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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某微小型离轴空间相机结构紧凑、质量轻的设计要求,设计了一个高度轻量化的整体式碳纤维主框架。 首先,根据

空间相机具体功能的设计指标和光学系统,确定主框架的材料和结构形式,设计出碳纤维整体式主框架的基本构型。 接着对铺

层厚度参数化优化,并考虑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制造约束,确定了主框架碳纤维铺层的厚度、比例。 将参数化优化的结果进行离

散化,进行碳纤维铺层顺序的优化,确定了最佳的堆叠次序,完成了碳纤维的铺层优化设计,实现了主框架的轻量化设计,解决

了复杂碳纤维零件优化的问题。 然后对设计完的碳纤维主框架结构代入整机有限元模型中,进行有限元仿真分析,验证主框架

的性能指标。 最后,将整机装配完成进行动力学试验,并与有限元分析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经过优化,碳纤维主框架的质量为

4. 5
 

kg,相机一阶频率为 81
 

Hz,动力学试验得到的相机整机的一阶频率为 78
 

Hz,仿真误差为 3. 7% ,符合仿真结果,进一步说明

了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正确性。 本文提出的空间相机碳纤维整体式主框架设计方法对微小型离轴三反式空间相机结构设计以及

碳纤维零件的轻量化优化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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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meet
 

design
 

requirements
 

of
 

the
 

small
 

off-axis
 

space
 

camera
 

with
 

compact
 

structure
 

and
 

light
 

weight,
 

a
 

highly
 

lightweight
 

integral
 

carbon
 

fiber
 

main
 

frame
 

is
 

designed.
 

First,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indicators
 

and
 

the
 

optical
 

system
 

of
 

the
 

specific
 

functions
 

of
 

the
 

space
 

camera,
 

the
 

material
 

and
 

structure
 

of
 

the
 

main
 

frame
 

are
 

determined.
 

And
 

the
 

basic
 

configuration
 

of
 

the
 

carbon
 

fiber
 

monolithic
 

main
 

frame
 

is
 

designed.
 

Then,
 

the
 

layup
 

thickness
 

is
 

parameterized
 

and
 

optimized.
 

The
 

manufacturing
 

constraints
 

of
 

carbon
 

fiber
 

composite
 

materials
 

are
 

considered.
 

The
 

thickness
 

and
 

proportion
 

of
 

the
 

main
 

frame
 

carbon
 

fiber
 

layup
 

are
 

determined.
 

The
 

results
 

of
 

parametric
 

optimization
 

are
 

discretized,
 

the
 

stacking
 

sequence
 

of
 

carbon
 

fiber
 

is
 

optimized,
 

the
 

optimal
 

stacking
 

sequence
 

is
 

determined,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carbon
 

fiber
 

is
 

achieved,
 

the
 

lightweight
 

design
 

of
 

the
 

main
 

frame
 

is
 

realized,
 

and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
 

of
 

complex
 

carbon
 

fiber
 

parts
 

is
 

solved.
 

Next,
 

the
 

designed
 

carbon
 

fiber
 

main
 

frame
 

structure
 

is
 

substituted
 

into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whole
 

machine,
 

and
 

the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analysis
 

is
 

implemented
 

to
 

verify
 

the
 

performance
 

index
 

of
 

the
 

main
 

frame.
 

Finally,
 

the
 

whole
 

machine
 

is
 

assembled
 

for
 

dynamic
 

test,
 

and
 

compared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After
 

optimization,
 

the
 

mass
 

of
 

the
 

carbon
 

fiber
 

main
 

frame
 

is
 

4. 5
 

kg,
 

the
 

first-order
 

frequency
 

of
 

the
 

camera
 

is
 

81
 

Hz,
 

the
 

first-order
 

frequency
 

of
 

the
 

camera
 

obtained
 

through
 

the
 

dynamic
 

test
 

is
 

78
 

Hz,
 

and
 

the
 

simulation
 

error
 

is
 

3. 7% ,
 

which
 

is
 

in
 

line
 

with
 

simulation
 

results.
 

