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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轻反射镜串联柔性支撑结构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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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长春130031)

摘 要:为了保证微型空间相机的超轻反射镜的面形精度和稳定性,提出一种串联双轴片式柔性支撑结

构.以多工况下超轻反射镜面形为目标,应用集成优化方法对该支撑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并对优化后的

结构进行重力和温度工况下的静力学分析,各工况下反射镜面形均方根值均在3.5nm以内,远优于设

计指标.对研制的反射镜组件粘接强度进行校核,并对其动力学性能进行有限元分析和试验验证.结果

表明,柔性支撑结构与反射镜粘 接 面 积 为1138mm2,反 射 镜 组 件 的 X、Y、Z 三 向 的 一 阶 频 率 都 在

500Hz以上.有限元分析结果与试验结果的相对误差均在6.5%以内,验证了有限元分析模型的正确性,
表明该串联双轴片式柔性支撑结构设计合理,集成优化方法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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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eriesofdouble-axisflexiblesupportstructureisputforwardtoensurethesurfacefigureand
stabilityoftheminiaturespacecameraultra-lightreflectors.Takingtheultra-lightmirrorsurfaceunder
multipleoperatingconditionsasthegoal,theintegratedoptimizationmethodisusedtooptimizethe
supportstructure,andthestaticsoftheoptimizedstructureundertheself-weightandtemperature
conditionsareanalyzed.Theroot-mean-squareofeachconditioniswithin3.5nm,whichisfarbetterthan
thedesignrequirement.Theadhesivestrengthofthedevelopedmirrorassemblywascheckedandthe
dynamicperformancewasanalyzedbyfiniteelementmethodandtest.Thebondingareaofflexible
supportstructureandmirroris1138mm2.ThebasicfrequencyoftheX,YandZdirectionsofthe
mirrorassemblyisabove500Hz.Therelativeerrorofthetestandanalysisresultsislessthan6.5%,
whichverifiesthecorrectnessofthefiniteelementanalysismodel.Atthesametime,itshowsthatthe
seriesofdouble-axisflexiblesupportstructuredesignisreasonable,andtheintegratedoptimization
methodisreliable.
Keywords:Seriesflexiblestructure;Integratedoptimization;Surfacefigure;Modalanalysis;Random
v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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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微型空间相机在军事侦查、环境监测、应急救灾以及商业信息传递等多个领域担任重要角色.反射镜组

件是微型空间相机的核心部件,合理稳定的反射镜柔性支撑结构是保证空间相机成像质量的关键[1].在超轻

反射镜系统中组件的精度与稳定性尤为重要,反射镜的微小变形都会直接影响空间相机的良好成像,为保证

反射镜的高面形精度和高稳性,柔性支撑结构的设计是关键技术之一.
近年来,随着微型航天器技术的快速发展,微型遥感器的研制逐渐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微型载荷不

仅广泛应用于导航、通信、监测和科研领域[2].2012年,美国PlanetLabs发起“鸽群”计划,并在2014年1月

发射了第一批业务星座28颗卫星,单颗卫星约重1kg,目前在轨卫星数目为100多颗,旨在实现每天对全球

覆盖[3].美国Skybox卫星公司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发射了SkySat-1和SkySat-2卫星,实现了对运动目

标凝视成像,该公司计划发射24颗卫星.美国的“羊群星座”单颗卫星质量5kg.近年来的纳型遥感器可以做

到1kg以内[4].国内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春光机所和上海光机所等多个研究团队致力于微小卫星的研制,
在航天以及民用商业上得以应用[5].

国内外对反射镜支撑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各种新型柔性支撑结构形式.随着遥感卫星技术

的发展,空间相机的轻量化程度越来越高,为了降低光学系统的重量,背部开放式支撑结构越来越多地用于

反射镜支撑中.美国詹姆斯·韦伯天文望远镜[6]、SOAR望远镜的次镜[7]、欧洲空间局下一代对地观测卫星、

Herschel[8]全SiC望远镜均采用了典型的Bipod柔性支撑结构;日本宇宙研发机构研制的800mm全SiC望

远镜光学系统[9]主镜采用了弹片式柔性支撑结构;日本和欧航局设计的SPICA红外太空望远镜[10]采用了

支杆式支撑结构.国内对反射镜的柔性支撑结构也进行了很多研究,中科院李行等[11]设计了一种底面圆弧

形反射镜柔性支撑结构;李海星等[12]提出了一种由两个正交圆切口单轴柔性铰组成的两轴柔性支撑;周宇

翔等[13]设计了一种背部双脚架式反射镜柔性支撑结构.目前,常用的反射镜柔性支撑结构普遍存在整体尺

寸较大、重量较大的问题,此类支撑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微型空间相机超轻反射镜组件的柔性支撑设计要求,
微型载荷反射镜的柔性支撑问题已成为微型载荷研制待突破的关键技术之一.

