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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电气工程先进技术译丛：磁悬浮轴承：理论、设计及旋转机械应用》兼顾学术研究和商业
应用，适用于所有希望了解、开发和应用磁轴承系统的相关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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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本章一开始，将给大家介绍主动控制的电磁轴承的基本功能。
通过对转轴进行无接触、无磨损、无润滑的悬浮支承，并进行动力学行为的主动控制，磁轴承为解决
传统机械中的转子动力学问题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技术方案。
一般来讲，这种主动式磁轴承（Active Magnetic Bearing，此后简称“磁轴承”或AMB）是一种典型的
机电一体化产品，从对机电一体化的定义中就可以了解要应用磁轴承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础知识。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磁轴承的发展历史：电磁悬浮的原理最早被应用于实验物理研究中，并曾在1937年
被建议用于悬浮车厢来实现高速的交通运输。
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实现无接触的自由悬浮，我们要说的磁轴承（AMB）只是其中的一种，在综述中会
介绍磁悬浮的其他方法以及它们的分类。
最后还将简要介绍磁轴承的主要特性，它的优、缺点及其在研究与工业应用上的一些案例。
 1.1磁轴承原理 在实际应用中最广泛采用的磁悬浮技术的原理，是通过对电磁铁的实时动态控制，使
其产生受控的非接触磁场力来实现物体的悬浮。
 传感器检测到转子相对于参考位置的偏移，作为控制器的微处理器就此给出一个控制信号，通过功率
放大器后转变为控制电流，控制电流在电磁铁执行器中形成相应的电磁场，最终的结果是所形成的磁
场力始终维持着转子悬浮在设定的位置上。
 反馈控制律关系到悬浮状态的稳定性，以及这种支承形式的刚度和阻尼。
这种刚度和阻尼理论上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并且能根据需要进行设计，甚至在运行时作在线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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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磁悬浮轴承:理论、设计及旋转机械应用》兼顾学术研究和商业应用，适用于所有希望了解、开发和
应用磁轴承系统的相关人员阅读。
《磁悬浮轴承:理论、设计及旋转机械应用》由施威策尔等所著，可视为G.schweitzer先生10多年前出版
的第一本磁轴承专著的增补版，其中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几乎涵盖了前一著作出版后十几年期间该领
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保护轴承及碰磨问题、容错问题，自传感器及自轴承电动机等。
作者人数也增加至9位，都是各自领域的资深专家，每章都是由各位专家单独成文，其内容基本代表
了在各自领域的最新成果，可以称之为对这一迅速崛起领域的全面介绍，并兼顾了学术研究和工业应
用两方面。
因此，有必要将其介绍给国内对磁轴承研究或应用感兴趣的人员作为参考。
与同类技术领域的相比，电磁轴承的研究队伍相对薄弱，与其发展趋势不甚相符，也许，类似的著作
可以吸引更多的有志于该领域的研究者获得起步的基础知识并加入到这个研究队伍中，共同推动电磁
轴承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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