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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基于方位特征（ＰＯＣ）和有序单开链（ＳＯＣ）的并联机构拓扑结构设计理论与方法，对 Ｏｍｎｉ ＷｒｉｓｔＩＩＩ、ＰＳ＋

ＰＲＳ＋ＰＳＳ、３ ＲＲＲ球面、２ ＳＰＳ＋１ ＲＰＲ，以及实现 Ｓｃｈｏｅｎｆｌｉｅｓ运动的 ３种 ３Ｔ１Ｒ机构（Ｈ４、４ Ｒ∥Ｒ∥Ｒ⊥Ｒ∥Ｒ、

Ｘ４改进型）等 ７种具有较好实用价值的典型并联机构进行了拓扑结构具体分析，给出了它们的 ＰＯＣ集、自由度、耦

合度 ３个主要拓扑结构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这些机构拓扑结构、运动学及动力学的基本性能，为其拓扑结构优

化、运动学与动力学研究，以及设计和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揭示了一些有利于并联机构设计和应用参考的共性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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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并联机构拓扑结构设计的主要方法有：基于螺

旋理论的方法
［１］
、基于位移子群的方法

［２］
、基于方

位特征的方法
［３－４］

、Ｇｆ方法［５］
，根据这些理论或方

法，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综合了大量的并联机构；其

中，基于方位特征集（ＰＯＣ）和单开链（ＳＯＣ）的拓扑
结构设计理论与方法，是一种描述机构运动副轴线

的线矢簇的几何方法，与定坐标系无关，也与运动位

置无关；它以较为直观清晰的机构拓扑结构符号表

示，以及简单的 ＰＯＣ集“并”与“交”运算，得到具有
非瞬时自由度的无过约束机构和一般过约束机构，

物理意义明确，易于操作，便于理解和应用。

对于 已 推 广 运 用 的 ８种 并 联 机 构 Ｄｅｌｔａ、
Ｄｉａｍｏｎｄ、Ｔｒｉｃｅｐｔ、ＴｒｉＶａｒｉａｎｔ、Ｅｘｅｃｈｏｎ、Ｚ３、Ｈ４、Ｓｔｅｗａｒｄ
以及２６种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并联机构，文献［６］
已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拓扑结构分析，得到了一些有

价值的结论和启示。

本文进一步对文献［７－２４］中报道的 ２～５自
由度的 Ｏｍｎｉ ＷｒｉｓｔＩＩＩ、ＰＳ＋ＰＲＳ＋ＰＳＳ、３ ＲＲＲ球
面、２ ＳＰＳ＋１ ＲＰＲ，以及实现 Ｓｃｈｏｅｎｆｌｉｅｓ运动的
３种３Ｔ１Ｒ机构（Ｈ４、４ Ｒ∥Ｒ∥Ｒ⊥Ｒ∥Ｒ、Ｘ４改进
型）等７个典型实用并联机构进行拓扑结构分析，
揭示其结构学、运动学及动力学性能的基本结构特

征，并为其拓扑结构优化、运动学与动力学研究，以

及设计和应用奠定基础。

１　并联机构的拓扑特征

拓扑结构特性分析的目的，是为优选并联机构

类型及其性能评价提供依据，它包括：机构方位特征

集（ＰＯＣ集）、方位特征集（ＰＯＣ集）的维数、独立位
移方程数、过约束数、ＤＯＦ、ＢＫＣ集类型及其数目、
ＢＫＣ耦合度、运动解耦性、消极运动副、驱动副选
择、冗余度、ＤＯＦ类型等１２个指标。

在这些指标中
［６，２５－２６］

，ＰＯＣ集、ＰＯＣ集维数、
ＤＯＦ反映了机构的基本功能；独立位移方程数、冗
余度、ＢＫＣ耦合度、运动解耦性、驱动副选择反映了
机构运动学与动力学性能；ＤＯＦ、ＤＯＦ类型、ＢＫＣ耦
合度、冗余度、ＰＯＣ集维数、运动解耦性反映了机构
的控制性能。

这些指标是并联机构拓扑结构固有的不变量，

反映了一个并联机构的结构、运动、动力学基本特

性，可作为其运动学、动力学性能评价指标以及优选

结构类型的评价准则。

２　实用典型并联机构的拓扑结构分析

对 Ｏｍｎｉ ＷｒｉｓｔＩＩＩ、ＰＳ＋ＰＲＳ＋ＰＳＳ、３ ＲＲＲ球

面、２ ＳＰＳ＋１ ＲＰＲ，以及实现 Ｓｃｈｏｅｎｆｌｉｅｓ运动的３
种３Ｔ１Ｒ机构（Ｈ４、４ Ｒ∥Ｒ∥Ｒ⊥Ｒ∥Ｒ、ＳＣＡＲＡ）等
７种 ２～５自由度实用典型并联机构进行拓扑结构
分析，限于篇幅，本文仅包括：机构描述、自由度计

算、耦合度计算、拓扑结构特征列表４方面。
２１　２自由度０Ｔ２Ｒ机构
２１１　机构描述

Ｏｍｎｉ ＷｒｉｓｔⅢ机构［７］
由 ＲＯＳＨＥＩＭ于 １９９９年

提出
［８－９］

，２０００年开始，ＲｏｓｓＨｉｍｅＤｅｓｉｇｎ公司将其
用于机器人关节以及导弹防御系统的跟踪指向机

构。于靖军等
［１０］
对此机构进行简化并将其用于喷

泉灯光转向装置，如图１所示。该机构由动、静平台
及４条结构相同的 ＲＲＲＲ支路组成，每条支路的前
后２个 Ｒ副分别交于静、动平台中心，静平台上的
任意２个 Ｒ副为驱动副。

图 １　Ｏｍｎｉ ＷｒｉｓｔⅢ机构

Ｆｉｇ．１　Ｏｍｎｉ ＷｒｉｓｔⅢ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１２　自由度计算

（１）机构的拓扑结构
该机构的 ４条支路具有相同的拓扑结构，为

ＳＯＣ｛－Ｒｉ１⊥Ｒｉ

}

２－Ｒｉ３⊥Ｒｉ

}

４－｝，ｉ＝１，２，３，４；而静平
台上 Ｒ１１和 Ｒ３１的轴线共线，Ｒ２１和 Ｒ４１的轴线共线，
动平台上 Ｒ１４和 Ｒ３４的轴线共线，Ｒ２４与 Ｒ４４的轴线
共线。