本文针对某微型遥感空间相机Φ210mm口径超薄超轻反射镜组件,提出了串联弹片式柔性支撑结构,
从材料的选取、方案的确定和结构各尺寸参数优化方面对该反射镜的支撑结构进行了详细设计.对优化后的

支撑结构进行了静力学分析,并对研制的反射镜组件的动力学性能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和振动试验,以验证支

撑结构形式和优化设计方法的合理性.

1 柔性支撑结构设计要求

柔性支撑在反射镜系统中起支撑主镜、减小主结构热量与应力传递和保证系统整体稳定性的关键性作

用[4],不仅要求支撑结构具有足够的动态刚度和强度以保证反射镜系统在发射运载过程中不被破坏,而且要

求支撑结构具有足够的静态刚度和热尺寸稳定性以保证反射镜系统在轨过程中具有足够的面形和位置精

度[15].寻找这两个矛盾体的平衡点是反射镜支撑结构设计的关键.微型遥感器不仅对反射镜系统的精度与稳

定性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重量和体积有着很高的限制,反射镜柔性支撑结构需简单紧凑.
本文研究的微型空间相机超轻反射镜系统的有效通光孔径为Φ210mm,内有Φ62mm的中心孔.设计

任务要求反射镜组件的重量不超过650g,动态刚度

不小于200Hz,组件在自重和5℃温升工况下反射

镜面形优于λ/50(λ=632.8nm).该反射镜组件由

超轻反射镜和柔性支撑组成,其中反射镜设计后质

量为570g,所留支撑孔孔径仅为Φ24mm,其结构

如图1,采用背部开放式三点支撑.因此要求每个支

撑结构的重量小于27g,且支撑结构能够承受振动

的影响,可以减弱主结构中热量和应力的传递,保证

组件达到设计所需的面形精度与稳定性要求.

图1 轻量化反射镜模型

Fig.1 Lightweightmirro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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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撑形式的选择

2.1 柔性支撑的基本结构

反射镜背部三点支撑的常用方案是在柔性结构与反射镜之间采用中间件锥套过渡,起到连接与轴向定

位作用.一般选用膨胀系数随反射镜材料可调的殷钢(4J32)为锥套材料[16],锥套与反射镜通过光学环氧胶粘

接,与柔性结构通过螺钉连接,通过销钉定位.这种支撑方案,在超轻反射镜系统中因镜体超薄,其质心贴近

镜面,而存在柔性结构的回转中心离镜体质心平面较远的问题.在检测与装调过程中,当柔性结构的回转中

心不在反射镜质心平面上时,反射镜呈悬臂状态,镜面承受弯矩作用,由于反射镜的轴向尺寸远小于径向尺

寸,抗弯能力差[17],在弯矩作用下对反射镜的面形有很大影响,因此常用柔性结构无法满足超轻反射镜柔性

支撑的设计要求.本文采用柔性结构与反射镜背部支撑孔直接粘接的方案来解决上述问题,既减小了镜体承

受弯矩的大小,又节省了结构空间.柔性结构采用与反射镜材料热膨胀系数相近的殷钢材料制作.
常用柔性结构的原型有两种,一种是在空心刚性桶周向开柔性槽的形式,适用于尺寸较大反射镜的柔性

环节中;另一种是在实心刚性体轴向去除材料的形式,适用于径向尺寸小的支撑结构中.目前空间相机的柔

性支撑结构多采用第一种形式,这种结构可以根据开槽形式提供多向柔性;轴向去除材料的形式可提供单向

柔性,其结构简单紧凑,径向尺寸可以做到很小,适
合用于本文设计的反射镜支撑.
2.2 串联双轴柔性支撑结构

片式结构是典型的轴向去除材料的柔性结构.
单个片式柔性结构只有一个回转中心,提供一个方

向的柔性,为单轴柔性铰链.空间相机反射镜需要释

放两个正交方向的镜体应力,因此要求支撑结构具

有正交两向的柔性.两个单轴柔性铰链组合使用,可
形成双轴柔性铰链,在两个正交方向均具有柔性.本
文采用串联双轴柔性结构形式,如图2,柔性方向分

别为图中箭头所指方向.

