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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辅助轮摆臂的履带式机器人越障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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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履带式移动机器人因具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和安全领域。为了改善现有摆臂履带式机

器人结构复杂、重量和体积较大等不足,进一步提高其越障能力,提出一种带辅助轮摆臂的履带式移动机器人,设

计该机器人的几何模型,分析其越障机理,推导摆臂的正逆运动学方程,分别建立有/无滑移条件下机器人的运动

学模型。采用柔性体有限段模型法建立履带的多体动力学仿真模型。通过履带滑转率、机器人主体质心高度,履

带与地面接触力及摆轮受力的变化,综合分析该机器人越障时的动力性能。在越阶、爬坡和越沟壑不同工况下,提

出的带辅助轮摆臂的履带式机器人表现出良好的越障性能。

关键词:摆臂;履带式移动机器人;柔性体;有限段模型;多体动力学;越障能力

中图分类号:TH113.2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22-12-13
基金项目:重庆市科委项目(cstc2019jcyj-msxmX

 

0761);重庆市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JDDSTD2019007)

作者简介:安治国(1976—),男,山西太原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新能源电动汽车研究.
周志鸿(1997—),男,四川巴中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机电装备智能控制研究,本文通信作者.
E-mail:3218434465@qq.com

Analysis
 

of
 

obstacle-crossing
 

ability
 

of
 

swing
 

arm
 

tracked
 

robot
 

with
 

auxiliary
 

wheels
AN

 

Zhiguo,
 

ZHOU
 

Zhihong
(School

 

of
 

Mechatronics
 

and
 

Vehicle
 

Engineering,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
 

Tracked
 

mobile
 

robots
 

are
 

widely
 

used
 

in
 

military
 

and
 

security
 

fields
 

because
 

of
 

their
 

good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complex
 

structure,
 

huge
 

weight
 

and
 

large
 

volume
 

of
 

traditional
 

swing
 

arm
 

tracked
 

robots
 

and
 

improve
 

their
 

obstacle-crossing
 

ability,
 

this
 

paper
 

proposed
 

a
 

swing
 

arm
 

tracked
 

mobile
 

robot
 

with
 

auxiliary
 

wheels.
 

The
 

geometric
 

model
 

of
 

the
 

robot
 

was
 

first
 

designed
 

to
 

analyze
 

the
 

obstacle-
crossing

 

mechanism
 

of
 

the
 

robot
 

and
 

deduce
 

the
 

forward
 

and
 

inverse
 

kinematic
 

equations
 

that
 

applied
 

to
 

the
 

swing
 

arm.
 

The
 

kinematic
 

models
 

of
 

the
 

robo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non-slip
 

and
 

slip
 

we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A
 

multi-body
 

dynamic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track
 

was
 

then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finite
 

body
 

segment
 

model
 

for
 

the
 

flexible
 

body.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
 

was
 

finally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through
 

the
 

variations
 

in
 

the
 

track
 

slip
 

rate,
 

the
 

height
 

of
 

the
 

centroid,
 

the
 

track
 

contact
 

force
 

with
 

ground
 

and
 

the
 

swing
 

wheel
 

force.
 

The
 

proposed
 

swing
 

arm
 

tracked
 

mobile
 

robot
 

with
 

wheels
 

shows
 

good
 

obstacle-crossing
 

performance
 

under
 

step-climbing,
 

hill-climbing
 

and
 

gap-cross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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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机器人已广泛用于空间探索、灾害救援、侦察和监视等[1-2]。移动机器人构型丰富,可分为轮式[3]、
履带式[4]、足式[5]以及混合式[6]四大类。其中,履带式移动机器人因具有良好的地形适应性、优良的移动和

越障能力[7-8],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和安全领域。
履带式机器人可分为固定履带式、摆臂履带式、多履带式以及混合式等。Sun等[9]受昆虫腿结构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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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设计出一种新型仿生腿悬架履带式移动机器人,可有效抑制振动且承载能力强。Fieden等[10]结合典型