Results
 

further
 

explain
 

the
 

rationality
 

and
 

correctness
 

of
 

the
 

design.
 

The
 

design
 

method
 

of
 

carbon
 

fiber
 

integral
 

main
 

frame
 

of
 

space
 

camera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micro
 

off-axis
 

three
 

trans
 

space
 

camera
 

and
 

the
 

lightweight
 

optimization
 

design
 

of
 

carbon
 

fiber
 

parts.
Keywords:space

 

camera;
 

carbon
 

fiber
 

composite
 

material;
 

lightweight;
 

supporting
 

structure;
 

optimized
 

design



　 第 2 期 曹明辉
 

等:微小型空间相机碳纤维整体式主框架轻量化设计 55　　　

0　 引　 　 言

　 　 近几年来,微纳遥感观测卫星凭借着体积小、重量

轻、性能好、研制周期短、成本低、发射方式灵活等优势,
并且进行组网或者组星座运行,以获得较高的时间分辨

率和空间分辨率,成为遥感观测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微纳卫星按质量可分为 1 ~ 10

 

kg 的纳卫星和 10 ~ 100
 

kg
的微卫星[1-2] 。 微小型空间相机是搭载在微卫星平台上

的有效光学载荷,是对地遥感观测的主要装备。
微小型空间相机在体积质量方面具有严苛要求。 通

常情况下,在整机质量中占比最大的是光机结构,主支撑

结构在光机结构中具有材料选择广泛和形式多样的优

点,相比于其余组件更适合进行高度轻量化[3] 。 空间相

机的主支撑结构主要起支撑相机各组件处于正确的空间

位置的作用,根据光学系统各组件的位置以及卫星预留

安装位置,灵活选取材料和设计其支撑结构的形式。 目

前,空间相机主支撑的结构形式主要是桁架式、框架式

等。 桁架式主支撑结构在轻量化方面具有优势,在中小

型同轴反射式相机和长焦距的大中型空间相机中应用较

多,但整体性及稳定性方面存在劣势,应用于对结构尺寸

变化更加敏感的大型空间相机时存在稳定性风险[4] 。 框

架式结构稳定性较好,装调简单,适用于大中型空间相

机。 框架式支撑结构又有整体式、分体连接式等不同的

形式。 薄壁筒式主支撑结构可以看作是整体框架式的一

种,由于其轻量化水平低、往往应用在小型的空间相机

中,但整体稳定性高、易加工、易装调,而且兼顾支撑功能

的同时还能作为相机的整体外壳,不用另外设计制造

外壳。
同时,新型航天航空材料和制造工艺在空间相机中

得到应用,可供选择的支撑结构材料也越来越多,比如碳

纤维复合材料、高体份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等,选择优异

的轻型材料能使结构轻量化水平更高。 其中碳纤维复合

材料具有低密度、高比刚度、低膨胀系数、可设计性强等

优点,被广泛使用在空间相机支撑结构中。 在国内外,许
多空间相机中都使用了碳纤维材料的支撑结构。 哈勃望