3 支撑结构集成优化设计

3.1 集成优化方法

通过Isight软件集成建模、分析、面形计算工具

于一体,采用多目标优化中的第二代非劣排序遗传

算法(NSGA-II)[18]对串联双轴柔性支撑结构进行

优化.该算法的Pareto前进能力强,探索性能优良,
通过群体的交叉、变异与合并产生进化,按目标函数

将所有个体分成多个依次控制的前沿层,通过评价

Pareto优越性来评价个体的优劣.通过集成优化的

方法提高了设计的效率,节省了时间,避免了大量的

重复操作,更易找到全局最优解.该优化设计的流程

如图3.

图2 串联双轴柔性结构

Fig.2 Seriesflexiblestructure

图3 集成优化流程

Fig.3 Flowofintegratedoptimization

  根据本文反射镜组件设计对支撑结构的尺寸要求,结合第2节中对支撑结构方案和形式的分析,建立了

柔性支撑结构的初始模型,如图4(a),包括与镜体背部支撑孔直接粘接的粘接环、柔性结构中的柔性片1和

2以及与相机主承力结构连接的底座等几部分构成.该初始模型的尺寸参数如图4(b),其中与反射镜连接的

粘接环直径Dz、与主支撑结构连接的底座直径Dd和底座厚度Hd为不可变参数;集成优化的边界条件为:粘
接环高度 Hz(4~9mm)、柔性部分厚度TL(1~3mm)、柔性部分宽度BL(5~12mm)、粘接端柔性部分长

度L1(2~14mm)和底座端柔性部分长度L2(2~1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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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柔性支撑结构初始模型

Fig.4 Initialmodelofflexiblesupportstructure

  将3个相同柔性支撑结构与反射镜配套装配形成组件,约束支撑底座与主承力结构连接的12个螺钉

孔,以反射镜镜面在X、Y、Z 向自重和5℃温升工况下的面形为目标函数,对柔性支撑结构的初始模型进行

尺寸参数优化.
3.2 集成优化结果

集成优化的设计变量、取值范围、初始值、优化结果和最终圆整取值如表2.从优化结果可知,柔性支撑片

厚度仅有1mm,为反射镜组件提供了充分的柔性;粘接环端柔性部分长度仅2mm,远小于底座端柔性部分

长度,减小了反射镜受与粘接端柔性平行外力的变形挠度,解决了串联双轴柔性结构挠度较大的问题.
表2 设计变量与优化结果

Table2 Designvariablesandoptimizationresults

Varia-ble Ranges/mm Initialvalue/mm Optimizationresults/mm Roundvalue/mm
Hz [4.0,9.0] 7.0 4.98 5.0
TL [1.0,3.0] 2.0 1.02 1.0
BL [5.0,12.0] 8.0 8.95 9.0
L1 [2.0,14.0] 8.0 2.013 2.0
L2 [2.0,14.0] 8.0 12.48 12.5

  根据表2优化结果,结合实际加工工艺,重新建立柔性支撑结构模型,与主镜装配,分别计算反射镜组件

在X、Y、Z 向自重、5℃温升工况和重力与温度耦合工况下反射镜的面形,结果如表3.
表3 优化后反射镜面形

Table3 Optimizedmirrorsurfacefigure

Loadcase Grav_X Grav_Y Grav_Z Temp_5
Grav_X

andTemp_5
Grav_Y

andTemp_5
Grav_Z

andTemp_5
PV/nm 12.03 12.66 13.3 10.33 18.29 18.84 8.01
RMS/nm 2.81 2.86 3.18 2.02 3.43 3.49 1.68

  由表3可得,优化后反射镜面形精度RMS值均在3.5nm以内,远远小于设计要求的λ/50,该柔性支撑

结构可以保证组件在检测和在轨运行过程中的面形精度.

4 支撑结构的性能分析与试验验证

4.1 支撑结构的粘接强度

本文的支撑方案是支撑结构直接与反射镜背部支撑孔粘接,为了保证反射镜组件的整体稳定性需要校

核其粘接强度.由Yoder等提出的背部支撑式反射镜最小粘接面积计算公式为

Smin=
Wαgfs

J
式中,W 为光学元件的重量,αg 为最恶劣条件下的加速度系数;fs 为安全系数,一般不小于2;J 为粘接区的

抗拉或抗剪强度.
本文设计的反射镜组件重量为635.8g;加速度系数取200g;空间相机的运输、发射以及运行环境十分

恶劣,因此取安全系数为4;粘接采用光学环氧胶,取抗拉或抗剪强度为10MPa.计算得该反射镜组件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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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接面积为499mm2,实际设计柔性支撑结构与反射镜粘接面积为1138mm2,因此支撑结构与反射镜之间