（２）选定动平台上 Ｒ副轴线的交点 Ｏ′为基点。
（３）确定动平台上 Ｒ副轴线的 ＰＯＣ集

Ｍｂｉ＝
ｔ２（⊥ＯＯ′）

ｒ[ ]３
　（ｉ＝１，２，３，４）

因支路自由度等于４，所以 Ｍｂｉ中只能有 ４个为
独立元素，另一个为非独立元素。

（４）确定第１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１
①由第１、２支链构成第１回路

ξＬ１＝ｄｉｍ（Ｍｂ１∪Ｍｂ２）＝

ｄｉｍ
ｔ２（⊥ＯＯ′）

ｒ[ ]３ ∪
ｔ２（⊥ＯＯ′）

ｒ[ ]( )３
＝

ｄｉｍ
ｔ２

ｒ[ ](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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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第１、２支链构成的子 ＰＫＭ的 ＤＯＦ和 ＰＯＣ

Ｆ（１－２）＝∑
ｍ

ｉ＝１
ｆｉ－∑

１

ｊ＝１
ξＬｊ＝８－５＝３

Ｍｐａ（１－２）＝
ｔ２（⊥ＯＯ′）

ｒ[ ]３ ∩
ｔ２（⊥ＯＯ′）

ｒ[ ]３
＝
ｔ２

ｒ[ ]３
（５）确定第２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２
①由第３支链再构成第２回路

ξＬ２＝ｄｉｍ（Ｍｐａ（１－２）∪Ｍｂ３）＝

ｄｉｍ
ｔ２

ｒ[ ]３ ∪ ｔ２（⊥ＯＯ′）

ｒ[ ]( )３
＝ｄｉｍ

ｔ２

ｒ[ ]( )３
＝５

②第１、２、３支链构成的子 ＰＫＭ的 ＤＯＦ和 ＰＯＣ

Ｆ（１－３）＝∑
ｍ

ｉ＝１
ｆｉ－∑

２

ｊ＝１
ξＬｊ＝１２－（５＋５）＝２

Ｍｐａ（１－３）＝Ｍｐａ（１－２）∩Ｍｂｉ＝

ｔ２（⊥ＯＯ′）

ｒ[ ]３ ∩
ｔ２（⊥ＯＯ′）

ｒ[ ]３
＝
ｔ２

ｒ[ ]３
（６）确定第３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３
由第４支链再构成第３回路

ξＬ３＝ｄｉｍ（Ｍｐａ（１－３）∪Ｍｂ４）＝

ｄｉｍ
ｔ２

ｒ[ ]３ ∪ ｔ２（⊥ＯＯ′）

ｒ[ ]( )３
＝ｄｉｍ

ｔ１

ｒ[ ]( )３
＝４

（７）确定机构自由度 Ｆ

Ｆ＝∑
ｍ

ｉ＝１
ｆｉ－∑

３

ｊ＝１
ξＬｊ＝１６－（５＋５＋４）＝２

（８）确定动平台 ＰＯＣ集

Ｍｐａ＝Ｍｐａ（１－３）∩Ｍｂ４＝
ｔ２

ｒ[ ]３ ∩ ｔ２（⊥ＯＯ′）

ｒ[ ]３
＝
ｔ１

ｒ[ ]３
因机构自由度为２，因此，动平台 ＰＯＣ集中只有

２个独立元素，其余为非独立元素。
２１３　耦合度 κ计算

（１）确定ＳＯＣ１及其约束度 Δ１

ＳＯＣ１｛－Ｒ１１⊥Ｒ

}

１２－Ｒ１３⊥Ｒ

}

１４－Ｒ２３⊥Ｒ

}

２４－Ｒ２１⊥Ｒ

}

２２－｝

Δ１＝∑
ｍ１

ｉ＝１
ｆｉ－Ｉ１－ξＬ１＝８－２－５＝１

（２）确定ＳＯＣ２及其约束度 Δ２

ＳＯＣ２｛－Ｒ３１⊥Ｒ

}

３２－Ｒ３３⊥Ｒ

}

３４－｝

Δ２＝∑
ｍ２

ｉ＝１
ｆｉ－Ｉ２－ξＬ２＝４－０－５＝－１

（３）确定ＳＯＣ３及其约束度 Δ３

ＳＯＣ３｛－Ｒ４１⊥Ｒ

}

４２－Ｒ４３⊥Ｒ

}

４４－｝

Δ３＝∑
ｍ３

ｉ＝１
ｆｉ－Ｉ３－ξＬ３＝４－０－４＝０

（４）确定机构所含的基本运动链（ＢＫＣ）及机构
耦合度 κ

由 ＢＫＣ的判定方法，该机构含有两个 ＢＫＣ，耦

合度分别为 κ１＝１，κ１＝０，则机构的耦合度为 κ＝１。
（５）确定机构的过约束数 Ｎｏｖ．

Ｎｏｖ．＝６ν－ξ＝６ν＋Ｆ－∑
ｍ

ｉ＝１
ｆｉ＝１８＋２－１６＝４

２１４　Ｏｍｎｉ ＷｒｉｓｔⅢ 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该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 １　Ｏｍｎｉ ＷｒｉｓｔⅢ 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Ｔａｂ．１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Ｏｍｎｉ ＷｒｉｓｔⅢ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ｎ ＰＯＣ集 ν Ｆ ＮＢＫＣ κ Ｎｏｖ． Ｉ Ｏ 制造

１６／１４
ｔ０

ｒ[ ]２ ３ ２ ２ １ ４ 无 复杂

　　表 １中，ｍ为机构的运动副数，ｎ为机构构件
数，ν为独立回路数，Ｆ为机构自由度，ＮＢＫＣ表示机构
ＢＫＣ数目，κ为机构耦合度，Ｎｏｖ．表示机构过约束度，
Ｉ Ｏ表示输入—输出解耦性。
２２　３自由度１Ｔ２Ｒ机构
２２１　机构描述