远镜采用了桁架式碳纤维支撑结构,用来连接主次镜[5] ;
欧空局于 2019 年发射的 CHEOPS 望远镜,使用了大量的

碳纤维材料并且其主背板使用了碳纤维蜂窝夹层结

构[6] 。 杨帅等[7] 针对某轻小型离轴三反空间相机设计一

个碳纤维复合材料框架,采用集成仿真优化设计的方法,
研制成功了相机碳纤维框架,各项性能满足设计指标。
任国瑞等[8] 根据光学设计中的公差分配,结合复合材料

层合板理论和材料热膨胀的影响,研制了碳纤维复合材

料主次镜连接筒,实现了高轻量化和高刚度。 宋可心

等[9] 采用基于碳纤维复合材料的高精密薄壁筒和桁架杆

组合式作为主次镜间的支撑结构,完成了相关优化设计

和工程检验,并获取了干净锐利的卫星遥感图像。
现在微小型空间相机使用的光学系统大都为同轴光

学系统,离轴光学系统具有成像幅宽、无遮拦等优点,但
是由于装调困难,离轴光学系统应用较少,对微小型离轴

光学系统相机主支撑研究较少。 因此,微小型离轴三反

式空间相机在保证高分辨率、高成像质量的前提下,如何

设计一个整体式主支撑结构,使其结构紧凑、轻量化程度

高,成为微小型空间相机设备研制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问

题。 本文旨在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针对某微小型离轴三

反式空间相机设计一种整体式主支撑结构,通过合适的

优化方法,使其具有结构紧凑、高度轻量化的特性,并能

满足空间相机各项设计指标和实际工程应用。

1　 光学系统描述

　 　 本文中微小型空间相机在 500
 

km 轨道,针对可见光

波段,实现分辨率优于 0. 9
 

m,地面覆盖 14
 

km 的对地遥

感观测。 综合考虑分辨率、视场、系统结构体积和重量等

因素,保证最佳的传函,相机光学系统采用 Rug-TMA 离

轴三反结构,通过孔径离轴以消除次镜遮拦,主次镜间隔

和次三镜间隔相同,主次三镜光轴共轴,方便系统装调。
光学系统包络尺寸为 810

 

mm × 285
 

mm × 490
 

mm,焦距

1
 

950
 

mm,
 

视场 1. 66°。 结构形式如图 1 所示,其中主镜

为离轴非球面,次镜为凸双曲面,三镜为凹椭球面。 孔径

光阑位于主镜上,结构紧凑,像质接近衍射极限。

图 1　 离轴三反式光学系统

Fig. 1　 Off-axis
 

three-mirror
 

reflective
 

optical
 

system

2　 碳纤维整体式主框架结构设计

2. 1　 材料选型

　 　 为了保证微小型空间相机的支撑结构整体稳定性要

求,选择材料时要充分考虑材料的弹性模量、比刚度、热
稳定性以及加工工艺性等参数特性[10] 。 高弹性模量、高
比刚度、低密度和低热膨胀系数的材料,能够使相机具有

良好的力热稳定性,并保持足够的轻量化水平,实现高品

质遥感成像。 在空间相机结构设计中经常用作结构材料

的主要有铝合金、钛合金、殷钢、高体份 SiC / Al 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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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碳纤维复合材料等,材料属性如表 1 所示。 碳纤维复