的粘接强度足够.
4.2 组件的动力学特性分析与试验验证

为了验证设计的支撑结构的性能和设计方法的合理性,对该反射镜组件进行了动力学仿真分析和试验

验证.通过有限元软件分别分析组件的约束模态和频率响应.将加工完成的柔性支撑结构[如图5(a)]与反射

镜通过光学环氧胶粘接固化,固化后的反射镜组件重量为637g,对粘接完成的组件进行随机振动试验.试验

现场如图5(b),在镜面上贴3个传感器检测镜面加速度响应,在振动工装上贴控制传感器作为输入参考.传
感器选用试验设备中重量最小的以减小传感器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单个传感器重量为11g,传感器座重

20g,总重31g,镜面上三个传感器总重为93g.

图5 组件振动试验

Fig.5 Componentvibrationtest

4.2.1 组件的模态响应

为了验证反射镜组件的良好动态刚度,对反射镜组件的模态进行分析.约束支撑结构与主承力结构连接

的12处螺钉孔,分析该组件的约束模态,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如表4.
表4 模态响应试验与分析结果

Table4 Modalresponseresultsoftestandanalysis

Direction
Comparisontheresultsoffrequencyscanningtestwithmodalanalysis
Analysis Test Relativeerror

X 573.3Hz 545.5Hz 4.85%
Y 575.9Hz 538.5Hz 6.49%
Z 1669.1Hz 1572.2Hz 5.8%

  由表4可知,反射镜组件的约束模态响应有限元分析数据与试验数据相对误差均在6.5%以内,在误差

允许范围之内,满足工程要求.反射镜组件的X、Y、Z 三向的基本频率都在500Hz以上,避免了发射与运载

过程中共振的发生.
4.2.2 组件的频率响应

为了更好的验证设计的支撑结构的动态力学性能,分析了反射镜组件在加速度激励下的频率响应.以组

件振动工装与振动台连接的螺栓孔作为加速度激励的输入点,组件随机振动条件如表5.
表5 随机振动试验条件

Table5 Vibrationtestcondition

Randomvibrationinputconditions(X,Y,Z)

Frequencyrange/Hz 10-80 80-800 800-2000
PSD/(g2·Hz-1) +3dB/oct 0.01 -6dB/oct

GRMS/g 3.56

  按输入条件,对反射镜组件X、Y、Z 三向的加速度激励响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随机振动试验对有限元

分析的准确性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与分析结果对比如表6,由于本文的超轻反射镜组件重量很轻,传感器的

重量对试验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与振动方向不同的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在整体峰值前出现了次级峰值,同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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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频率响应试验的低频部分符合较好,而高频部分具有一定的误差.低频部分响应较小,额外的重量对结果

影响微弱,对高频阶段具有一定影响,本文试验结果中高频有几处峰值,但其能量均很小,对总的均方根值影

响不大.试验与计算结果存在相对误差,分析其原因有以下方面:1)零件的加工误差、筋的厚度不均、倒角大

小差异、材料内部缺陷等原因会对试验结果造成影响;2)传感器带来的误差,由于该超轻反射镜组件重量

轻,传感器的额外重量会对试验结果有一定影响,传感器在X 向只有一个传感器,因此误差最小,Y 向有两

个传感器,误差略大,Z 向3个传感器对其均有影响,误差较大;3)组件的拆卸安装带来的误差,在完成X、Y
两向的振动试验后需要将组件拆卸安装到Z 向振动试验台上,此过程对试验结果有一定影响.由表6可知反

射镜组件的随机振动加速度响应有限元分析数据与试验数据相对误差均在6.5%以内,在误差允许范围之

内,反映柔性支撑结构的力学性能良好,在设计要求范围内,证明了本文串联柔性支撑结构设计和方法的合

理性.
表6 频率响应试验与分析数据对比

Table6 Comparisonofthedateofrandomvibrationtestwithanalysis

Direction
Comparisonoftheresultsofrandomvibrationtestwithanalysis

Analysis Test Relativeerror

X 0.25%

Y 5.98%

Z 6.1%

5 结论

针对微型空间相机超轻反射镜组件的柔性支撑设计要求,本文提出了支撑结构直接与反射镜背部支撑

孔粘接的支撑方案,设计了一种串联双轴片式柔性支撑结构.通过集成优化方法对该柔性支撑结构进行了尺

寸优化,优化结果显示反射镜组件的静力学性能良好,远高于设计要求.对研制的反射镜组件的动力学性能

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和振动试验,验证了设计方案及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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