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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超磁致伸缩电 －机转换器具有许多优点，并在机电领域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众多学者建立了大量的磁致
伸缩模型，但这些模型种类繁杂，每种模型仅适合特定场合，急需对这些模型进行梳理。文中对超磁致伸缩电 －机转换器
的典型模型进行分析，比较了这些模型的预测效果与实测结果，最后给出这些模型在超磁致伸缩电 －机转换器中的适用
场合，为超磁致伸缩电 －机转换器的优化设计、整体性能预估、控制及使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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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of Giant Magnetostrictive Actuators and Its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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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tages of giant magnetostrictive actuators have been widely accepted，which makes it demonstrate good ap-
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domain． Many scholars have established multitudinous models for giant magne-
tostrictive actuators，but each model was only suitable for specific occasions，these models are needed to be sorted． In this paper，the
forecast results of several typical models，which is for giant magnetostrictive actuators，and its measured results were compared． The
applicable occasions of these models were given through analysis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model． The investigation
provides basic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optimization design and integrity property analysis as well as controlling and using the giant
magnetostrictive actu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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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超磁致伸缩材料( Giant magnetostrictive material，GMM) 是继稀

土永磁、稀土磁光和稀土高温超导材料之后的又一种重要的新型

功能材料。由该材料制成的超磁致伸缩电 －机转换器具有伸缩系

数大、输出力大、响应速度快、准确度高等特点，并且能够在低电压

下驱动。最初，利用 GMM 优异的物理特性而开发的水声换能已实

现商品化生产，并在水下通信、海底油田探测及跟踪定位等方面得

到广泛的应用; 随着对该材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GMM 的应用领

域已从最初的水声换能器逐步扩展到精密和超精密定位、微小型

电 －机转换器、微机电系统以及纳米技术等高精度、高稳定度的领

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

对于 GMM 的具体应用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能否准确描

述 GMM 电 － 机转换器所涉及的电学、磁学或力学的输入量与

输出量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 GMM 固有的非线性的磁 － 机耦

合行为以及其与频率相关的磁滞行为，给 GMM 电 － 机转换器

的应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有效设计和使用 GMM 电 － 机

转换器，众多学者和科研机构或从物理学原理，或从数学唯象，

或者从其他角度出发，建立了很多描述 GMM 及其电 － 机转换

器输出 － 输入关系的相关模型，但这些模型种类繁杂，适用条

件各不相同，尚无一种理想的模型可以准确描述 GMM 及其电

－ 机转换器的本征特性与磁滞特性，每种模型只是从某一角度

在一定范围内反映 GMM 及其电 － 机转换器的情况。文中从

GMM 线性模型及其扩展型、GMM 的物理机理磁滞模型以及

GMM 的数学唯象磁滞模型方面，对 GMM 电 － 机转换器的典型

数学模型进行详细梳理，并给出各典型模型的适用场合。
1 GMM 的线性模型

GMM 电 － 机转换器在工作状态时，受到机械压力场和电

磁场双重耦合场的作用，其输入与输出存在着磁 － 机耦合本征

非线性和与频率相关的磁滞特性［2］。目前，对 GMM 模型的理

论描述主要由 2 条路径进行: 只针对磁致伸材料缩的本征磁 －

机耦合特性开展研究，不考虑磁致伸缩材料的与频率相关的磁

滞特性; 针对 GMM 磁滞特性进行研究。

对 GMM 磁 － 机耦合的本征模型研究，最初 Clark 等提出线

性压磁模型［3］，它由热力学关系导出形式具体的本构关系，再

根据实验规律，对某些项进行取舍，不考虑 GMM 的应力与磁化

的耦合作用，选取应力 σ 和磁场 H 为自变量，工作点附近狭小

范围内描述 GMM 内部应力 σ、磁致应变 ε、磁场 H 和磁感应强

度 B 之间耦合行为，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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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 σ /EH + dH
B = dσ +{ μΗ

( 1)

式中: EH、μ 分别为 GMM 的杨氏模量和磁导率。
2 GMM 线性模型的扩展型

针对线性压磁模型只适用于描述 GMM 电 － 机转换器工作

点附近狭小范围内的线性行为的缺点，国内外许多学者分别从

不同方面对其进行扩展，建立磁致伸缩材料的磁 － 机非线性耦

合本征模型。Carman［4］等引入包含 σ 与磁场 H 的耦合项来描

述应力对磁化和磁致伸缩应变的影响，并且应变 ε 与磁场 Η 的

平方成正比，由此提出一个标准平方模型，该模型预测结果与实

验结果的对比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标准平方模型能够模拟预

压力较大时低磁场下( H ＜10 kA/m) 磁致应变的变化，但是不能

模拟磁致应变的“跳跃”现象［1］。图中，1 Oe =79. 578 A/m．

图 1 标准平方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为了克服标准平方模型的缺点，万永平等［5］对标准平方模