履带驱动和全向轮(麦克纳姆轮)的优点,开发出一款全向履带式移动机器人,该机器人可在不改变主体方向

的情况下向任意方向移动。Bai等[11-12]研发出一种多级自适应横向变形履带式机器人,通过自适应变形增

强了其机动性和地形通过能力,不足是机器人变形后需手动恢复。然而,上述固定履带式机器人均存在越障

能力较弱的问题。帅立国等[13]提出一种模块化的轮-履式移动机器人,具有纯轮式、纯履带式及轮履混合式

三种运动模式,地形适应能力较强。Luo等[14]提出一种基于 Watt
 

II型六杆机构的可重构轮履混合式移动

机器人,通过重构可实现纯轮式、纯履带式和翻滚三种运动模式的切换以适应不同环境。Sasaki等[15]设计

出一种六足履带式移动机器人,并配置红外位移测量系统,跨越沟壑时由前后四足支撑履带行驶,中间两足

托住物体,可自适应不同沟壑宽度。上述混合式机器人将履带驱动与其他移动方式相结合,越障能力和环境

适应性均得到了提高,但结构和控制系统较复杂,可靠性仍需要提升。Zhang等[16]提出一种可重构履带式

蛇形机器人,由三个模块组成,可通过对接机构实现相邻模块的连接或断开。Gong等[17]提出一种并联多履

带移动机器人系统,该系统采用6自由度结构,并根据载荷质量和楼梯高度提出爬楼策略。Zong等[18]提出

一种在非结构环境下具有人机交互的可变角度履带式机器人,机器人前后段之间配有被动自适应装置的摆

动关节,可实现角度改变,适用于多种复杂地形。上述机器人将多个履带组合,使整个系统的鲁棒性增强、性
能提高,但存在重量、尺寸大,系统复杂等问题。

以上几种构型中,摆臂履带式机器人控制系统相对简单,且越障能力和对复杂地形适应性较好,得到广

泛关注。目前已有研究提出的摆臂履带式机器人的主要构型有四履带双摆臂机器人[19]、四摆臂-六履带机

器人[20]、被动摆臂四履带机器人[21]和四摇臂履带式巡检机器人[22],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现有构型的结构

较复杂、重量和体积较大。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提出一种带辅助轮摆臂的履带式机器人构型,与文献[19]、
[21]提出的构型相比,该构型省去了摆臂后轮和摆臂履带等结构,重量更轻、结构更简单;与文献[20]、[22]
提出的构型相比,该构型只配有前摆臂,重量和体积大大减小。本研究使用柔性体有限段模型法建立履带的

多体动力学仿真模型,在越阶、爬坡和越沟壑不同工况下,分别研究了所提新型机器人构型的履带滑转率、主
体质心高度、履带与地面接触力及摆轮受力,综合分析了越阶、爬坡和越沟壑工况下的越障能力。

表1 不同构型机器人特点

Table
 

1 Features
 

of
 

different
 

robots

构型 结构 重量 体积 最大越障高度/mm 最大跨沟宽度/mm

四履带双摆臂机器人[19] 一般 中 中 130.00 258.00

四摆臂-六履带机器人[20] 复杂 大 大 150.00 -

被动摆臂四履带机器人[21] 一般 中 中 170.39 -

四摇臂履带式巡检机器人[22] 复杂 大 大 180.00 347.15

带辅助轮摆臂的履带式机器人(本研究) 简单 小 小 175.00 430.00

1 模型与方法

1.1 几何模型

带辅助轮摆臂的履带式移动机器人三维模型如图1所示,机器人由两台履带电机提供行进动力,使用后

置驱动增加履带的张紧力。为提高机器人的越障性能和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考虑配置辅助摆臂,同时为了

减轻重量、简化结构以及降低控制系统的复杂性,仅配备前摆臂。与传统摆臂相比,设计的摆臂省去了摆臂

驱动轮、履带和连杆等结构,重量更低、结构更简单。
传统摆臂通过履带电机经多级传动控制摆臂驱动轮转动,由摆臂驱动轮驱动摆臂履带运动实现越障,使

得传动效率较低且能耗较大。本研究设计的摆臂配有辅助轮,越障时由摆轮电机控制辅助轮运动,无需履带

电机驱动摆臂履带运动,机器人的传动损耗降低、能耗减少,且运动速度更快。机器人摆臂由左右两台摆臂

·221·



安治国等:带辅助轮摆臂的履带式机器人越障能力分析

电机控制,为使摆臂与从驱动轮的运动互不影响,使用传动轴套、滚动轴承和传动轴组合,各电机与传动轴之

间采用弹性联轴器连接轴和减震,其关键部件尺寸参数见表2。

1—主驱动轮;2—从驱动轮;3—履带;4—机架;5—主传动轴;6—摆臂;7—固定螺栓;8—摆轮电机;

9—固定板;10—从传动轴;11—辅助摆轮;12—摆臂电机;13—联轴器;14—传动轴套;15—履带电机

图1 带辅助轮摆臂的履带式移动机器人三维模型

Fig.
 