合材料具有高比强度、高模量、低密度、低热膨胀系数、良
好的抗疲劳性和可设计性强等优点[11] ,可以在实现高度

轻量化设计的同时,也能满足结构刚度的需要。 针对微

小型空间相机结构紧凑、高稳定性的要求,碳纤维复合材

料可以实现零件的一体成型制造,使其具有更好的整体

稳定性。 工程上常采用碳纤维预浸料进行铺层加工,得
到碳纤维零件。 根据实际需要选用牌号为 M55J 型高模

量碳纤维材料,碳纤维预浸布单层厚度为 0. 15
 

mm。

表 1　 空间相机常用结构材料

Table
 

1　 Common
 

structural
 

materials
 

for
 

the
 

space
 

camera

材料 铝合金 殷钢 钛合金
高体份

SiC / Al
M55J

/ 氰酸酯

弹性模量 E / GPa 71. 00 141. 00 114. 00 180. 00 138. 00

密度 ρ / (g·cm-3 ) 2. 80 8. 90 4. 44 3. 00 1. 60

比刚度 E / ρ 25. 40 15. 80 25. 90 60. 00 86. 30

热导率

λ / (W·m-1·K-1 )
142. 00 13. 70 7. 40 225. 00 -

线胀系数

α / (10-6·K-1 )
23. 60 2. 60 9. 10 8. 00 2. 00

热稳定性 λ / α 6. 00 5. 30 0. 81 28. 10 -

2. 2　 碳纤维整体式主框架基本构型

　 　 空间相机主支撑结构需要具有足够的结构刚度、热
稳定性、便于装调等设计要求,保证光学元件的位置公差

在合理范围内。 由于光学系统设计简洁,结构紧凑,外包

络尺寸较小,使用碳纤维材料设计薄壁筒整体式框架结

构作为空间相机的主支撑结构既能有足够的刚度给各组

件提供支撑,也能为整机提供外部轮廓,与其他主支撑结

构相比,能够减少设计冗余,减少误差累积,并且有利于

离轴三反光学系统后期的装调工作。 薄壁筒式框架外壳

形状需考虑卫星预留的相机整机安装空间以及光路的外

包络尺寸确定。 根据光学设计可知,在离轴三反光学系

统中主、三镜位于光学系统的一端,次镜位于距离主、三
镜较远的另一端。 相机采用焦面调焦的方式,即焦面和

调焦系统相连,与次镜组件一同安装在连接板上。 将主、
三镜组件直接安装在镜室上,次镜组件与调焦系统通过

连接板相连,将镜室与连接板安装在薄壁筒式框架两端

的连接接口上。 这样设计出的基础构型,满足基本的功

能性指标,能够支撑各光学组件。
为了克服碳纤维层合板刚度不足,整体稳定性差的

问题,使用加强筋进行整体性能加强设计。 碳纤维 T 型

筋条具有结构简单、质量轻、易制造等优点,适用于复杂

的碳纤维零件。 在薄壁筒式框架内侧使用 T 型加强筋进

行加强支撑,从而以较小的重量代价而获得较高的框架

抗压缩和抗剪切能力,减少弯曲挠度。 T 型筋分布按照

外壳的形状,纵横交错均布于框架内侧,可以有效减少单

向 T 型筋失稳的风险。 同时在框架内部设置消杂光光

阑。 最终,碳纤维整体式主框架整体构型如图 2 所示。

图 2　 主框架基本构型

Fig. 2　 Basic
 

configuration
 

of
 

main
 

frame

由于碳纤维表面精度难以达到连接精度的要求,为
了保证连接精度,在两个端面连接位置使用了钛合金预

埋件,通过螺钉将碳纤维框架与别的组件进行连接,如
图 3 所示。

图 3　 碳纤维预埋件

Fig. 3　 Carbon
 

fiber
 

embedded
 

parts

3　 碳纤维整体式主框架铺层优化设计

3. 1　 铺层厚度参数化优化

　 　 研究发现以角度和顺序作为变量,模型会有非线性

特性,因此先不考虑铺层顺序,以铺层厚度作为变量进行

优化,然后进行铺层顺序的优化[12-13] 。 参数优化是结构

优化设计中常用的手段,对于薄壁形结构件,可以进行尺

寸参数的优化,进而得到合理的壁厚。 碳纤维结构件往

往由于其铺层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性能。
碳纤维主框架采用了薄壁筒式结构,其内附加强筋,

两端为组件连接区域。 对主框架结构进行有限元建模,
根据其结构特征将其划分成 4 个不同的铺层组,如图 4
所示。 在实际工程中常用碳纤维铺层角度 45°、 90°、
-45°、0°为主要的铺层角度进行设计制造,将各铺层组的

层合板按照铺层角度[45° / 90° / -45° / 0°]的方式铺设,因
为层合板设置为对称,所以初始值为层合板各角度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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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 2,如表 2 所示。 主框架结构初始的一阶固有频率为