杨廷力
［４］
提出了耦合度为 ０，且具有运动解耦

性的 ＰＳ＋ＰＲＳ＋ＰＳＳ机构，该机构由动、静平台和 ３
条结构不同的支链组成，即：第１、２、３条支链分别为
ＰＳ、ＰＲＳ、ＰＳＳ支链，如图２所示。

图 ２　ＰＳ＋ＰＲＳ＋ＰＳＳ机构

Ｆｉｇ．２　ＰＳ＋ＰＲＳ＋ＰＳ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２２　自由度计算

（１）机构的拓扑结构
该机构的 ３条支路具有相同的拓扑结构，它们

分别为ＳＯＣ１｛－Ｒ１１ －Ｓ１２ －｝、ＳＯＣ２｛－Ｐ２１ －Ｒ２２ －
Ｓ２３－｝、ＳＯＣ３｛－Ｐ３１－Ｒ３２－Ｓ３３－｝，如图２所示。

（２）选定动平台上 Ｒ副轴线的交点 Ｏ′为基点。
（３）确定支路末端的 ＰＯＣ集

Ｍｂ１＝
ｔ１∪｛ｔ２｝

ｒ[ ]３
　Ｍｂ２＝

ｔ２∪｛ｔ１｝

ｒ[ ]３
　Ｍｂ３＝

ｔ３

ｒ[ ]３
（４）确定第１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１
①由第１、２支链构成第１回路

ξＬ１＝ｄｉｍ（Ｍｂ１∪Ｍｂ２）＝

ｄｉｍ
ｔ１∪｛ｔ２｝

ｒ[ ]３ ∪
ｔ２∪｛ｔ１｝

ｒ[ ]( )３
＝ｄｉｍ

ｔ３

ｒ[ ]( )３
＝６

②第１、２支链构成的子 ＰＫＭ的 ＤＯＦ和 ＰＯＣ

Ｆ（１－３）＝∑
ｍ

ｉ＝１
ｆｉ－∑

２

ｊ＝１
ξＬｊ＝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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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ａ（１－２）＝Ｍｂ１∩Ｍｂ２＝
ｔ１∪｛ｔ２｝

ｒ[ ]３ ∩
ｔ２∪｛ｔ１｝

ｒ[ ]３
＝
ｔ１

ｒ[ ]３
（５）确定第２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２
由第３支链再构成第２回路

ξＬ２＝ｄｉｍ（Ｍｐａ（１－２）∪Ｍｂ３）＝

ｄｉｍ
ｔ３

ｒ[ ]３ ∪ ｔ３

ｒ[ ]( )３
＝ｄｉｍ

ｔ３

ｒ[ ]( )３
＝６

（６）确定机构自由度

Ｆ＝∑
ｍ

ｉ＝１
ｆｉ－∑

３

ｊ＝１
ξＬｊ＝１５－（６＋６）＝３

（７）确定动平台 ＰＯＣ集

Ｍｐａ＝Ｍｐａ（１－２）∩Ｍｂ３＝
ｔ３

ｒ[ ]３ ∩ ｔ３

ｒ[ ]３ ＝ ｔ
１

ｒ[ ]３
因机构自由度为３，因此，动平台 ＰＯＣ集中只有

３个独立元素，另外１个为伴随运动。
２２３　耦合度 κ计算

（１）确定ＳＯＣ１及其约束度 Δ１
有３种选择方案
①ＳＯＣ１｛－Ｐ１１－Ｓ１２－Ｓ２３－Ｒ２２⊥Ｐ２１－｝

Δ１＝∑
ｍ１

ｉ＝１
ｆｉ－Ｉ１－ξＬ１＝８－２－６＝０

②ＳＯＣ１｛－Ｐ１１－Ｓ１２－Ｓ３３－Ｒ３２－Ｐ３１－｝

Δ１＝∑
ｍ１

ｉ＝１
ｆｉ－Ｉ１－ξＬ１＝９－２－６＝１

③ＳＯＣ１｛－Ｐ２１⊥Ｒ２２－Ｓ２３－Ｓ３３－Ｓ３２－Ｐ３１－｝

Δ１＝∑
ｍ１

ｉ＝１
ｆｉ－Ｉ１－ξＬ１＝１０－２－６＝２

根据选择约束度最小者的原则，选择方案①。
（２）确定ＳＯＣ２及其约束度 Δ２
ＳＯＣ２｛－Ｒ（ｏ１２－ｏ２３）－Ｓ３３－Ｓ３２－Ｐ３１－｝

Δ２＝∑
ｍ２

ｉ＝１
ｆｉ－Ｉ２－ξＬ２＝７－１－６＝０

（３）确定机构所含的 ＢＫＣ及机构耦合度 κ
由 ＢＫＣ的判定方法［４］

，该机构包含 ２个 ＢＫＣ，
则机构的耦合度为

κ＝１２∑
ν

ｊ＝１
｜Δｊ｜＝

１
２
（０＋０）＝０

（４）确定机构的过约束数 Ｎｏｖ．

Ｎｏｖ．＝６ν－ξ＝６ν＋Ｆ－∑
ｍ

ｉ＝１
ｆｉ＝１２＋３－１５＝０

２２４　ＰＳ＋ＰＲＳ＋ＰＳＳ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该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如表２所示。

２３　３自由度３ ＲＲＲ球面机构
２３１　机构描述

３ ＲＲＲ球面机构的动平台通过 ３条结构相同
的ＲＲＲ支路与静平台相连，要求９个Ｒ副轴线交于

一点，静平台上的 ３个 Ｒ副为驱动副，图 ３ｂ所示。
Ｌａｖａｌ大学据此研发了一款空间转动并联装置———灵
巧眼

［１１］
，用于摄像仪器的快速定位，如图３ａ所示。

表 ２　ＰＳ＋ＰＲＳ＋ＰＳＳ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Ｔａｂ．２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ＰＳ＋ＰＲＳ＋ＰＳ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ｎ ＰＯＣ集 ν Ｆ ＮＢＫＣ κ Ｎｏｖ． Ｉ Ｏ 制造

８／７
ｔ１

ｒ[ ]２ ２ ３ ２ ０ ０ 部分 较简单

图 ３　３ ＲＲＲ球面机构

Ｆｉｇ．３　３ ＲＲＲ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３２　自由度计算

（１）机构的拓扑结构
该机构的 ３条支路的拓扑结构同为 ＳＯＣ｛－

Ｒｉ１Ｒｉ２Ｒ

}

ｉ３－｝，ｉ＝１，２，３；静平台上转动副 Ｒ１１、Ｒ２１和
Ｒ３１的轴线交于点 Ｏ′，动平台上转动副 Ｒ１３、Ｒ２３和 Ｒ３３
的轴线也交于点 Ｏ′。

（２）选定９个 Ｒ副轴线的交点 Ｏ′为基点。
（３）确定支路末端的 ＰＯＣ集

Ｍｂｉ＝
ｔ０

ｒ[ ]３ 　（ｉ＝１，２，３）
（４）确定第１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１
①由第１、２支链构成第１回路

