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于激光微烧蚀冲量测量噪声误差的蒙特卡洛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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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激光烧蚀微推力器具有冲量比特小!质量轻!比

冲高!功耗低!易实现数控!推力波动偏差小!工作电

压低等特点"适用于百公斤量级!甚至更低量级微小

卫星姿轨控和编队飞行需求" 尤其是在分布式卫星

系统的编队保持和控制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激光烧蚀微推力器的推进性能除了与激光器本身的

参数
/

脉宽!波长!强度等
0

有关外"还与工质的性态!

结构!分子量!离化阈值!热导系数等密切相关$研究

不同激光参数与不同特性工质的耦合冲量" 可以优

选出适应不同任务需求的激光参数与工质参数$ 通

常"激光与工质的耦合冲量较小 "在
!,

.1

2

%

3

量级 "

甚至小到
!,

.4

2

%

3

"测量极具挑战$ 微小冲量测量装

置采用水平扭摆构型"要能测量如此小的冲量"根据

冲量测量原理 5!.-6

"设计的扭摆刚度系数要尽量小 "

转动惯量要尽量大$ 基本测量过程 576一般是先对系

统参数进行标定"然后进行待测冲量测量$国内外研

究机构根据自身需求研制了多种冲量测量装置 5*.!-6

或提出了可行方法 5!7.!*6

"对冲量测量不确定度也有

相应的分析 5*848!-6

"均从计算冲量的各参数的不确定

以及影响因素的不确定度分析入手" 最终获得冲量

测量的不确定度"或者提出了数据去噪方法5!*6

$但微小

冲量测量极易受噪声干扰" 且测量噪声会引起系统

参数标定误差&冲量测量误差$ 在设计阶段"分析噪

声对系统参数标定的影响和冲量测量噪声的影响能

够为扭摆设计以及数据处理方法提供依据" 该研究

未见报道$为了高精度标定系统参数&高精度测量冲

量"必须研究测量噪声对系统参数标定误差&冲量测

量误差的影响规律$

针对测量噪声对冲量测量的影响"文中从系统参

数标定入手"建立系统参数计算公式&系统参数标定

误差和冲量误差与噪信比关系"最后提出基于蒙特卡

洛的测量噪声分析方法$ 能够全面分析测量噪声对系

统参数标定误差和冲量测量误差的影响"从而为扭摆

设计&标定操作和数据处理提供依据$

"

扭摆测量系统的振动方程

扭摆测量系统的振动方程为'

!

!

9-"#

!

!

"

9-#

-

!

!:

"

#

$

%;&< /!<

式中'

'

%

为力臂 (

"

为阻尼比 (

#

!

为固有频率 (

$

为转

动惯量"系统参数通过附加质量块标定方法得到#

设扭摆系统的阻尼系数为
(

和扭转刚度系数为

)

"则有

":

(

- $)

!

"

#

-

!

:

)

$

/-<

从公式
/!<

可以看出"要标定的系统参数为振动

频率&阻尼比和转动惯量#将这些参数标定出来后才

可以进行冲量测量#

#

系统参数标定

#$"

振动频率和阻尼比的标定

根据冲量瞬间作用模型"在瞬间作用冲量
*

下"

由公式
/!<

可知"系统响应为'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3$)#

,

& ;7<

式中'

#

,

: !."

-

!

#

!

为振动频率#

研究表明"当冲量作用时间
/

,

与测量系统周期

;/

,

:-&?#

,

<

比值
/

,

?/

,

#!,

.* 条件下"采用极值点对应

时间和扭转角计算冲量时" 冲量瞬间作用模型的模

型相对误差小于
,#,!@

"可忽略不计#

设极值点对应时间为
&

01

/1:!

"

-

")

<

&极值点扭转

角为
!

01

/1:!

"

-

")

<

"根据冲量瞬间作用模型5!6

"满足'

#

,

&

01

:

-1.!

-

& /1:!

"

-

")

< /*<

!

01

:

-

%

.

+#

,

=

.

"

!."

-

!

#

,

&

A$

3$)#

,

&

01

:/.!<

19!

!

B'C

=

.

"

!."

-

!

-1.!

-

&

/1<

式中'

!

B'C

:-

%

.?+#

,

# 可推得振动频率和阻尼比计算公

式为'

#

,1

:

1&

/

0/19!<

.&

0!