165
 

Hz,质量为 9. 2
 

kg,利用 Hyperstudy 软件进行参数优

化,求解器调用 Optistruct 模块,来确定各层合板每个角

度的厚度。

图 4　 铺层组特征分区

Fig. 4　 Ply
 

group
 

feature
 

partition

表 2　 铺层组分区表

Table
 

2　 Table
 

of
 

thickness
 

range
 

of
 

laminate
 

component
 

area

铺层组序号 铺层组名称 每个角度初始厚度 / mm

1 焦面组件连接端面 0. 75

2 筒壁 0. 75

3 镜室连接端面 0. 75

4 加强筋及光阑 0. 75

　 　 由于空间相机在发射过程中会受到随机振动,以及

在不同的热环境中,碳纤维热变形会导致整体结构变化,
进而影响光学系统成像效果。 参照以往项目经验,将每

个角度层的铺设比例设为 0. 2 ~ 0. 4 之间,碳纤维结构件

各向性能相对稳定。 在碳纤维结构件设计中,为了减少

拉剪耦合作用,±45°铺层需要满足对称均衡要求。
把每个铺层角度的厚度作为设计变量,共 16 个设计

变量。 使用质量最小作为设计目标。 主框架结构的一阶

频率大于 130
 

Hz;各角度铺层比例为 0. 2 ~ 0. 4;各层合板

最小厚度大于 1
 

mm;保证 45°与-45°铺层均衡,使之厚度

相等且为单层厚度的偶数倍,作为设计约束。 数学描

述为:
Min

 

mass (x1,x2,…,x16)
s. t.

 

Th i45 = Th i -45

Th i ≥ 1

0. 2 ≤ P ij =
Th ij

Th i
≤ 0. 4

F ≥ 130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1)

式中:x1,x2,…,x16 ∈[0,0. 75] 表示 16 个厚度变量;i∈
(1,2,3,4)表示 4 个区域的层合板;j∈(45°,-45°,90°,
0°)表示 4 个铺层方向;Th ij 表示每个层合板各个角度的

厚度;Th i 表示每个层合板的厚度;P ij 表示各角度厚度占

各层合板厚度的比例;F 表示框架的一阶固有频率。
由于模型变量比较多,计算量较大。 利用径向基函

数拟合算法,将若干基函数进行线性叠加,对变量和输出

响应量进行响应面拟合,得到近似模型。 根据近似模型

进行优化,将变量由连续变量改为离散变量,其取值范围

为连续变量中 0. 15 的倍数,这样处理就不需要后续对数

据进行圆整。 使用 Hyperstudy 中内置的遗传算法进行求

解,其求解最小质量的迭代过程如图 5 所示,质量优化结

果最终收敛为 4. 5
 

kg。

图 5　 质量迭代图

Fig. 5　 Quality
 

iteration
 

graph

经过每个层合板各角度铺层厚度的优化,优化迭代

过程,如图 6 所示,优化结果收敛,得到每一铺层组角度

的厚 度, Th i 表 示 每 个 层 合 板 的 厚 度。 按 照 每 层

0. 15
 

mm,计算出最终的层数以及每个层合板各角度的

厚度,如表 3 所示。

图 6　 层合板厚度迭代图

Fig. 6　 Iterative
 

graph
 

of
 

laminate
 

thickness

表 3　 参数化优化结果

Table
 

3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results

铺层组
铺层厚度 / mm

 

45° 90° -45° 0° 总厚度

角度

铺层比例

1 1. 20 1. 20 1. 20 1. 20 4. 80 1 ∶1 ∶1 ∶1

2 0. 60 0. 60 0. 60 0. 90 2. 70 2 ∶2 ∶2 ∶3

3 1. 20 1. 20 1. 20 1. 20 4. 80 1 ∶1 ∶1 ∶1

4 0. 60 0. 60 0. 60 0. 90 2. 70 2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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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铺层顺序优化

　 　 碳纤维铺层顺序优化是用来确定各种角度铺层的最

佳堆叠次序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零件制造过程复杂,有
较多的工艺限制和要求。 Optistruct 的复合材料顺序优化

