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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伺服系统控制参数自整定所需转动惯量参数的辨识问题ꎬ对基于模型参考自适应辨识(ＭＲＡＩ)思想的转动惯量辨识方法

进行了研究ꎮ 根据离散递推辨识机制构建了自适应辨识律ꎬ并通过分析辨识增益大小对惯量辨识响应的影响ꎬ提出了一种辨识增

益自适应调整的改进算法ꎻ基于惯量辨识结果评价标准ꎬ建立了分段函数以实现辨识增益的动态调整ꎻ在仿真模型和实际系统中对

不同辨识增益对惯量辨识的影响进行了对比测试ꎮ 研究结果表明:改进的惯量辨识方法可以解决惯量辨识响应快速性和稳定性的

矛盾ꎬ能够快速跟踪系统转动惯量的变化ꎬ可用于伺服控制参数的自整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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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ꎬ伺服系统的使用越来越

广ꎬ而控制参数的自整定非常有必要ꎮ 为实现控制参

数整定ꎬ通常需要知道整个机械系统的系统转动惯

量[１]ꎮ 虽然可以通过机械部件的转动惯量折算来得

到近似值ꎬ但是ꎬ当机械系统比较复杂时ꎬ转动惯量折

算也容易出错ꎬ而且不一定准确ꎮ 因此ꎬ转动惯量的辨

识是实现控制参数自整定的首要问题ꎮ 惯量辨识精度

将影响使用整定控制参数时伺服系统响应是否能达到

期望效果ꎮ
根据辨识原理不同ꎬ转动惯量辨识主要有以下几

种方法:(１)加减速法[２￣３]ꎻ(２)最小二乘法[４￣５]ꎻ(３)模
型参考自适应法等[６￣９]ꎮ 其中ꎬ加减速法的原理最为简

单ꎬ实现方便ꎻ最小二乘法和模型参考自适应法的原理

较复杂、计算量较大ꎬ但可实现实时辨识ꎮ
本文将对基于模型参考自适应的转动惯量辨识方

法进行推导分析ꎬ并针对方法中的关键参数即辨识增



益提出一种自适应调整方法ꎬ以解决辨识响应快速性

和稳定性的矛盾ꎮ

１　 基于 ＭＲＡＩ 的转动惯量辨识及改进

１. １　 模型参考自适应辨识算法

模型参考自适应辨识(ＭＲＡＩ)是由模型参考自适

应控制的思想衍化而来的ꎬ其典型的 ＭＲＡＩ 的原理框

图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ＭＲＡＩ 的原理框图

设伺服电机的机械运动方程为:

Ｔｅ － ＴＬ ＝ Ｊ ｄω
ｄｔ (１)

式中:Ｔｅ— 电磁转矩ꎻＴＬ— 负载转矩ꎻＪ— 系统转动惯

量ꎻω— 机械角速度ꎻｔ— 时间ꎮ
基于 ＰＯＰＯＶ 稳定性定理的惯量辨识算法如下:

ω ＝ ∫ １
Ｊ (Ｔｅ － ＴＬ)ｄｔ ＝ ∫ｂ(Ｔｅ － ＴＬ)ｄｔ

ω ＝ ∫ １
Ｊ (Ｔｅ － ＴＬ)ｄｔ ＝ ∫ｂ(Ｔｅ － ＴＬ)ｄｔ

ｂ ＝ ＫＩ∫ｔ
０
(ω － ω)(Ｔｅ － ＴＬ)ｄｔ ＋

ＫＰ(ω － ω)(Ｔｅ － ＴＬ) ＋ １
Ｊ(０) (２)

以上 ３ 式分别作为参考模型、可调模型和自适应

辨识律ꎬ自适应辨识律设计为比例积分型算法ꎮ
以上为连续模型ꎬ当在计算机或微控制器上实施

模型参考自适应参数辨识时ꎬ需要导出离散时间域的

自适应控制规律ꎮ离散化过程中会导致自适应控制回

路中出现一个固定延时ꎮ因此ꎬ有必要对离散时间的模

型参考系统直接建立一套控制算法ꎮ
由于 ＭＲＡＩ 算法是基于稳定性理论设计的ꎬ在保

证被辨识参数渐进收敛的同时ꎬ并不需要考虑系统的

稳定性ꎬ这就为研究带来了很大方便ꎮ
将式(１) 离散化可得:

Ｔｅ(ｋ － １) ＝ ＴＬ(ｋ － １) ＋ Ｊ ω(ｋ) － ω(ｋ － １)
Ｔ

(３)
式中:Ｔ— 采样周期ꎮ

将相邻计算周期的运动方程相减可得:
ω(ｋ) ＝ ２ω(ｋ － １) － ω(ｋ － ２) ＋

Ｔ
Ｊ [Ｔｅ(ｋ － １) － Ｔｅ(ｋ － ２) ＋ ＴＬ(ｋ － １) － ＴＬ(ｋ － ２)]

(４)
在快速响应的伺服系统中ꎬ采样频率很高ꎬ在一个

采样周期内ꎬ可以认为负载转矩不变ꎬ则:
ω(ｋ) ＝ ２ω(ｋ － １) － ω(ｋ － ２) ＋ ｂΔＴｅ(ｋ － １)

(５)
其中:ΔＴｅ(ｋ － １) ＝ Ｔｅ(ｋ － １) － Ｔｅ(ｋ － ２)ꎬｂ ＝ Ｔ / Ｊꎮ
将上式作为参考模型ꎬ可得可调模型方程为:

ω(ｋ) ＝ ２ω(ｋ － １) － ω(ｋ － ２) ＋
ｂ(ｋ － １)ΔＴｅ(ｋ － １) (６)

其中:ｂ(ｋ) ＝ Ｔ / Ｊ(ｋ)ꎮ
根据 Ｌａｎｄａｕ 离散时间递推参数的辨识机制ꎬ构建

自适应辨识律为:

ｂ(ｋ) ＝ ｂ(ｋ － １) ＋ β
ΔＴｅ(ｋ － １)

１ ＋ βΔＴｅ(ｋ － １) ２ε(ｋ) (７)

其中:ε(ｋ) ＝ ω(ｋ) － ω(ｋ)ꎮ
式中:β— 辨识增益ꎮ

１. ２　 辨识增益 β 的自适应调整

基于 ＭＲＡＩ 的转动惯量辨识方法中ꎬ辨识增益 β 为

重要参数ꎬ辨识增益 β 的大小直接影响转动惯量发生变

化时的惯量辨识速度和转动惯量维持稳定时的惯量辨

识波动ꎮ辨识增益越大ꎬ转动惯量发生变化时惯量辨识

速度越快ꎬ但是转动惯量维持稳定时惯量辨识波动越大ꎻ
辨识增益越小ꎬ转动惯量发生变化时惯量辨识速度越慢ꎬ
但是转动惯量维持稳定时惯量辨识波动越小ꎮ本研究为

解决这个矛盾ꎬ建立辨识增益和当前辨识结果之间的关

系ꎬ通过对当前辨识结果的分析ꎬ选择更合理的辨识增

益ꎬ实现辨识增益的自适应调整ꎬ改进原辨识方法ꎮ
设当前为第 ｋ 个辨识周期ꎬ则最新的 ｎ ＋ １ 个惯量

辨识结果分别为:
Ｊｅｓｔ(ｋ)ꎬＪｅｓｔ(ｋ － １)ꎬꎬＪｅｓｔ(ｋ － ｎ)ꎮ
基于上述辨识值ꎬ建立以下惯量辨识结果评价标准:

Ｓ ＝ １
ＪＭ

∑
ｎ

ｉ ＝ １
｜ Ｊｅｓｔ(ｋ － ｉ ＋ １) － Ｊｅｓｔ(ｋ － ｉ) ｜ (８)

即为 ｎ 个当前辨识结果和前一时刻辨识结果差值

的绝对值之和与电机惯量的比值ꎮ基于辨识结果评价

标准ꎬ建立辨识增益 β 的分段函数:

β ＝

ｈβ０ꎬ Ｓ ≥ ｂ
β０ꎬ ａ < Ｓ < ｂ

１
ｈ β０ꎬ Ｓ ≤ ａ

ì

î

í

ï
ï

ï
ï

ꎬｈ > １ (９)

式中:β０— 预设基准辨识增益ꎻｈ— 比例缩放因子ꎮ
当 Ｓ ≥ ｂꎬ即辨识结果还不稳定时ꎬ令辨识增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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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放大为基准辨识增益的 ｈ 倍ꎻ当 Ｓ ≤ ａꎬ即辨识结果