1 Three-dimensional
 

geometric
 

model
 

of
 

swing
 

arm
 

tracked
 

mobile
 

robot
 

with
 

auxiliary
 

wheels

表2 履带式移动机器人主要参数

Table
 

2 Key
 

parameters
 

of
 

the
 

tracked
 

mobile
 

robot

参 数 数值

主体质量/kg 34

前后轮轴距/mm 539

摆臂长度/mm 350

摆臂前轮直径/mm 180

驱动轮直径/mm 248

1.2 履带式机器人越障机理

机器人成功越过障碍的本质是其质心顺利通过

障碍的关键边界线,并且在此过程中机器人不发生

倾倒,越过障碍后能够继续保持稳定的运动状态。
基于此建立机器人的质心运动模型用于越障分析。
机器人的质心分布如图2(a)所示,以机器人主驱动

轮轴心为坐标原点,建立坐标系 XO1Z。设机器人

主从驱动轮间距O1O2 为l,主体部分质量为ma,其
质心Ga 坐标为(la,

 

ha);摆臂质量为mb,其质心为

Gb,与从驱动轮轴心O2 的距离为lb;驱动轮的半径为r1,辅助摆轮的半径为r2,摆臂的摆角为β。机器人越

过台阶时主要受力为机器人总重力G总、地面对主驱动轮作用力N2、摩擦力F 和台阶接触点对摆轮的作用

力N1,其中N1 可分解水平方向的力F0 和竖直方向的力N。机器人质心G 的坐标(xG,
 

zG)可表示为:

xG=
mala+mbl
ma+mb

+
mblb

ma+mb
cos

 

β,
 

zG=
maha

ma+mb
+

mblb
ma+mb

sin
 

β。 (1)

将式(1)整理后可得:

(xG-
mala+mbl
ma+mb

)2+(zG-
maha

ma+mb
)2=(

mblb
ma+mb

)2。 (2)

由式(2)可知,摆角β的变化会改变机器人的质心位置,进而影响机器人的越障能力,并且变化轨迹是半

径为
mblb

ma+mb
的圆。由于越障时摆臂是绕着机器人主体摆动,因此,为更好地分析摆臂特性,将机器人主体

与摆臂简化成连杆机构进行运动学分析,如图2(b)所示。图2(b)中,lm 和ln 分别为驱动轮轴距和摆臂长

度,β1 和β2 为关节角度,故摆臂末端执行点O3 的坐标(x,
 

z)可表示为:

x=lmcos
 

β1+lncos(β1+β2),
 

z=lmsin
 

β1+lnsin(β1+β2)。 (3)
由式(3)可知,根据关节角度得到的摆臂末端空间位置为正运动学方程,整理可得其逆运动学方程:

β1=arctan(
z
x
)-arctan(

lnsin
 

β2
lm+lncos

 

β2
),

  

β2=arccos(
x2+z2-l2m-l2n

2lmln
)。 (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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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机器人越障原理图

Fig.
 

2 Obstacle-crossing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obot

1.3 运动学模型

1.3.1 基本运动学模型

由于摆臂主要在越障时使用,因此分析时忽略摆臂的影响,进行适当的简化和假设,如图3(a)所示。机

器人重心的坐标为(xOA,
 

yOA),其航向角为φ,两侧驱动轮之间的距离为c,左右履带的线速度分别为v1 和

v2。忽略滑移效应,以OR 为转动中心,可得机器人在惯性参照系XOY 下的运动学模型为:

x
·

OA=
v1+v2

2 cos
 

ϕ,

y
·
OA=

v1+v2

2 sin
 

ϕ,

ϕ
·
=
v2-v1

c
。















(5)

图3 履带式移动机器人运动学模型

Fig.
 