(composite
 

shuffle)模块能够在考虑制造工艺的情况下进

行铺层顺序优化。
考虑到实际的加工采用了一体成型的工艺,需要考虑

碳纤维铺层区域的剪裁形状。 主框架中存在的 T 型区域

采用图 7 中铺层方式,即铺层组 L1、L2 构成一条边,铺层

组 L1、L2、L3 共同构成另一条边。 在主框架中,还存在十

字纵横交错的加强筋与薄壁组成的加筋薄壁结构,这种区

域采用图 8 中的铺层方式,即 L4、L5、L6、L7、L8、L9 构成内

薄壁和筋条,与外薄壁 L10 共同构成加强筋薄壁结构,实
现一体制造。 采用上述的铺层方式,T 型区域、加强筋与薄

壁都能够紧密连接,能够提升结构的整体性[14] 。

图 7　 碳纤维 T 型区域一体加工示意图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grated
 

processing
 

of
 

carbon
 

fiber
 

T-shaped
 

area

图 8　 碳纤维加强筋薄壁结构一体加工示意图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grated
 

processing
 

of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thin-walled
 

structure

下面对碳纤维主框架铺层顺序优化前处理,进行详

细的阐述。 在碳纤维主框架中,两个连接端面与薄壁形

成了 T 型连接,加强筋、光阑和薄壁形成了加强筋薄壁结

构。 为了满足实际制造要求,在铺层顺序优化时,需要考

虑碳纤维预浸料的剪裁形状。 如图 9 所示,其中 Sh1 为

焦面连接端面,Sh2 为筒壁,Sh3 为镜室连接端面,Sh4 为

加强筋及光阑。 Sh2 和 Sh4 表示加强筋、光阑和筒壁,因
为铺层厚度和角度比例都相同,且可以设置为对称,
Sh2_1 和 Sh2_2 表示对称的两部分,Sh4_1 和 Sh4_2 同

理。 Sh2 和 Sh4 构成的加筋薄壁结构具有相同的铺层,
在铺层顺序优化时,可以看作一个优化变量。 Sh1 较厚,

为了方便表示,将 Sh1 拆分为 5 组,Sh3 同理。 Sh1_5 和

Sh2_1 应为连续的碳纤维预浸布,Sh1_4 和 Sh2_2 同理。
在顺序优化时,Sh1 表面的铺层顺序应与 Sh2 相同,这样才

能实现 T 型区域的制造。 又因为对称设置,所以 Sh1_4、
Sh1_5 和 Sh1_1 对称铺设,Sh1_2 和 Sh1_3 也应为对称设

置。 另一侧连接端面同理,这样整个主框架都能实现铺层

对称且能满足 T 型区域和薄壁结构的加工要求。

图 9　 铺层设计简述

Fig. 9　 Brief
 

description
 

of
 

ply
 

design

利用 Optistruct 模块的复合材料顺序优化方案,进行

铺层顺序优化。 设计变量为每个碳纤维层合板各角度铺

层的顺序;由于碳纤维主框架的铺层尺寸都已经确定,铺
层顺序优化优化对质量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将优化目标

设置为主框架的一阶固有频率最大;设计约束为±45°铺
层对称均衡,相邻的铺层角度重复不超过 4 层。

经过 4 次迭代,完成了碳纤维主框架的铺层顺序优

化。 为了方便表示层合板是对称铺设的,将铺层组分组

按图 4 中的特征分组,最终铺层顺序优化结果如表 4 所

示。 优化前的一阶基频为 130
 

Hz,优化后基频为 133
 

Hz,
并且铺层能够满足 T 型区域铺层加工的要求,能够实现

碳纤维主框架的一体加工制造。

表 4　 铺层顺序优化结果

Table
 

4　 Laying
 

sequence
 

optimization
 

results

铺层组 优化铺层方案

1
[45° / 90° / 0° / 90° / -45° / 45° / 0° / -45° / 0° / 90° / 45° /

-45° / 90° / 45° / -45° / 0°]s
2 [45° / 90° / 0° / 90° / -45° / 45° / 0° / -45° / 0°]s