/1:!

"

-

")"

2.!< /D<

"

1

:

!

1&

&)

E!

0!

?!

B'C

E9E!

0-

?!

B'C

E

E!

0/19!<

?!

B'C

E9E!

0/19-<

?!

B'C

E

$ %

!9

!

1&

&)

E!

0!

?!

B'C

E9E!

0-

?!

B'C

E

E!

0/19!<

?!

B'C

E9E!

0/19-<

?!

B'C

E

$ %

& '

-

!

/1:!

"

-

")"

2.-< /+<

式中'

2

为所取极值点数目# 即通过测量系统响应的

极值点对应时间和扭转角" 可计算振动频率和阻尼

比"并且以样本均值作为其估计值"为'

#

(

,

:

!

2.!

2.!

1:!

)

#

,1

"

":

!

2.-

2.-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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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惯量的标定

如图
!

所示 !设扭摆系统的转动惯量
!

未知 !

图
!

附加质量块后扭摆横梁示意图

0$1#! 2(345'6$( 7$'1%'5 89 68%:$8) ;4)7<&<5 '964% '77$)1

5':: =&8(>

为了测量扭摆转动惯量! 在横梁上附加转动惯量为
!

!

的质量块!由于扭转刚度系数不变!可知
"?!

-

#

!?!

-

#!

@!A!

!

B

!则

!?

!

-

#!

!

-

#

.!

-

#!

!

!

@CB

由公式
@-B

可知

"

!

?

$

- @%D!

!

B"

!

?

&

- %"

!

"

!

!"@%

!

E%B

!

?

!

!"@%

!

E%B

!

"@!,B

!

-

#!

?

"

%D%

!

?

"

%

"

!

!"@%

!

E%B

?

!

!"@%

!

E%B

!

-

#

@!!B

显然! 附加质量块后阻尼比和固有频率都有所

减小# 进一步!振动频率为$

!

-

'!

?

@!."

-

!

BE@!."

-

B

!"@%

!

E%B

!

-

'

!!!!!!!!!!!!!!!!@!-B

根据系统响应极值点对应时间和扭转角! 附加

质量块前后可直接测量的量为振动频率!

"

'

和!

"

'!

%阻

尼比"

#和"

$

!

!对应固有频率的估计值为$

!

"

#

?!

"

'

E !."

$

-

%

!!

"

#!

?!

"

'!

E !."

$

!

-

!!

@!/B

因此!转动惯量的估计值为$

%

$

?

!

"

!

-

#!

!

"

!

-

#

.!

"

!

-

#!

%

!

@!*B

因为附加质量块为人为放置在扭摆横梁上 !加

工精度可以忽略但操作时会造成附加质量有所偏

心# 如图
!

所示! 设附加质量块的长度为
(

!

和宽度

为
)

!

!其质心偏离横梁质心距离为
#*

!

和
#)

!

!长方

体质量块的转动惯量为$

+

!

?

,

!

!-

@*

-

!

D-

-

!

BD,

!

@#*

-

!

D#-

-

!

B&

,

!

!-

*

-

!

式中 $

,

!

为质量块的质量 &

*

!

'-

!

!

*

!

'#*

!

!

*

!

'#-

!

#

其相对误差为$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只要尺寸长度大于
!, 55

! 尺寸测量相对误差

$

*

!

E*

!

#,#,!F

& 质量块的质量采用
51

分辨率的精密

电子天平测量!只要质量块的质量大于
!, 1

!质量块

测量相对误差
$

,

!

E,

!

#,#,!F

!此时有
$

%

!

E%

!

#,#,/F

#

因此!计算横梁转动惯量时!质量块的转动惯量误差

可忽略不计!只考虑振动频率和阻尼比的误差#

#

系统参数标定误差!冲量误差与噪信比的

关系

测量噪声引起系统参数标定误差和冲量测量误

差!欲分析测量噪声误差!需要建立系统参数标定误

差%冲量误差与噪信比关系#

#"$

系统参数标定误差与噪信比关系

实际测量系统总是存在测量噪声! 设测量噪声

为
#%G.BH/I,

!

$

-

B

!为相互独立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 !

实际系统响应为$

&@.B?%@.BD#%@.B?