ξＬ１＝ｄｉｍ（Ｍｂ１∪Ｍｂ２）＝

ｄｉｍ
ｔ０

ｒ[ ]３ ∪ ｔ０

ｒ[ ]( )３
＝ｄｉｍ

ｔ０

ｒ[ ]( )３
＝３

②第１、２支链构成的子 ＰＫＭ的 ＤＯＦ和 ＰＯＣ

Ｆ（１－２）＝∑
ｍ

ｉ＝１
ｆｉ－∑

１

ｊ＝１
ξＬｊ＝６－３＝３

Ｍｐａ（１－２）＝Ｍｂ１∩Ｍｂ２＝
ｔ０

ｒ[ ]３ ∩ ｔ０

ｒ[ ]３ ＝ ｔ
０

ｒ[ ]３
（５）确定第２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２
由第３支链再构成第２回路

ξＬ２＝ｄｉｍ（Ｍｐａ（１－２）∪Ｍｂ３）＝

ｄｉｍ
ｔ０

ｒ[ ]３ ∪ ｔ０

ｒ[ ]( )３
＝ｄｉｍ

ｔ０

ｒ[ ]( )３
＝３

（６）确定机构自由度

Ｆ＝∑
ｍ

ｉ＝１
ｆｉ－∑

２

ｊ＝１
ξＬｊ＝９－（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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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确定动平台 ＰＯＣ集

Ｍｐａ＝Ｍｐａ（１－２）∩Ｍｂ３＝
ｔ０

ｒ[ ]３ ∩ ｔ０

ｒ[ ]３ ＝ ｔ
０

ｒ[ ]３
２３３　耦合度 κ计算

（１）确定ＳＯＣ１及其约束度 Δ１

ＳＯＣ１｛－Ｒ１１Ｒ１２Ｒ１３Ｒ２３Ｒ２２Ｒ

       

２１－｝

Δ１＝∑
ｍ１

ｉ＝１
ｆｉ－Ｉ１－ξＬ１＝６－２－３＝＋１

（２）确定ＳＯＣ２及其约束度 Δ２

ＳＯＣ２｛－Ｒ３１Ｒ３２Ｒ

}
３３－｝

Δ２＝∑
ｍ２

ｉ＝１
ｆｉ－Ｉ２－ξＬ２＝３－１－３＝－１

（３）确定机构所含的 ＢＫＣ及机构耦合度 κ
由 ＢＫＣ的判定方法，该机构只有一个 ＢＫＣ，则

机构的耦合度为

κ＝１２∑
ν

ｊ＝１
｜Δｊ｜＝

１
２
（｜＋１｜＋｜－１｜）＝１

（４）确定机构的过约束数 Ｎｏｖ．

Ｎｏｖ．＝６ν－ξ＝６ν＋Ｆ－∑
ｍ

ｉ＝１
ｆｉ＝１２＋３－９＝０

２３４　３ ＲＲＲ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该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如表３所示。

表 ３　３ ＲＲＲ球面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Ｔａｂ．３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３ ＲＲＲ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ｎ ＰＯＣ集 ν Ｆ ＮＢＫＣ κ Ｎｏｖ． Ｉ Ｏ 制造

９／８
ｔ０

ｒ[ ]３ ２ ３ １ １ ６ 无 较复杂

２４　３自由度 ２Ｔ１Ｒ机构

２４１　机构描述

图 ４　３自由度 ２Ｔ１Ｒ并联机构

Ｆｉｇ．４　３ＤＯＦ２Ｔ１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基于 Ｔｒｉｃｅｐｔ机构演变为 Ｔｒｉｖａｒｉａｎｔ机构的设计

理念
［１２］
，首先，设计出含有中间特征约束支链 ＲＰＲ

３ ＳＰＳ＋ＲＰＲ并联机构，如图４ａ所示；然后，将约束

支链改为驱动支链，并去掉一条 ＳＰＳ支链，得到一种

优化机型，如图 ４ｂ所示，该机构仍实现 ２Ｔ１Ｒ运动

输出，但结构已得到简化。

２４２　自由度计算
（１）机构的拓扑结构
该机构的 ２条支路具有相同的拓扑结构，为

ＳＯＣ｛－Ｓｉ１－Ｐｉ２－Ｓｉ３－｝，ｉ＝１，２；第３条支路的拓扑
结构为 ＳＯＣ｛－Ｒ３１（⊥Ｐ３２）‖Ｒ３３－｝。

（２）选定动平台上的任一点 Ｏ′为基点。
（３）确定支路末端的 ＰＯＣ集

Ｍｂｉ＝
ｔ３

ｒ[ ]３ 　（ｉ＝１，２，３）
（４）确定第１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１
①由第１、２支链构成第１回路

ξＬ１＝ｄｉｍ（Ｍｂ１∪Ｍｂ２）＝

ｄｉｍ
ｔ３

ｒ[ ]３ ∪ ｔ３

ｒ[ ]( )３
＝ｄｉｍ

ｔ３

ｒ[ ]( )３
＝６

②第１、２支链构成的子 ＰＫＭ的 ＤＯＦ和 ＰＯＣ

Ｆ（１－２）＝∑
ｍ

ｉ＝１
ｆｉ－∑

１

ｊ＝１
ξＬｊ＝１２－６＝６

Ｍｐａ（１－２）＝Ｍｂ１∩Ｍｂ２＝
ｔ３

ｒ[ ]３ ∩ ｔ３

ｒ[ ]３ ＝ ｔ
３

ｒ[ ]３
（５）确定第２个独立回路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２
由第３支链再构成第２回路