3
[45° / 90° / 0° / 90° / -45° / 45° / 0° / -45° / 0° / 90° / 45° /

-45° / 90° / 45° / -45° / 0°]s
4 [45° / 90° / 0° / 90° / -45° / 45° / 0° / -45° / 0°]s

4　 仿真分析与试验验证

4. 1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设计是否满足要求,需要进行工程分析。
采用有限元方法对空间相机整机进行工程仿真分析,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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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各方面设计是否达到设计指标。 根据优化结果和其余

各组件的设计,建立整机有限元模型,如图 10 所示。 其

中,为了计算方便,使用质量点来代替调焦组件。

图 10　 整机有限元模型

Fig. 10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camera

模态分析是空间相机动力学分析中常用的分析方

法之一。 主要是用来计算相机系统的固有频率、阻尼

和振型等,分析结构的动态刚度和振动特性,避免受到

复杂的动力学环境的影响[15] 。 为了不和卫星平台发生

共振,要求整机基频大于 60
 

Hz。 根据有限元动力学分

析,可知相机整机基频为 81
 

Hz,一阶模态分析结果如

图 11 所示。

图 11　 整机一阶固有频率

Fig. 11　 First-order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camera

空间相机在地面制造装调时,会受到 1
 

g 重力环境

的影响。 在轨运行时,重力释放,这种重力环境的变化会

给相机各个组件发生微小位移和镜面的面形畸变[16] 。
为了检验相机结构抵抗重力环境变化的能力,需要进行

静力学分析。 空间相机在 Y 向 1
 

g 重力工况下的静力学

分析结构如图 12 所示,最大位移量为 0. 028
 

mm,碳纤维

主框架的静态结构刚度满足成像需要。
4. 2　 试验验证

　 　 根据上述碳纤维整体式主框架的优化设计方案,最
终完成了碳纤维主框架的研制并进行了动力学试验,试
验设置如图 13 所示。 在相机上安装了两个传感器,传感

器 1 安装点位于碳纤维主框架的上端,传感器 2 安装点

为相机的主镜侧壁上。
扫频试验范围为 10 ~ 2

 

000
 

Hz,扫描率为 4
 

oct / min,

图 12　 Y 向重力静力学分析结果

Fig. 12　 Y-direction
 

gravitational
 

statics
 

analysis
 

results

图 13　 试验装置

Fig. 13　 Test
 

device

相机 Y 向扫频振动试验结果如图 14 所示。 相机的一阶

固有频率为 78
 

Hz,与仿真结果 81
 

Hz 吻合,仿真误差为
 

3. 7% 。 验证了优化设计结果和有限元分析的可靠性,说
明碳纤维主框架结构具有足够的刚度,能达到预期的设

计要求。

图 14　 Y 向扫频试验结果

Fig. 14　 Y-direction
 

frequency
 

sweep
 

test
 

results

5　 结　 　 论

　 　 本文针对某微小型空间相机体积小、质量轻的设计

要求,通过选材轻和多层次优化两方面,同时考虑碳纤维

结构件设计要求和制造工艺,设计了整体式的碳纤维主

框架,在保证其刚度的同时,获得较高程度的轻量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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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本课题研制的碳纤维主框架具有框架一体成型、结
构整体性高的特点,避免了框架零件多和装配所带来的

的误差累积,同时通过碳纤维铺层优化,达到了比较高程

度的轻量化,最终质量为 4. 5
 

kg。 经过试验验证,相机整

体的一阶固有频率为 78
 

Hz,仿真误差为 3. 7% 。 最终,碳
纤维整体式主框架满足各项设计要求,能够应用于实际

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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