0

1

2

+!

'

4

."!

#

.

:$)!

'

.D#%@.B @!JB

附加质量块前! 测量系统所能达到的最大扭转

角为
%

5'K

?0

1

2E+!

'

!定义噪信比为$

3

L2

?

M$

%

5'K

?M$@+!

'

E0

1

2B @!MB

实际系统响应可改写为$

&@.BE%

5'K

?4

."!

#

.

:$)!

'

.D#%$@.B @!+B

式中$

#%$@.B?#%@.BE%

5'K

H4N,

!

I5

L2

EMB

-

O

!当
5

L2

?!

时!振

动信号完全被噪声淹没#

附加质量块后!此时实际系统响应可改写为$

&

!

I.BE%

5'K

?

I!."

-

BEI!."

-

!

B

!"I+

!

E+B!

4

."

!

!

#!

.

:$)!

'!

.D#%$I.B I!PB

显然!附加质量块后测量噪声影响略有增大#

将公式
I!+B

和公式
I!PB

中有测量噪声干扰的极

值点对应时间和扭转角代入公式
IMB

和公式
I+B

!可得

到附加质量块前后的振动频率和阻尼比与噪信比关

系#

#%!

冲量误差与噪信比关系

在冲量
2

作用下!实际系统响应测量值为
N.

6

!

&I.

6

BO

I6?!

!

-

!

/

!'

B

!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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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

%

&"

'

2

.#"

(

!

"

3$)"

'

!

"

4$%/!

"

5

!

!/!56%

7'8

12

.&"

(

!

3$)"

'

!4$%!9!5

式中"

$%!/!51$%/!56%

7'8

:);,

!

/*

<=

6>5

-

?

#

通过系统参数标定后! 得到系统参数的标定值

&

!

$"

"

'

和+

!

!令

'9!

"

51

#

,

-!

&

!

"

"

'

2

.&

!

"

(

!

"

3$)"

"

'

!

"

实际作用冲量为
-

! 根据冲量瞬间作用模型和

附加质量块标定方法!测量计算得到的冲量为
-!

!有

!9!

"

56%

7'8

1

&"

'

&

!

"

"

'

%

-!

-

2

.&

!

"

"

(

!

"

3$)"

"

'

!

"

式中"

%

7'8

1.

,

-6+"

'

#

根据附加质量块标定方法!由公式
9!*5

可得"

+

!

6+1

"

"

!

-

(!

"

"

!

-

(

."

"

!

-

(!

9+

!

6+5 9!@5

取极值点对应时间和扭转角!冲量测量误差为"

(

=$

1

-!.-

-

1;)9!

/"

56%

7'8

?

+

!

+

%

"

"

'

"

'

%

2

&

!

"

"

(

!

0"

3$)"

"

'

!

0"

.!1

;!9!

0"

56%

7'8

?

"

"

!

-

(!

"

"

!

-

(

."

"

!

-

(!

9+

!

6+5

%

"

"

'

"

'

%

2

&

!

"

"

(

!

0"

3$)"

"

'

!

0"

.!

9"1!

!

-

!&!

15 9-,5

式中"

1

为所取极值点数目#

!

基于蒙特卡洛的误差分析方法

鉴于测量噪声的随机性! 采用蒙特卡洛方法分

析系统参数标定误差和冲量噪声误差#

仿真初始变量选择"

9!5

测量噪声强度用噪信比

*

<=

表示'

9-5

附加质量块特点用
+

!

6+

表示'

9A5

振动

特性用阻尼比
&

和振动频率
"

'

表示# 利用所提出蒙

特卡洛仿真方法!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9!5

生成相互独立的正态分布随机序列
$%!9!51

$%9!56%

7'8

:2;,

!

9*

<=

6>5

-

?

# 利用随机数抽样方法!生成

9,

!

!5

区间随机数
3

"

9"1!

!

-

!&

5

!令

$%

"

!19*

<=

6>59

!-

41!

#

3

!-9".!544

.>5 "1!

!

-

!

A

!&

9-!5

则有
$%

"

!1$%!9!

"

5:2;,

!

9*

<=

6>5

-

?

#

9-5

在小扭摆的常见阻尼比范围内
&$;,

!

,#!?

!