3 Kinematics
 

model
 

of
 

the
 

tracked
 

mobile
 

robot

1.3.2 滑移效应下的运动学模型

机器人产生滑移效应的原因是履带与地面的摩擦力与主驱电机输出力矩之间的不平衡,考虑滑移效应

后,其行驶速度vOA 用矢量[vx,
 

vy]T 表示,故滑移角γ 为tan-1(vy
 /vx)。如图3(b)所示,用左右两侧履带

的滑移率来描述机器人的滑移效应为:

η1=1-
v'1
v1
,

 

η2=1-
v'2
v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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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1 和v'2 分别代表两侧履带与地面间接触点的线速度。故机器人在惯性参照系XOY 中的运动学方

程为:

x
·

OA=vxcos
 

ϕ-vysin
 

ϕ=
v1(1-η1)+v2(1-η2)

2 cos
 

ϕ-
v1(1-η1)+v2(1-η2)

2 tan
 

γ
 

sin
 

ϕ,

y
·
OA=vxsin

 

ϕ+vycos
 

ϕ =
v1(1-η1)+v2(1-η2)

2 sin
 

ϕ+
v1(1-η1)+v2(1-η2)

2 tan
 

γ
 

cos
 

ϕ,

ϕ
·
=
v2(1-η2)-v1(1-η1)

c
。















(7)

整理可得机器人运动学状态空间模型为:

x
·

y
·

ϕ
·



















=A
v1

v2






 




 =

(1-η1)(cos
 

ϕ-tan
 

γ
 

sin
 

ϕ)
2

(1-η2)(cos
 

ϕ-tan
 

γ
 

sin
 

ϕ)
2

(1-η1)(sin
 

ϕ+tan
 

γ
 

cos
 

ϕ)
2

(1-η2)(sin
 

ϕ+tan
 

γ
 

cos
 

ϕ)
2

-
1-η1
c

1-η2
c



























v1

v2






 




 。 (8)

  设置各零部件密度、弹性模量和泊松比材料属性参数如表3所示。对各部件之间的相对运动关系进行

设定,主要包括主驱动轮与履带电机之间添加旋转副,履带电机和摆臂电机与机架之间分别添加固定副,辅
助摆轮与摆轮电机之间添加旋转副,如表4所示。

表3 零部件材料属性

Table
 

3 Material
 

properties
 

of
 

components

名称 材料 密度/(g/cm3) 弹性模量/Pa 泊松比

主/从驱动轮 旋转副 2.77 7.20×1010 0.32

辅助摆轮 铝合金 2.77 7.20×1010 0.32

机架 铝合金 2.77 7.20×1010 0.32

履带/摆臂/摆轮电机 合金钢 7.85 2.00×1011 0.30

主/从传动轴 合金钢 7.85 2.00×1011 0.30

传动轴套 合金钢 7.85 2.00×1011 0.30

履带 高分子橡胶 1.00 7.84×106 0.47

  为了更准确地模拟履带与路面之间的相互作用,采用柔性体有限段模型法[23]建立仿真模型。具体方法

是将履带分成若干单元,基于轴套力将各履带块进行柔性连接,如图4所示。轴套力是定义构件间作用力和

作用力矩的6个分量(Fx,
 

Fy,
 

Fz,
 

Tx,
 

Ty,
 

Tz),不会改变构件间的自由度,但当构件相对运动时,会分别

产生与相对位移和相对速度成正比的力矩和阻尼力,其数学模型为:

Fx

Fy

Fz

Tx

Ty

Tz





























=

Fx0

Fy0

Fz0

Tx0

Ty0

Tz0





























+

K11

K22

K33

K44

K55

K66





























dx

dy

dz

φx

φy

φz





























-

C11

C22

C33

C44

C55

C66





























vx

vy

vz

ωx

ωy

ωz





























。
 

(9)

式中:Fj0、Tj0 表示预载荷,j=x,y,z;K、C 分别为刚度系数和阻尼系数;dj、φj 分别为构件间的相对位移

和相对角位移;vj、ωj 分别为构件间的相对速度和相对角速度。
为准确研究履带的运动情况,设置了履带与地面和履带与驱动轮之间的接触力,相关参数如表5所示。

具体选择基于Hertz理论碰撞函数的接触算法计算接触力,其碰撞函数的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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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max{KC(e1-e)n-step(e,e1-m,