稳定时ꎬ令辨识增益比例缩小为基准辨识增益的 １ / ｈ
倍ꎻ当 ａ < Ｓ < ｂꎬ即辨识结果稳定性处于中间位置时ꎬ
维持当前的基准辨识增益ꎮ

辨识算法框图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辨识增益 β 自适应调整的 ＭＲＡＩ 辨识算法框图

基于上述辨识增益 β 的自适应调整方法ꎬ当实际

转动惯量变化较大时ꎬ惯量辨识值可以快速跟随这种

变化ꎻ当实际转动惯量维持稳定ꎬ系统控制指令变化

时ꎬ惯量辨识波动较小ꎮ

２　 仿真分析

２. １　 仿真模型建立

对于上述转动惯量辨识算法ꎬ本研究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
建立了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分析ꎮ

其中ꎬ对于永磁同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ꎬ假设定子

磁场为正弦分布ꎬ不考虑谐波与饱和ꎬ在 ｄ － ｑ 坐标系

下 ＰＭＳＭ 的电压方程和电磁转矩方程如下:

ｕｄ ＝ Ｒｓ ｉｄ ＋ Ｌｄ
ｄｉｄ
ｄｔ － ωｅＬｑ ｉｑ

ｕｑ ＝ Ｒｓ ｉｑ ＋ Ｌｑ
ｄｉｑ
ｄｔ ＋ ωｅＬｄ ｉｄ ＋ ωｅψｆ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０)

Ｔｅｍ ＝ ｐｎ[ψｆ ｉｑ ＋ (Ｌｄ － Ｌｑ) ｉｄ ｉｑ] (１１)
式中:ｕｄꎬｕｑꎬｉｄꎬｉｑ—ｄ 轴、ｑ 轴的定子电压和定子电流ꎻ
ＬｄꎬＬｑ—ｄ 轴、ｑ 轴定子电感ꎻＲｓ— 定子绕组电阻ꎻωｅ—
转子电角速度ꎻψｆ— 永磁体磁链ꎻｐｎ— 极对数ꎮ

仿真模型中使用的伺服电机采用矢量控制技术ꎬ
转动惯量辨识模块按照前述的模型参考自适应辨识方

法进行搭建ꎮ 电机参数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电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值
极数 ８

绕组线电阻 / Ω ２. ６６
绕组线电感 / ｍＨ １６. １０

电压常数 / (Ｖｒｍｓｋｒｐｍ － １) ４２. ００
电机转动惯量 ＪＭ / (１０ － ４ ｋｇｍ２) ０. ７７

额定转矩 / Ｎｍ ３. ２０
额定电流 / Ａｒｍｓ ５. ００

　 　 实验分析时ꎬ首先设置辨识增益 β ＝ ５０ꎬ基于上述

惯量辨识算法得到不同负载惯量时的惯量辨识结果ꎬ

验证了基于 ＭＲＡＩ 的转动惯量辨识方法的可行性ꎻ然
后ꎬ分析了采用不同辨识增益时对惯量辨识响应的影

响ꎻ最后ꎬ采用辨识增益 β 自适应调整的惯量辨识方法

进行实验ꎬ并将辨识响应结果与前述固定辨识增益的

辨识方法进行了对比ꎮ

２. ２　 不同负载惯量时的辨识误差分析

为测试惯量辨识算法精确性ꎬ本研究令负载转动

惯量分别为 ２ ~ １０ 倍电机惯量ꎬ辨识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转动惯量辨识值及其误差分析

负载惯

量比

总惯量实际

值 / (１０ － ４ｋｇ

ｍ２)

总惯量辨识

值 / (１０ － ４ｋｇ

ｍ２)

惯量辨识误

差 / (１０ － ４ｋｇ

ｍ２)

误差百分

比 / (％ )

２ ２. ３１ ２. ４５６ ９ ０. １４６ ９ ６. ３６
４ ３. ８５ ３. ９６５ ３ ０. １１５ ３ ２. ９９
６ ５. ３９ ５. ４８１ ２ ０. ０９１ ２ １. ６９
８ ６. ９３ ７. ００８ ９ ０. ０７８ ９ １. １４
１０ ８. ４７ ８. ５５６ ２ ０. ０８６ ２ １. ０２