选择给定阻尼比
&

' 为了利用
B">

个极值点计算阻

尼比和振动频率!令
"

'

51C*

!选择给定振动频率
"

'

!

可取的时间取值范围
51C*6"

'

#

"

'

的具体取值不影

响问题的讨论!只是影响时间取值范围
51C*6"

'

#

9A5

为了避免附加质量块的质量过大!影响扭摆

噪信比和灵敏性! 在
,#+

!

6+%!

范围内选择
+

!

6+

值#

并且计算附加质量块后阻尼比和振动频率!为"

&

!

1

$

$%9+

!

6+5

&

&

!

"

'!

1

9!.&

-

!

569!.&

-

5

$%9+

!

6+5

"

'

&

9--5

9*5

附加测量噪声!生成附加质量块前后的系统

响应!为"

)9!

"

56%

7'8

12

.&"

(

!

"

3$)"

'

!

"

4+%

"

! 9-A5

!

!

9!

"

56%

7'8

1

9!.&

-

569!.&

-

!

5

$%9+

!

6+5&

2

.&

!

"

(!

!

"

3$)"

'!

!

"

4$%

"

! 9-*5

在时间取值范围
51C*6"

'

内!获取极值点对应时

间
!

/"

$对应扭转角扭转角
!9!

/"

56%

7'8

和
!

!

9!

/"

56%

7'8

# 按

照公式
9>5:9C5

计算振动频率和阻尼比估计值#

分别计算附加质量块前后的振动频率和阻尼

比 !振动频率为"

"

'

和"

"

'!

$阻尼比为 &

!和 &

!

!

!可得其相

对误差为"

(

"

'

19"

"

'

."

'

56"

'

!

(

"

'!

19"

"

'!

."

'!

56"

'!

!

(

&

19&

!

.&56&

!

(

&!

19&

!

!

.&

!

56&

!

9-B5

9B5

计算转动惯量的相对误差

(

+

1

+

!

.+

+

1

"

"

!

-

(!

"

"

!

-

(

."

"

!

-

(!

9+

!

6+5.! 9->5

9>5

计算冲量测量的相对误差

(

=$

1;!9!

/"

56%

7'8

?

"

"

!

-

(!

"

"

!

-

(

."

"

!

-

(!

9+

!

6+5

%

"

"

'

"

'

%

2

&

!

"

"

(

!

/"

3$)"

"

'

!

/"

9"1!

!

-

!&!

15 9-+5

式中"

1

为所取极值点数目# 冲量相对误差的估计值

为"

(

'

-

1

!

1.!

1.!

! "1!

#

(

=$

9-C5

9+5

重复上述过程! 即可获得噪信比
*

<=

$ 比值

+

!

6+

$ 阻尼比
&

和振动频率
"

'

等对冲量测量误差的

影响规律#

"

仿真分析

假设阻尼比
&1,#!

$比值
+

!

6+1,#A

$振动频率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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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值点数目
!3+

条件下" 研究噪信比
"

45

对冲量误差的影响#

噪信比
"

45

3!,

.* 时冲量误差如图
-

所示" 此时

冲量相对误差不大于
-6

$噪信比
"

45

3!,

.* 时转动惯

量误差如图
7

所示" 此时转动惯量相对误差不大于

-6

"显然"采用附加质量块标定方法"利用极值点时

间和扭转角标定系统参数时" 转动惯量标定误差较

大"造成冲量测量误差较大#

图
- !3,#!89#

!

1#:3,#78"

$

3! %'0128"

45

3!,

.* 时冲量误差

;$<#- =>?@&2A A%%B% 'C !3,#!89#

!

1#:3,#78"

$

3! %'0128"

45

3!,

.*

图
7 !3,#!89#

!

1#:3,#78"

$

3! %'0128"

45

3!,

.* 时转动惯量误差

;$<#7 DB>A)C BE $)A%C$' A%%B% 'C !3,#!89#

!

1#:3,#78"

$

3! %'0128"

45

3!,

.*

噪信比
"

45

3!,

.7时冲量误差如图
*

所示"此时冲

图
* !3,#!89#

!

1#:3,#78"

$

3! %'0128"

45

3!,

.7 时冲量误差

;$<#* =>?@&2A A%%B% 'C !3,#!89#

!