ξＬ２＝ｄｉｍ（Ｍｐａ１∪Ｍｂ３）＝

ｄｉｍ
ｔ３

ｒ[ ]３ ∪ ｔ２（⊥Ｒ３１）

ｒ１（‖Ｒ３１















）
＝ｄｉｍ

ｔ３

ｒ[ ]( )３
＝６

（６）确定机构自由度

Ｆ＝∑
ｍ

ｉ＝１
ｆｉ－∑

２

ｊ＝１
ξＬｊ＝１５－（６＋６）＝３

（７）确定动平台 ＰＯＣ集
Ｍｐａ＝Ｍｐａ（１－２）∩Ｍｂ３＝

ｔ３

ｒ[ ]３ ∩ ｔ２（⊥Ｒ３１）

ｒ１（‖Ｒ３１







）
＝
ｔ２（⊥Ｒ３１）

ｒ１（‖Ｒ３１







）

２４３　耦合度计算
（１）确定ＳＯＣ１及其约束度 Δ１
有２种选择方案
①ＳＯＣ１｛－Ｓ１１－Ｐ１２－Ｓ１３－Ｓ２３－Ｐ２２－Ｓ２１－｝

Δ１＝∑
ｍ１

ｉ＝１
ｆｉ－Ｉ１－ξＬ１＝１０－２－６＝２

②ＳＯＣ１｛－Ｓ１１－Ｐ１２－Ｓ１３－Ｒ３３－Ｐ３２－Ｒ３１｝

Δ１＝∑
ｍ１

ｉ＝１
ｆｉ－Ｉ１－ξＬ１＝９－２－６＝１

根据选择约束度最小者的原则，选择方案②。
（２）确定ＳＯＣ２的约束度 Δ２

ＳＯＣ２｛－Ｓ３１－Ｐ３２－Ｓ３３－｝

Δ２＝∑
ｍ２

ｉ＝１
ｆｉ－Ｉ２－ξＬ２＝６－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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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确定机构所含的 ＢＫＣ及机构耦合度 κ
由 ＢＫＣ的判定方法，该机构只有一个 ＢＫＣ，则

机构的耦合度为

κ＝１２∑
ν

ｊ＝１
｜Δｊ｜＝

１
２
（｜＋１｜＋｜－１｜）＝１

（４）确定机构的过约束数 Ｎｏｖ．

Ｎｏｖ．＝６ν－ξ＝６ν＋Ｆ－∑
ｍ

ｉ＝１
ｆｉ＝１２＋３－１５＝０

２４４　２ ＳＰＳ＋ＲＰＲ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该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如表４所示。

表 ４　２ ＳＰＳ＋ＲＰＲ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Ｔａｂ．４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２ ＳＰＳ＋ＲＰ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ｎ ＰＯＣ集 ν Ｆ ＮＢＫＣ κ Ｎｏｖ． Ｉ Ｏ 制造

９／８
ｔ２

ｒ[ ]１ ２ ３ １ １ ０ 无 简单

２５　４自由度 ３Ｔ１Ｒ机构（Ｈ４并联机构）

２５１　机构描述

１９９９年，ＰＩＥＲＲＯＴ等［１３－１４］
发明了 ４自由度的

能实现 Ｓｃｈｏｅｎｆｌｉｅｓ运动（３Ｔ１Ｒ）的 Ｈ４操作手，它能

将双平台的相对运动转换放大为绕动平台法线的较

大转动角
［１５］
，且具有速度快、精度高、应用范围广等

优点。文献［６］对Ｈ４机构的耦合度计算为ｋ＝０，现

发现该计算结果有误，现予以更正计算如下。

首先，其机构简图如图５所示。

图 ５　Ｈ４机构

Ｆｉｇ．５　Ｈ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５２　自由度计算
（１）机构的拓扑结构
该机构的每条复杂支链均为 ＨＳＯＣ｛－Ｒ－

◇（－Ｓａ，Ｓｂ，Ｓｃ，Ｓｄ）－｝；其中 Ｓａ，Ｓｂ，Ｓｃ，Ｓｄ的球心形
成平行四边形，每两条垂直配置的复杂支链组成一

个三平移子并联机构，两个三平移子并联机构的输

出端再与动平台１通过转动副 Ｒ５、Ｒ６连接。

（２）确定支路末端的 ＰＯＣ集

Ｍｂｉ＝
ｔ１（‖◇（４ｓ））∪ｔ１（⊥ａｉｄｉ）

ｒ１（‖ａｉｄｉ）∪ｒ
１
（‖ｂｉｄｉ







）
∪
ｔ１（⊥Ｒｉ）

ｒ１（‖Ｒｉ







）
·

ｔ３

ｒ２（‖◇（（ｂｉｄｉ），（ａｉｄｉ[ ]）））
　（ｉ＝１，２，３，４）

（３）确定第１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１
①由第１、２支链构成第１回路

ξＬ１＝ｄｉｍ（Ｍｂ１∪Ｍｂ２）＝

ｄｉｍ
ｔ３

ｒ１（‖◇（（ａ１ｄ１），（ｂ１ｄ１[ ]）））{ ∪

ｔ３

ｒ１（‖◇（（ａ２ｄ２），（ｂ２ｄ２[ ]

 }）））

＝
ｔ３

ｒ[ ]３ ＝６
②第１、２支链构成的子 ＰＫＭ的 ＤＯＦ和 ＰＯＣ

Ｆ（１－２）＝∑
ｍ

ｉ＝１
ｆｉ－∑

１

ｊ＝１
ξＬｊ＝１０－６＝４

Ｍｐａ（１－２）＝Ｍｂ１∩Ｍｂ２＝

ｔ３

ｒ２（‖◇（（ａ１ｄ１），（ｂ１ｄ１[ ]）））
∩

ｔ３

ｒ２（‖◇（（ａ２ｄ２），（ｂ２ｄ２[ ]）））
＝

ｔ３

ｒ１（◇（（ａ１ｄ１），（ｂ１ｄ１））‖∩◇（（ａ２ｄ２），（ｂ２ｄ２[ ]）））

（４）确定第２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２
①由第３支链再构成第２回路

ξＬ２＝ｄｉｍ（Ｍｐａ（１－２）∪Ｍｂ３∪Ｒ５）

{
＝

ｔ３

ｒ１（◇（（ａ１ｄ１），（ｂ１ｄ１））‖∩◇（（ａ２ｄ２），（ｂ２ｄ２[ ]）））
∪

ｔ３

ｒ２（‖◇（（ｂ３ｄ３），（ａ３ｄ３[ ]）））
∪
ｔ１（⊥Ｒ５）

ｒ１（‖Ｒ５







 }） ＝

ｄｉｍ
ｔ３

ｒ[ ]{ }３
＝６

②第１、２、３支链构成的子 ＰＫＭ的 ＤＯＦ和 ＰＯＣ

Ｆ（１－３）＝∑
ｍ

ｉ＝１
ｆｉ－∑

２

ｊ＝１
ξＬｊ＝１６－（６＋６）＝４

Ｍｐａ（１－３）＝Ｍｐａ（１－２）∩Ｍｂ３∩Ｒ５＝

ｔ３

ｒ１（◇（（ａ１ｄ１），（ｂ１ｄ１））‖∩◇（（ａ２ｄ２），（ｂ２ｄ２[ ]）））
∩

ｔ３

ｒ２（‖◇（（ｂ３ｄ３），（ａ３ｄ３[ ]）））
∩
ｔ１（⊥Ｒ５）

ｒ１（‖Ｒ５







）
＝

ｔ３

ｒ１（‖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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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确定第３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３
由第４支链再构成第３回路

