿方法［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２，２７（１）：１８２～１８７．
ＹａｎｇＬｉ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ＣｈｅｎＷｅｉｑｉ，ｅｔ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ｖｏｌｔ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ＶＳＩ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ａｎｄａｎｏｖｅｌｄｅａｄ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２，２７（１）：１８２～１８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ｏｒｑｕ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ＩＰＭＳＭ ｉｎＶｅｈｉｃｌｅ

ＺｈｕＹｕａｎ１　ＷｕＳｉｂｅｉ２　ＷｕＺｈｉｈｏｎｇ１　ＬｕＫｅ１

（１．ＳｉｎｏＧｅｒｍ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８０４，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８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ｏｒｑｕｅ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ｏｒｑｕ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ｍｏｔｏｒ（ＩＰＭＳＭ）ｗａ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ｏｒｑｕ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ＲＡＩ（Ｍｏｄｅ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ＩＰＭＳＭ，ｗｈｉｃｈ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ｏｐｏｖ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ａ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ｐｅｅｄ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ｐｏｌ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ｓ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
ＭＲＡ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ｐｅｅｄｗ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
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ｆｌｕｘ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ｏ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ｕｌｄｂ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ｔｏｒｑｕｅｃａｎｂ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ｔｏｒｑｕ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ｂａｓｅｏｎｔｈ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ｒｑｕ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ｒｑｕｅ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ｔｈｅｔｏｒｑｕ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ｏｒｑｕ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ｕｌｄ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ｖｅｎ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ｆｌｕｘｉ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ＥＶｉｓ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ａｎｄ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ＩＰＭＳＭ　ＭＲＡＩ　Ｐｏｌ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ｏｒｑｕｅ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１第 １期　　　　　　　　　　　　朱元 等：电动汽车用内置式永磁同步电动机精确转矩控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