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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精密气浮定位工作台技术》

内容概要

《超精密气浮定位工作台技术:气浮系统动力学与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超精密气浮支承技术和精密
定位工作台电磁直接驱动的基本理论和技术；超精密气浮支承的建模、有限元分析方法及其数值计算
的理论与方法；超精密气浮定位工作台的动力学建模及其动态特性分析；超精密定位工作台的定位运
动分析及其控制方法研究。
《超精密气浮定位工作台技术:气浮系统动力学与控制》可作为数字制造设备、精密加工设备、精密测
量仪器、生物医药装备等行业科研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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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 绪论　　超精密定位工作台是超精密机械中的一种典型部件，它为微光刻技术、数控加工、生
物技术、纳米表面形貌测量等领域提供了一个能够实现超精密定位和精确运动的载物平台。随着信息
时代的到来，微细加工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特征尺寸越来越小，逐步进入亚微米级乃至纳米级、亚纳米
级精度，超精密定位工作台的关键技术如驱动技术、导向技术和控制技术都在逐步提高，并且随着所
需精度的提高，超精密工作台的动力学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
重点开发了多种精密定位实验工作台，对超精密定位工作台的关键技术开展了相关的研究，推动了超
精密定位工作台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0.1 超精密气浮定位工作台简介　　微光刻技术、数控加工、
生物技术等领域的迅速发展，对精密定位工作台的精度、运行速度、行程、自动化程度和可靠性等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并非是孤立的，其中一些要求往往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例如：定位
工作台的高速度和高精度要求是相互矛盾的，为了满足高精度的要求，定位工作台的最小运动量（或
位移分辨率）要越小越好，而在伺服系统调速比有限的情况下，定位工作台的速度又不能随意地提高
；长行程和高精度的要求也是矛盾的，行程越长，意味着在同样精度要求规定位工作台中的导轨直线
度误差就越敏感，对零部件的加工和安装精度要求也更勾苛刻，即定位工作台的行程受到现有加工和
安装精度的限制；自动化程度与可靠性也是一对矛盾，自动化程度越高，系统越复杂，实现高的可靠
性就越Ⅲ难，间时，高精度、高速度、长行程对控制系统的实现也提出了挑战。而在这众多的矛盾中
，最突出的是如何消除精密定位工作台运动部件间的摩擦。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采用气
浮技术，因而也就出现了基于气浮支承和直线电动机驱动技术的超精密、长行程气浮定位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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