　 　 由表中数据可知:当负载转动惯量在 ２ ~ １０ 倍 ＪＭ

之间变化时ꎬ转动惯量辨识的稳态误差在 １０％ 以内ꎮ
可见辨识精度高ꎬ可为控制参数自整定提供依据ꎮ

２. ３　 不同辨识增益对辨识性能的影响

使用模型参考自适应的方法来进行转动惯量辨识

时ꎬ自适应辨识增益 β 的大小将影响辨识算法对系统

转动惯量变化的响应速度ꎮ
为分析辨识增益对辨识结果的影响ꎬ本研究令负载

转动惯量按下述方式变化:当 ｔ ＝ ０ 时ꎬ负载转动惯量 ＪＬ
＝ ０ꎬ则系统惯量 Ｊｔ ＝ ＪＭ ＋ ＪＬ ＝ ０. ０００ ０７７ ｋｇｍ２ꎻ当 ｔ
＝ ０. ５ ｓ时ꎬ负载转动惯量 ＪＬ ＝ ５∗ＪＭꎬ则系统惯量 Ｊｔ ＝
６∗ＪＭ ＝ ０. ０００ ４６２ ｋｇｍ２ꎻ当 ｔ ＝ １. ５ ｓ时ꎬ负载转动惯

量 ＪＬ ＝ ０ꎬ则系统惯量 Ｊｔ ＝ ０. ０００ ０７７ ｋｇｍ２ꎮ
本研究分别设置自适应增益 β为５、５０ 和５００ 进行

惯量辨识ꎬ得到的电机速度和转动惯量辨识值波形如

图(３ ~ ５) 所示ꎮ

图 ３　 β ＝ ５ 时的电机速度和转动惯量辨识值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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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β ＝ ５０ 时的电机速度和转动惯量辨识值波形

图 ５　 β ＝ ５００ 时的电机速度和转动惯量辨识值波形

测量图(３ ~ ５)中的惯量辨识稳定时间(即从负载

惯量变化到惯量辨识值稳定的时间)、稳态辨识值和

动态辨识误差ꎬ得到的数据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不同辨识增益 β 时的辨识性能

辨识增益
稳定时间

/ ｓ
稳态辨识值 /

(１０ － ４ ｋｇｍ２)

动态波动 /

(１０ － ４ ｋｇｍ２)

５ ０. ４１９ ６ ４. ６３４ ４. ６２７ ~ ４. ６３６

５０ ０. ０１６ １ ４. ６５０ ４. ５４９ ~ ４. ６８８

５００ ０. ００４ ２ ４. ６５０ ４. ２１３ ~ ４. ７６３

自适应 ０. ００８ ８ ４. ６２３ ４. ５８６ ~ ４. ６２８

　 　 辨识增益 β ＝ ５ 时ꎬ辨识结果稳定所需时间最长ꎬ
但是稳态时的惯量辨识值动态波动最小ꎮ 辨识增益

β ＝ ５００ 时ꎬ辨识结果稳定所需时间最短ꎬ但是稳态时

的惯量辨识值动态波动最大ꎮ 辨识增益 β ＝ ５０ 时ꎬ则
得到了一个折中的性能ꎬ但还不够好ꎮ

基于上述实验测试波形和数据ꎬ验证了辨识增益

β 对惯量辨识静动态响应的影响:即辨识增益越大ꎬ则

惯量辨识收敛速度越快ꎬ但动态波动较大ꎻ辨识增益越

小ꎬ则惯量辨识收敛速度越慢ꎬ但动态波动较小ꎻ辨识

增益对稳态辨识值影响有限ꎮ

２. ４　 辨识增益自适应调整时的结果

相同实验条件下ꎬ本研究采用上文所述的辨识增

益 β 自适应调整的惯量辨识方法ꎬ并取基准辨识增益

为 ５０ 进行测试ꎬ其中ꎬ电机速度和转动惯量辨识值波

形如图 ６ 所示ꎮ

图 ６　 β 自适应时的电机速度和转动惯量辨识值波形

通过惯量波形和表 ３ 中性能数据的对比可知:当
辨识增益 β 采用自适应调整规则时ꎬ辨识性能得到提

升ꎬ惯量辨识值能快速又精确地跟随负载转动惯量的

变化ꎬ验证了所提出辨识算法的优越性ꎮ

３　 测试验证

为分析本文所提出方法在实际工程中的效果ꎬ笔者

在实际伺服系统中进行测试ꎮ 实际系统惯量为 ０. ７８∗
１０ －４ ｋｇｍ２ꎮ 采用辨识增益固定和辨识增益自适应调

整的惯量辨识方法分别测试ꎬ得到以下结果:辨识增益

β ＝２ 固定时的转动惯量辨识值波形如图 ７ 所示ꎮ

图 ７　 β ＝ ２ 时的转动惯量辨识值波形

辨识增益 β 自适应时(β０ ＝ ２)的转动惯量辨识值

波形如图 ８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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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β 自适应时(β０ ＝ ２)的转动惯量辨识值波形