1#:3,#78"

$

3! %'0128"

45

3!,

.7

量相对误差不大于
F6

$噪信比
"

45

3!,

.-时转动惯量误

差如图
/

所示"此时转动惯量相对误差不大于
-,6

"与

图
-

的噪信比
"

45

3!,

.*时冲量误差不大于
"

45

3!,

.*比

较"可知噪信比是引起冲量测量误差的主要原因#

图
/ !3,#!89#

!

1#:3,#78"

$

3! %'0128"

45

3!,

.- 时冲量误差

;$<#/ =>?@&2A A%%B% 'C !3,#!89#

!

1#:3,#78"

$

3! %'0128"

45

3!,

.-

噪信比
"

45

3!,

.7 和
!3,#!

时冲量误差如图
F

所

示"此时冲量相对误差不大于
F6

$如图
+

所示"噪信

比
"

45

3!,

.7 和
!3,#,,!

时冲量相对误差不大于
/6

"

与图
*

噪信比
"

45

3!,

.7 和
!3,#!

比较"可知"在小扭

摆常用阻尼比
!!,#!

范围内 "减小阻尼比 "冲量误

差略有减小#

图
F !3,#,!89#

!

1#:3,#78"

$

3! %'0128"

45

3!,

.7 时冲量误差

;$<#F =>?@&2A A%%B% 'C !3,#,!89#

!

1#:3,#78"

$

3! %'0128"

45

3!,

.7

图
+ !3,#,,!89#

!

1#:3,#78"

$

3! %'0128 "

45

3!,

.7 时冲量误差

;$<#+ =>?@&2A A%%B% 'C !3,#,,!89#

!

1#:3,#78"

$

3! %'0128"

45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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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信比
!

01

2!,

.3 和
"

!

4"2!

时冲量误差如图
5

所

示!此时冲量相对误差不大于
36

"与图
*

的噪信比

!

01

2!,

.3和
"

!

4"2,#3

相比!说明增大比值
"

!

4"

!可减小

冲量测量误差# 噪信比
!

01

2!,

.3 和
!

#

2!, %'748

时冲

量误差如图
9

所示!与图
5

的噪信比
!

01

2!,

.3 和
!

#

2

! %'748

相比!说明振动频率取值对讨论没有影响#

图
5 "2,#!:;"

!

4"<2,#3:!

#

2! %'748:!

01

2!,

.3 时冲量误差

=$>#5 ?@AB&8C C%%D% 'E "2,#!:;"

!

4"<2,#3:!

#

2! %'748:!

01

2!,

.3

图
9 "2,#!:;"

!

4"<2,#3:!

#

2!, %'748:!

01

2!,

.3 时冲量误差

=$>#9 ?@AB&8C C%%D% 'E "2,#!:;"

!

4"<2,#3:!

#

2!, %'748:!

01

2!,

.3

!

结 论

利用水平扭摆测量激光与工质的耦合冲量是最

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 但激光与工质的耦合冲量较

小!甚至达到
!,

.5

0

$

8

!在冲量测量过程中极易受到

噪声影响! 且该噪声会影响测量系统参数标定过程

和冲量测量过程% 文中提出了测量噪声影响分析的

蒙特卡洛仿真方法!得到以下结论&

;!<

基于冲量瞬间作用模型!利用
F!+

个极值点

时间和扭转角! 采用附加质量块标定方法标定系统

参数时! 转动惯量的标定误差大于振动频率和阻尼

比的标定误差" 采用冲量瞬间作用模型计算冲量误

差时!测量噪声是引起冲量误差的作用原因%

;-<

在小扭摆常用阻尼比
"!,#!

范围内! 噪信

比
!

01

2!,

.* 时冲量误差不大于
-6

" 噪信比
!

01

2!,

.3

时冲量误差不大于
/6

"噪信比
!

01

2!,

.- 时冲量误差

不大于
-,6

%降低噪信比主要措施&一是采用隔振平

台减小噪信比" 二是对实际系统响应测量数据平滑

完成降噪处理%

;3<

在小扭摆常用阻尼比
"!,#!

范围内! 当采

用
@>

分辨率的精密电子天平测量! 质量块的质量

大于
!, >

条件下! 由于附加质量块带来的转动惯量

误差可忽略不计! 因而可减小冲量误差" 减小阻尼

比!冲量误差略有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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