型进行研究，引进材料函数来模拟 GMM 的最大压磁系数与预

应力的关系，提出了双曲正切模型和磁畴翻转密度模型。这两

个模型使用了非多项式的复杂函数来模拟磁致应变的饱和，其

预测值在强磁场下比标准平方模型要好得多，但是与实验值相

比仍有较大误差，如图 2、图 3 所示。

图 2 双曲正切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此外 Duenans 等［6］提出用磁化强度 M 代替磁场 H 作为自

变量，并假定磁致应变 ε 与磁化强度 Μ 的平方成正比，由此提

出一个更为简洁的本征模型。在低磁场下，该模型不同预压力

下的磁致应变预测值与实验值吻合良好，如图 4 所示，但该模

型的磁致应变项不包含 σ 和 Μ 的耦合，因此也不能反映磁致

伸缩“跳跃”现象。

郑晓静和刘信恩［7］从宏观热力学关系出发，以 σ 和 M 为

自变量，结合预应力影响磁致应变饱和值的微观物理机制及其

变化规律，建立了一个新的一维 GMM 非线性本构模型，即 Z －
L 模型。相比之前的模型，该模型首次成功描述了磁致伸缩材

料的“跳跃”现象，同时也能够较精确描述在低磁场下 GMM 不

同预压力对应的磁滞伸缩情况，如图 5 所示。

图 5 Z － L 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3 GMM 的非线性磁滞模型

3． 1 基于物理机理的磁滞模型

如前所述，GMM 线性模型及其扩展型能够较好地描述在

低磁场下 GMM 的磁致应变情况以及“跳跃”现象，因此可利用

它们来确定 GMM 电 － 机转换器的物理参数与其性能指标之间

的关系，促进 GMM 电 － 机转换器结构的初步设计，但由于这些

模型均没有考虑 GMM 磁化过程中存在能量损耗，所以无法描



102 Instrument Technique and Sensor Oct. 2013

述 GMM 固有的磁滞特性。国内外学者为描述 GMM 磁滞行为

进行了大量的建模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建模大致分为两

类: 基于物理机理的磁滞模型; 数学唯象的磁滞模型。物理机理

模型依据探索研究对象磁滞产生的物理原因，并用各种物理参

量来构建模型，其中以 J － A［8］模型及其扩展模型为典型代表。
J － A 模型是从铁磁材料的畴壁理论出发，认为铁磁材料磁

化过程中存在畴壁的不可逆移动或不可逆转动，这种不可逆磁

化过程导致铁磁体热动自由能方程中存在亚稳态，从而形成磁

滞。该模型首先需确定铁磁材料的有效磁场 He，依据 Boltzman

原理确定畴壁的无磁滞磁化强度 Man，进而确定畴壁位移产生

的不可逆磁化强度 Mirr 与畴壁弯曲产生的可逆磁化强度 Mrev，

最后总磁化强度 M 为 Mirr和 Mrev 之和，这样建立起磁化强度与

外加磁场的磁滞关系。

然而，由于 J － A 模型的方程均为隐式方程，方程中包含的

5 个参数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耦合作用，给实际应用中的辨识

带来困难。为了方便 J － A 模型在应用中的实现，很多学者对 J
－ A 模型进行了扩展与完善，使得 J － A 模型的物理思想更加

清晰，更容易实现，例如 Calkins 等［3］采用 J － A 扩展模型和二

次畴转磁致伸缩模型建立 GMM 器件的输出 － 输入模型，与实

验结果对比如图 6 所示。

图 6 Calkins 的 J － A 扩展模型预测结果与实测对比

3． 2 基于数学唯象的磁滞模型

数学唯象磁滞模型则是用纯数学工具描述观察到的现象，

与产生的物理机制无关，而这类模型中，Preisach［9］模型及其扩

展型为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因其具有对复杂磁滞行为建模能力

强、通用性好、逆模型获得容易等优点，Preisach 逆模型常被用

于控制，可实现 GMM 器件磁滞非线性全逆补偿，如 Tan［10］利用

Preisach 逆模型作补偿，效果如图 7 所示。
4 结束语

( 1) GMM 的线性压磁模型及其扩展型描述的是低磁场下

GMM 磁 － 机耦合的本征特性，有利于较好地理解 GMM 电 － 机

转换器的物理参数与其性能指标之间的关系，为磁致伸缩器件

的初步设计、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 2) 在中高磁场下工作的 GMM 电 － 机转换器，其磁滞非线

性变得非常显著，需要建立描述 GMM 电 － 机转换器磁滞非线

性的数学模型。而基于物理机理的 J － A 磁滞非线性模型及其

图 7 GMM 执行器的 Preisach 逆模型控制器位移跟踪性能

扩展型的方程因其物理思想清晰，应用容易实现，适合用于数

值分析 GMM 器件所涉及的电学、磁学或力学的输入量与输出

量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 GMM 器件的优化设计，但其全逆模型

难以确定。
( 3) 基于数学唯象的 Preisach 磁滞模型及其扩展型最大的

优势在于其通用性好、逆模型容易获得，因此适合用来构建

GMM 电 － 机转换器的完全逆模型，作前馈逆补偿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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