 

Cmax,e1,0)
de
dt
,0},e<e1;

0,
 

e>e1。









 

(10)

式中:KC 为接触刚度系数;e1、e分别为位移开关量和位移变量;n为非线性弹簧力指数;m 为最大穿透深度;Cmax

为最大接触阻尼;de/dt为穿透速度。

表4 关键部件约束

Table
 

4 Constraints
 

of
 

key
 

components

序号 约束对象 约束类型 数量 描述

1 主驱动轮与履带电机 旋转副 2 只保留沿履带电机输出轴的转动自由度

2 摆臂电机与机架 固定副 2 摆臂电机与机架之间的所有相对运动自由度都受到限制

3 辅助摆轮与摆轮电机 旋转副 2 只保留沿摆轮电机输出轴的转动自由度

4 摆轮电机与摆臂 固定副 2 摆轮电机与摆臂之间的所有相对运动自由度都受到限制

5 摆轮电机与传动轴 固定副 2 摆轮电机与传动轴之间的所有相对运动自由度都受到限制

图4 机器人虚拟样机

Fig.
 

4 Virtual
 

prototype
 

of
 

the
 

robot

表5 接触力参数

Table
 

5 Parameters
 

of
 

contact
 

force

参数 驱动轮与履带之间 履带与地面之间

刚度k/(N/m) 7.84×106 2.50×106

阻尼d/(N·s/m) 7.84×104 2.50×104

穿透深度/mm 0.50 0.01

压力指数e 2.20 2.05

  机器人的旋转副分别由履带电机、摆臂电机

以及摆轮电机驱动,根据不同工况下各自的轨迹

规划路径编写相关驱动函数来实现。

1.4 实验设计

本研究对机器人在不同地形下的越障能力进

行探究,翻越台阶、爬坡和跨越沟壑三种工况分别

用A、B和C表示,理论速度分别为0.36、0.62、

0.56
 

m/s,每种工况设置4组不同参数。为了更

准确地探究机器人的运动状态,每个仿真工况下分别选取单侧处于特殊位置的主履带单元进行分析,并对履

带单元进行编号,如图4所示。编号的规则为:第一位字母表示对应的仿真工况,第二位数字表示履带在该

工况下所经过特殊位置的顺序(1~6),每两个数字为一组对应相同参数,如A2表示机器人在翻越台阶时,
表6 仿真实验设计

Table
 

6 Design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

工况 设计变量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翻越台阶(A) h/mm 155 165 175 180

爬坡(B) α/(°) 15 18 21 22

穿越沟壑(C) b/mm 410 420 430 435

其履带在第一组工况下通过的第二个

特殊位置。表6列出了仿真实验方

案,其中h、α和b分别代表台阶高度、
坡度以及沟壑宽度,v0 代表机器人的

理论速度。
为了探究机器人穿越各种地形时

的运动情况,引入滑转率[24]作为分析依据。滑转率γ 反映了机器人实际运动速度与履带轮理论圆周速度之

间的偏移程度。滑转率γ 为正值,表示履带滑转;滑转率γ 为负值,表示履带滑移。其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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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wr-v  /wr, wr≥v;

wr-v  /v, wr<v。 (11)

2 结果与讨论

2.1 越阶性能分析

机器人越阶具体过程为:机器人到达台阶前方时,摆臂先向上摆动至与地面垂直位置,然后继续靠近台

阶;到合适位置后摆臂向下摆动,与台阶接触支撑起机器人,摆臂电机驱动摆臂轮开始转动,接着继续向前运

动越过台阶;待机器人完全越过台阶后,摆臂向上摆动到初始位置,并与地面平行,整个越阶过程结束。
越阶工况下机器人运动特征参数变化情况如图5所示。由图5(a)可以看出,机器人可以顺利越过

175
 

mm的台阶,仿真如图6(a)所示。但翻越180
 

mm的台阶时,第7
 

s时其重心高度急剧下降至119
 

mm,
甚至低于其初始重心高度,说明此时机器人发生倾倒,翻越失败,表明机器人越阶的最大高度为175

 

mm,仿
真如图6(b)所示。

图5 越阶工况下机器人运动特征参数变化图

Fig.
 