ξＬ３＝ｄｉｍ（Ｍｐａ（１－３）∪Ｍｂ４∪Ｒ６）＝

{ｄｉｍ
ｔ３

ｒ１（‖Ｒ５[ ]）∪
ｔ１（‖◇（４ｓ））∪ｔ１（⊥ａ４ｄ４）

ｒ１（‖ａ４ｄ４）∪ｒ
１
（‖ｂ４ｄ４







）
∪
ｔ１（⊥Ｒ６）

ｒ１（‖Ｒ６







 }）
＝

ｄｉｍ
ｔ３

ｒ[ ]( )３
＝６

（６）确定机构自由度

Ｆ＝∑
ｍ

ｉ＝１
ｆｉ－∑

３

ｊ＝１
ξＬｊ＝２２－（６＋６＋６）＝４

（７）确定动平台 ＰＯＣ集

Ｍｐａ＝Ｍｐａ（１－３）∩Ｍｂ４∩Ｒ６＝
ｔ３

ｒ１（‖Ｒ５[ ]）∩
ｔ１（‖◇（４ｓ））∪ｔ１（⊥ａ４ｄ４）

ｒ１（‖ａ４ｄ４）∪ｒ
１
（‖ｂ４ｄ４







）
∩
ｔ１（⊥Ｒ６）

ｒ１（‖Ｒ６







）
＝

ｔ３

ｒ１（‖Ｒ５[ ]）
２５３　耦合度 κ计算

（１）确定ＳＯＣ１及其约束度 Δ１
ＳＯＣ１｛－Ｒ１－◇（４ｓ）－◇（４ｓ）－Ｒ２－｝

Δ１＝∑
ｍ１

ｉ＝１
ｆｉ－Ｉ１－ξＬ１＝１０－２－６＝２

（２）确定ＳＯＣ２的约束度 Δ２
ＳＯＣ２｛－Ｒ５－◇（４ｓ）－Ｒ３－｝

Δ２＝∑
ｍ２

ｉ＝１
ｆｉ－Ｉ２－ξＬ２＝６－１－６＝－１

（３）确定ＳＯＣ３及其约束度 Δ３
ＳＯＣ３｛－Ｒ６－◇（４ｓ）－Ｒ４－｝

Δ３＝∑
ｍ３

ｉ＝１
ｆｉ－Ｉ３－ξＬ３＝６－１－６＝－１

（４）确定机构所含的 ＢＫＣ及机构耦合度 κ
由 ＢＫＣ的判定方法，该机构只有一个 ＢＫＣ，则

机构的耦合度为

κ＝１２∑
ν

ｊ＝１
｜Δｊ｜＝

１
２
（２＋｜－１｜＋｜－１｜）＝２

（５）确定机构的过约束数 Ｎｏｖ．

Ｎｏｖ．＝６ν－ξ＝６ν＋Ｆ－∑
ｍ

ｉ＝１
ｆｉ＝１８＋４－２２＝０

２５４　Ｈ４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该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如表５所示。

表 ５　Ｈ４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Ｔａｂ．５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４

ｍ／ｎ ＰＯＣ集 ν Ｆ ＮＢＫＣ κ Ｎｏｖ． Ｉ Ｏ 制造

２２／１６
ｔ３

ｒ[ ]１ ３ ４ １ ２ ０ 无 较复杂

２６　４自由度３Ｔ１Ｒ机构（４ Ｒ∥Ｒ∥Ｒ⊥Ｒ∥Ｒ机
构）

２６１　机构描述
４ Ｒ∥Ｒ∥Ｒ⊥Ｒ∥Ｒ机构［１６］

如图６所示，它由
静平台 ０、动平台 １以及 ４条拓扑结构完全相同的
支链组成；从静平台０到动平台 １，前 ３个转动副相
互平行，后２个转动副相互平行，但第３、４个转动副
轴线相互垂直；４条支链与动平台 １通过转动副
Ｒ１５、Ｒ２５、Ｒ３５、Ｒ４５连接，这 ４个转动副的轴线须平行
于动平台 １平面的法线；４条支链与静平台 ０通过
驱动转动副 Ｒ１１、Ｒ２１、Ｒ３１、Ｒ４１连接，其中，Ｒ１１∥Ｒ３１；
Ｒ２１∥Ｒ４１；但 Ｒ１１⊥Ｒ２１；当静平台 ０上的转动副 Ｒ１１、
Ｒ２１、Ｒ３１、Ｒ４１为驱动时，该机构动平台 １产生 ３个平
移和１个绕动平台１法线的转动。

图 ６　４ ＲＲＲＲＲ机构

Ｆｉｇ．６　４ Ｒ∥Ｒ∥Ｒ⊥Ｒ∥Ｒ３Ｔ１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６２　自由度计算
（１）机构的拓扑结构
该机构的 ４条支路具有相同的拓扑结构，为

ＳＯＣ｛－Ｒｉ１‖Ｒｉ２‖Ｒｉ３⊥Ｒｉ４‖Ｒｉ５－｝，ｉ＝１，２，３，４。
（２）确定支路末端的 ＰＯＣ集

Ｍｂｉ＝
ｔ３

ｒ２（‖◇（Ｒｉ３，Ｒｉ４[ ]））　（ｉ＝１，２，３，４）
（３）确定第１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１
①由第１、２支链构成第１回路

ξＬ１＝ｄｉｍ｛Ｍｂ１∪Ｍｂ２｝＝ｄｉｍ
ｔ３

ｒ２（‖◇（Ｒ１３，Ｒ１４[ ]{ ））
∪

ｔ３

ｒ２（‖◇（Ｒ２３，Ｒ２４[ ]）） }
　

＝ｄｉｍ
ｔ３

ｒ[ ]{ }３
＝６

②第１、２支链构成的子 ＰＫＭ的 ＤＯＦ和 ＰＯＣ

Ｆ（１－２）＝∑
ｍ

ｉ＝１
ｆｉ－∑

１

ｊ＝１
ξＬｊ＝１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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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ａ（１－２）＝
ｔ３

ｒ２（‖◇（Ｒ１３，Ｒ１４[ ]））∩
ｔ３

ｒ２（‖◇（Ｒ２３，Ｒ２４[ ]）） ＝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４）确定第２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２
①由第３支链再构成第２回路