5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variation
 

of
 

robot
 

motion
 

in
 

step-climbing

  从图5(b)看出,当机器人通过3种不同高度的台阶时,履带最初的滑转率均为1,此时机器人的实际速

度为0,而理论速度为0.36
 

m/s;随着机器人进入加速阶段,滑转率迅速减小并逐渐稳定在0.1附近。机器

人翻越175
 

mm台阶的过程中,第3.9
 

s时摆臂向下摆动抬升起机器人,摆轮受力峰值为1
 

466
 

N,履带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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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越阶工况运动仿真

Fig.
 

6 Motion
 

simulation
 

under
 

step-climbing
 

condition

率发生突变,增至0.85,履带打滑现象较为严重,后逐渐减小并恢复;4.4~5.7
 

s时段,履带滑转率小于其在

水平路面运动时的水平,其值在0.07附近波动,且波动的幅度更大,原因是此时段机器人与地面成一定角

度,由主动轮和摆臂轮使其继续向前运动;5.7
 

s时履带与台阶接触,机器人后端开始越过台阶,滑转率增至

0.62,履带单元A5受力最大为1
 

914
 

N;6.6
 

s时机器人后端登上台阶,在重力作用下主体开始下落;7.3
 

s
时摆轮下落到台阶上,并伴随一定冲击,受力为3

 

394
 

N,滑转率降至-0.65,小于0,故机器人实际速度高于

其理论速度,履带发生滑移;7.6
 

s时机器人摆臂开始上摆恢复至原位,滑转率先减小至-0.25,后逐渐恢复

到水平路面运动时水平;8.2
 

s时由于摆臂上摆,履带单元A6落到台阶上,受力峰值为452
 

N。
对比机器人在不同台阶高度的运动特征参数变化情况可知,台阶高度越大,履带滑转率波动幅度越大,

机器人运动稳定性越差,受到的力和冲击越大,尤其是在机器人后端翻越台阶和机器人登上台阶下落时更明

显。当机器人后端翻越台阶时,随着台阶高度的增加,履带受力增加,且滑转率峰值增大,表明履带的打滑现

象严重。机器人登上台阶时下落的高度与台阶高度呈正相关,下落高度越大,摆轮受力越大,滑转率降低的

峰值也越大,履带的滑移现象越严重。

2.2 爬坡性能分析

机器人爬坡具体过程为:当摆臂与坡面接触时,摆臂轮开始转动,机器人继续沿斜坡运动,待摆轮离开坡面

时,摆轮停止转动,继续向上运动;待机器人即将登上斜坡时,摆臂向下摆动到规划位置支撑其重量,转动摆轮

继续前进一段距离;当机器人完全通过斜坡时,摆臂向上摆动回归原位置,爬坡完成。
爬坡工况下机器人运动特征参数变化如图7所示,运动仿真过程如图8所示。由图7(a)可知,机器人

能成功爬上21°的斜坡,如图8(a)所示。但当坡度角为22°时,重心高度在174~628
 

mm呈周期性变化,机
器人沿斜坡运动一段距离后,开始反向运动并返回水平路面,后又继续重复此过程。如图7(b)所示,此时履

带滑转率出现大幅波动,履带单元B8与爬坡完成的其他履带单元相比,未出现受力变化,摆轮受力曲线在

6.8
 

s时出现大幅波动,这与主体重心高度曲线反映出的爬坡失败结果相一致,表明最大爬坡角为21°,运动

仿真过程如图8(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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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爬坡工况下机器人运动特征参数变化图

Fig.
 

7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variation
 

of
 

robot
 

motion
 

in
 

hill-climbing

图8 爬坡工况运动仿真

Fig.
 

8 Motion
 

simulation
 

under
 

hill-climbing
 

condition

  由图7可知,机器人的理论速度为0.62
 

m/s,在爬上21°斜坡的过程中,1.4
 

s时摆轮与坡面接触,履带

滑转率升至0.26,当摆轮开始在坡面上运动时,滑转率逐渐减小;2.5
 

s时履带末端与水平路面接触支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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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履带单元B5受力为1
 

562
 

N;2.8~6.6
 

s时段机器人与坡面完全接触,并沿斜坡向上运动,滑转率稳

定在0.28左右;7
 

s时重力作用使得摆臂前端下落到地面,此时产生一定的冲击,滑转率骤减至-0.14,履带

出现短暂的滑移现象,摆轮受力为2
 

439
 

N;7.6
 

s时摆臂开始上摆以回到初始位置,滑转率先减小到-0.06
后逐渐恢复正常;7.9

 

s时摆臂摆动履带下落到地面上,履带单元B6受力为1
 

231
 

N。
分析图7可得,随斜坡坡度增加,履带滑转率的波动幅度也相应增加,机器人打滑和滑移现象加剧,说明

机器人的运动状态变得不稳定。坡度越大,履带末端与水平路面接触支撑机器人时倾斜的角度越大,受力增

加。爬上斜坡时摆臂下摆的角度与坡度呈正相关,故摆臂前端下落的高度和摆臂回归原位时机器人前端下

落的高度越大,摆臂轮和对应履带单元受力也越大。

2.3 越沟壑性能分析

机器人越沟壑时,摆臂先下摆至摆轮与地面接触且摆轮开始转动,直到机器人末端离开地面;继续向前

运动,机器人逐渐倾斜,摆臂继续下摆至设定位置;待机器人完全通过沟壑时,摆臂逐渐回到初始位置。
越沟壑工况下机器人运动特征参数变化如图9所示。由图9(a)可知,机器人越沟壑时,重心高度先略

微下降后上升到某一峰值,最后逐渐下降回到初始值,表明机器人可以成功越过430
 

mm宽的沟壑。但当沟

壑宽度为435
 

mm时,主体重心高度在6.8
 

s时大幅度波动后稳定在110
 

mm,表明机器人主体在越沟壑过

程中发生倾翻,可越过的最大沟壑宽度为430
 

mm,整个运动过程如图10所示。

图9 越沟壑工况下机器人运动特征参数变化图

Fig.
 

9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variation
 

of
 

robot
 

motion
 

in
 

gap-crossing

  由图9可知,机器人的理论速度为0.56
 

m/s,在2.7~3.6
 

s、4.4~5.6
 

s时段,机器人滑转率在0.18附

近波动,高于在水平路面运动时水平,这是因为摆轮与地面接触,共同参与机器人运动;滑转率在3.6~4.4
 

s

·031·



安治国等:带辅助轮摆臂的履带式机器人越障能力分析

时段恢复正常,原因是摆臂悬空越过沟壑,未与地面接触;6.4
 

s时机器人末端脱离地面使得主体发生倾斜,
履带打滑严重,其滑转率上升到峰值0.57,倾斜过程中由履带单元C5支撑其重量,峰值为796

 

N;7.0
 

s时

机器人已完全越过沟壑,但仍处于倾斜状态,履带末端支撑机器人,最大受力为2
 

251
 

N;7.2
 

s时在重力作用

下机器人前端下落到地面,此时摆轮受力为2
 

144
 

N,滑转率骤降至-0.53,履带发生滑移;在7.5~8.1
 

s时

段,滑转率先减小至-0.18后恢复正常,这是由于摆臂上摆,履带前端下落到地面,履带发生滑移。

图10 越沟壑工况运动仿真(b=430
 

mm)

Fig.
 

10 Motion
 

simulation
 

under
 

gap-crossing
 

condition

  对比图9中不同沟壑宽度下机器人的各项运动特征参数发现,沟壑宽度越大,机器人滑转率波动的幅度

越大,其履带运动状态越不稳定,越沟壑时各部件受到的冲击也相应增加,原因是机器人的倾斜角度和前端

下落高度与沟壑宽度呈正相关。

3 结论

本研究提出一种带辅助轮摆臂的履带式移动机器人,与现有构型相比,该机器人构型结构更简单、体积

更小、重量更轻。通过建立运动学模型并进行多体动力学仿真,系统分析了该机器人在越阶、爬坡和越沟壑

三种典型工况下的越障能力。结果表明:在三种工况下,该机器人具有较好的越障能力,最大越阶高度为

175
 

mm,最大爬坡角为21°,越沟壑最大宽度为430
 

mm。
本研究未来考虑机器人在复杂越障工况下的主体重心高度、履带滑转率、履带以及摆臂受力的变化规

律,优化前后轮轴距和摆臂长度等关键参数,进一步提升该构型的越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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