ξＬ２＝ｄｉｍ｛Ｍｐａ（１－２）∪Ｍｂ３｝＝

ｄｉｍ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ｔ３

ｒ２（‖◇（Ｒ３３，Ｒ３４[ ]{ }））
＝

ｄｉｍ
ｔ３

ｒ２（‖◇（Ｒ３３，Ｒ３４[ ]{ }））
＝５

②第１、２、３支链构成的子 ＰＫＭ的 ＤＯＦ和 ＰＯＣ

Ｆ（１－３）＝∑
ｍ

ｉ＝１
ｆｉ－∑

２

ｊ＝１
ξＬｊ＝１５－６－５＝４

Ｍｐａ（１－３）＝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ｔ３

ｒ２（‖◇（Ｒ３３，Ｒ３４[ ]）） ＝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５）确定第３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３
由第４支链再构成第３回路

ξＬ３＝ｄｉｍ｛Ｍｐａ（１－３）∪Ｍｂ４｝＝

ｄｉｍ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ｔ３

ｒ２（‖◇（Ｒ３３，Ｒ３４[ ]{ }））
＝

ｄｉｍ
ｔ３

ｒ２（‖◇（Ｒ４３，Ｒ４４[ ]{ }））
＝５

（６）确定机构自由度

Ｆ＝∑
ｍ

ｉ＝１
ｆｉ－∑

３

ｊ＝１
ξＬｊ＝２０－６－５－５＝４

（７）确定动平台 ＰＯＣ集

Ｍｐａ＝Ｍｐａ（１－３）∩Ｍｂ４＝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ｔ３

ｒ２（‖◇（Ｒ４３，Ｒ４４[ ]）） ＝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２６３　耦合度 κ计算

（１）确定ＳＯＣ１及其约束度 Δ１
ＳＯＣ１｛－Ｒ１１‖Ｒ１２‖Ｒ１３⊥Ｒ１４‖Ｒ１５－
Ｒ２４‖Ｒ２５⊥Ｒ２１‖Ｒ２２‖Ｒ２３－｝

Δ１＝∑
ｍ１

ｉ＝１
ｆｉ－Ｉ１－ξＬ１＝１０－２－６＝２

（２）确定ＳＯＣ２及其约束度 Δ２
ＳＯＣ２｛－Ｒ３１‖Ｒ３２‖Ｒ３３⊥Ｒ３４‖Ｒ３５－｝

Δ２＝∑
ｍ２

ｉ＝１
ｆｉ－Ｉ２－ξＬ２＝５－１－５＝－１

（３）确定 ＳＯＣ３及其约束度 Δ３
ＳＯＣ３｛－Ｒ４１‖Ｒ４２‖Ｒ４３⊥Ｒ４４‖Ｒ４５－｝

Δ３＝∑
ｍ３

ｉ＝１
ｆｉ－Ｉ３－ξＬ３＝５－１－５＝－１

（４）确定机构包含的 ＢＫＣ及其耦合度 κ

κ＝１２∑
ν

ｊ＝１
｜Δｊ｜＝

１
２
（｜＋２｜＋｜－１｜＋｜－１｜）＝２

该机构只包含一个 ＢＫＣ。
（５）确定机构过约束数 Ｎｏｖ．

Ｎｏｖ．＝６υ＋Ｆ－∑
ｍ

ｉ＝１
ｆｉ＝

６×３＋４－２０＝２
２６４　４ ＲＲＲＲＲ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该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如表６所示。

表 ６　４ Ｒ∥Ｒ∥Ｒ⊥Ｒ∥Ｒ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Ｔａｂ．６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４ Ｒ∥Ｒ∥Ｒ⊥Ｒ∥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ｎ ＰＯＣ集 ν Ｆ ＮＢＫＣ κ Ｎｏｖ． Ｉ Ｏ 制造

２０／１８
ｔ３

ｒ[ ]１ ３ ４ １ ２ ２ 无 复杂

２７　４自由度 ３Ｔ１Ｒ机构（Ｘ４的改进型机构）
２７１　机构描述

图 ７　Ｘ４改进型并联机构

Ｆｉｇ．７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Ｘ４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刘辛军等
［１７－１８］

于２０１２年提出并研制了一种单
动平台的可实现３Ｔ１Ｒ高速运动的４自由度 ＳＣＡＲＡ
型并联操作手 Ｘ４，如图７ａ所示。

对操作手 Ｘ４的 ４Ｓ平行四边形结构作进一步
改进，得到图７ｂ中 Ｘ４的改进机构［２０－２１］

，该机构由

静平台 ０、动平台 １以及四条拓扑结构完全相同的
支链组成；每条复杂支链都含有一个平面 ４Ｒ机构
以及另外４个转动副，Ｒｉ１∥Ｒｉ２∥Ｒｉ３，Ｒｉ４与它们垂直
（ｉ＝１～４），动平台１上的 Ｒ１４、Ｒ２４、Ｒ３４、Ｒ４４的轴线与
动平台的法线相平行，静平台 ０上的 Ｒ１１、Ｒ２１、Ｒ３１、
Ｒ４１为驱动副，其中，Ｒ１１∥Ｒ４１；Ｒ２１∥Ｒ３１；当静平台 ０
上的转动副 Ｒ１１、Ｒ２１、Ｒ３１、Ｒ４１驱动时，该机构动平台
１产生３个平移和１个绕动平台 １法线的转动。改
进后的机构具有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关节转动角度

大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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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　自由度计算
（１）机构的拓扑结构
该机构的 ４条支路具有相同的拓扑结构，为

ＳＯＣ｛－Ｒｉ１‖Ｒｉ２（－◇（４Ｒ）ｉ５－）‖Ｒｉ３⊥Ｒｉ４－｝（ｉ＝
１～４）。

（２）确定支路末端的 ＰＯＣ集

Ｍｂｉ＝
ｔ３

ｒ１（‖Ｒｉ１[ ]）∪
ｔ１（⊥Ｒｉ４）

ｒ１（‖Ｒｉ４







）
＝

ｔ３

ｒ２（‖◇（Ｒｉ１，Ｒｉ４[ ]））　（ｉ＝１，２，３，４）
（３）确定第１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１
①由第１、２支链构成第１回路

ξＬ１＝ｄｉｍ｛Ｍｂ１∪Ｍｂ２｝＝ｄｉｍ
ｔ３

ｒ２（‖◇（Ｒ１１，Ｒ１４[ ]））{ ∪

ｔ３

ｒ２（‖◇（Ｒ２１，Ｒ２４[ ] }））
＝ｄｉｍ

ｔ３

ｒ[ ]{ }３
＝６

②第１、２支链构成的子 ＰＫＭ的 ＤＯＦ和 ＰＯＣ

Ｆ（１－２）＝∑
ｍ

ｉ＝１
ｆｉ－∑

１

ｊ＝１
ξＬｊ＝１０－６＝４

Ｍｐａ（１－２）＝
ｔ３

ｒ２（‖◇（Ｒ１１，Ｒ１４[ ]））∩
ｔ３

ｒ２（‖◇（Ｒ２１，Ｒ２４[ ]）） ＝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４）确定第２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２
①由第３支链再构成第２回路

ξＬ２＝ｄｉｍ｛Ｍｐａ（１－２）∪Ｍｂ３｝＝

ｄｉｍ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ｔ３

ｒ２（‖◇（Ｒ３１，Ｒ３４[ ]{ }））
＝

ｄｉｍ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 ＝４

②第１、２、３支链构成的子 ＰＫＭ的 ＤＯＦ和 ＰＯＣ

Ｆ（１－３）＝∑
ｍ

ｉ＝１
ｆｉ－∑

２

ｊ＝１
ξＬｊ＝１５－６－５＝４

Ｍｐａ（１－３）＝
ｔ３

ｒ２（‖◇（Ｒ３１，Ｒ３４[ ]））∩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５）确定第３个独立回路的独立位移方程数 ξＬ３
由第４支链再构成第３回路

ξＬ３＝ｄｉｍ｛Ｍｐａ（１－３）∪Ｍｂ４｝＝

ｄｉｍ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ｔ３

ｒ２（‖◇（Ｒ４１，Ｒ４４[ ]{ }））
＝

ｄｉｍ
ｔ３

ｒ２（‖◇（Ｒ４１，Ｒ４４[ ]{ }））
＝５

（６）确定机构自由度

Ｆ＝∑
ｍ

ｉ＝１
ｆｉ－∑

３

ｊ＝１
ξＬｊ＝２０－６－５－５＝４

（７）确定动平台 ＰＯＣ集
Ｍｐａ＝Ｍｐａ（１－３）∩Ｍｂ４＝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ｔ３

ｒ２（‖◇（Ｒ４１，Ｒ４４[ ]）） ＝
ｔ３

ｒ１（‖Ｒ１４[ ]）
２７３　耦合度 κ计算

（１）确定ＳＯＣ１及其约束度 Δ１
ＳＯＣ１｛－Ｒ１１‖Ｒ１２（－◇（４Ｒ）１５－）‖Ｒ１３⊥Ｒ１４－

‖Ｒ２４⊥Ｒ２３（－◇（４Ｒ）２５－）‖Ｒ２２‖Ｒ２１－｝

Δ１＝∑
ｍ１

ｉ＝１
ｆｉ－Ｉ１－ξＬ１＝１０－２－６＝２

（２）确定ＳＯＣ２及其约束度 Δ２
ＳＯＣ２｛－Ｒ３１‖Ｒ３２（－◇（４Ｒ）３５－）‖Ｒ３３⊥Ｒ３４－｝

Δ２＝∑
ｍ２

ｉ＝１
ｆｉ－Ｉ２－ξＬ２＝５－１－５＝－１

（３）确定 ＳＯＣ３及其约束度 Δ３
ＳＯＣ３｛－Ｒ４１‖Ｒ４２（－◇（４Ｒ）４５－）‖Ｒ４３⊥Ｒ４４－｝

Δ３＝∑
ｍ３

ｉ＝１
ｆｉ－Ｉ３－ξＬ３＝５－１－５＝－１

（４）确定机构包含的 ＢＫＣ及其耦合度 κ

κ＝１２∑
ν

ｊ＝１
｜Δｊ｜＝

１
２
（｜＋２｜＋｜－１｜＋｜－１｜）＝２

该机构只包含一个 ＢＫＣ。
（５）确定机构过约束数 Ｎｏｖ．

Ｎｏｖ．＝６υ＋Ｆ－∑
ｍ

ｉ＝１
ｆｉ＝６×３＋４－２０＝２

２７４　Ｘ４改进型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该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如表７所示。

表 ７　Ｘ４改进机构的拓扑结构特征

Ｔａｂ．７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Ｘ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ｎ ＰＯＣ集 ν Ｆ ＮＢＫＣ κ Ｎｏｖ． Ｉ Ｏ 制造

３２／１８
ｔ３

ｒ[ ]１ ３ ４ １ ２ ２ 无 复杂

　　７种典型实用并联机构的拓扑结构的 ＤＯＦ、
ＰＯＣ、κ及其过约束数如表８所示。

３　结论

（１）动平台的 ＰＯＣ集描述了机构输出的转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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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７个典型并联机构的重要拓扑特征量

Ｔａｂ．８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ｖｅｎ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ＤＯＦ 典型并联机构 ＰＯＣ 耦合度 过约束数

２ Ｏｍｎｉ ＷｒｉｓｔＩＩＩ ０Ｔ２Ｒ １ ４

ＰＳ＋ＰＲＳ＋ＰＳＳ １Ｔ２Ｒ ０ ０

３ ３ ＲＲＲ ０Ｔ３Ｒ １ ６

２ ＳＰＳ＋１ ＲＰＲ ２Ｔ１Ｒ １ ０

Ｈ４ ２ ０

４ ４ Ｒ∥Ｒ∥Ｒ⊥Ｒ∥Ｒ ３Ｔ１Ｒ ２ ２

Ｘ４改进型 ２ ２

移动数目，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它们与定坐标系无

关，因此，在设计时，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布置动平

台或静平台。

（２）少自由度并联机构，结构简单、控制方便，

能够满足许多少于６自由度应用场合的要求。
（３）对于耦合度为 １的实用少自由度并联机

构，可通过一维搜索方便得到运动学位置正解、动力

学反解的全部实数解，求解简单。

（４）对于实现 Ｓｃｈｏｅｎｆｌｉｅｓ运动的单平台 ３Ｔ１Ｒ
并联机构（Ｈ４、４ Ｒ∥Ｒ∥Ｒ⊥Ｒ∥Ｒ、Ｘ４改进型
等

［２１－２４］
），其耦合度均为 ２，因此，有待对其进行结

构降耦
［２７－２８］

，在保持动平台输出运动（３Ｔ１Ｒ）不变
的情况下，使其耦合度 κ降至为 １，以便较容易地通
过一维搜索法得到运动学位置正解。

（５）机构的自由度越多，支链数越多，独立回
路数越多，耦合度一般也越大，ＢＫＣ运动学与动力
学问题的复杂程度越高，故应选择自由度低的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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