两者对比可知:
(１)稳态响应ꎮ 稳态波动上两者相差不大ꎬ辨识

增益 β 自适应时的波动幅度稍小一点ꎮ 稳态误差基本

上在 １１％以内ꎻ
(２)暂态响应ꎮ 辨识增益 β 自适应时ꎬ经过 ０. ８ ｓ

左右ꎬ惯量辨识结果达到惯量实际值ꎬ并趋于稳定ꎬ其
稳定时间明显小于辨识增益 β ＝ ２ 时的 １. ５ ｓꎮ

４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辨识增益 β 自适应调整的改

进算法ꎬ并对此辨识算法搭建了仿真模型ꎬ进行了仿真

测试和实际系统测试ꎬ得到了不同辨识增益时的转动

惯量辨识值波形和性能数据ꎮ
实验结果显示:惯量辨识精度基本上在 １１％ 以

内ꎬ可以满足伺服控制参数自整定的需求ꎻ而且在辨识

值稳态波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ꎬ采用辨识增益 β 自适

应调整的惯量辨识方法ꎬ辨识稳定时间可以减小将近

４６％ ꎮ
由此可见ꎬ本文所提出的辨识改进算法可以明显

改善惯量辨识响应ꎬ具有良好的动态和稳态性能ꎬ能够

跟踪系统转动惯量的变化ꎮ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ＮＩＵ Ｌｉ ꎬ ＸＵ Ｄｉａｎ￣ｇｕｏ ꎬ 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 ꎬ ｅｔ 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ｅｒ￣
ｔｉ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ＰＩ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ｐｅｅｄ ｌｏｏｐ[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ｉｃｓꎬ ２０１５ꎬ３０(２):８４９￣８５９.

[２]　 马立新ꎬ徐镇乾ꎬ范洪成ꎬ等. ＰＩ 自整定永磁伺服系统转

动惯量的辨识研究[ Ｊ]. 机电工程ꎬ２０１５ꎬ３２ (８):１１２８￣
１１３１.

[３]　 ＸＵ Ｈａｉ￣ｂｏ ꎬ ＺＨＵ Ｘｕ￣ｓｈｅｎ ꎬ ＬＩ Ｑｉ￣ｊｉａｎ 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Ｊ]. 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６(２):３７９￣３８２.

[４]　 刘永钦ꎬ沈艳霞ꎬ纪志成. 基于改进型最小二乘法的感应

电机转动惯量辨识[Ｊ]. 电机与控制应用ꎬ２００８ꎬ３５(１２):
１３￣１７.

[５]　 杨　 明ꎬ刘子剑ꎬ徐殿国. 基于遗忘因子递推平方根的在

线转动惯量辨识[Ｊ]. 微电机ꎬ２０１４ꎬ４７(１０):３８￣４１.
[６]　 ＺＨＵ Ｊｉａｎ￣ｇｕａｎｇ ꎬ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ｆｅｎｇ ꎬ ＴＡＮＧ Ｒｅｎ ｙｕａｎ .

Ｓｅｌｆ￣ｔｕｎｉｎｇ Ｐ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ｅｒｍａ￣
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ｍｏｔｏｒ [ Ｃ].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ꎬ Ｊｉｎａｎ:ＩＥＥＥꎬ２００８.

[７]　 刘　 辉ꎬ王志成ꎬ何　 平. 永磁同步电机转动惯量在线辨

识关键技术研究[Ｊ]. 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ꎬ２０１６
(７):４５￣４８.

[８]　 赵希梅ꎬ郭庆鼎. ＰＭＳＭ 伺服系统的转动惯量辨识和控制

器参数优化[Ｊ]. 控制与检测ꎬ２００９(７):７５￣７７.
[９]　 郭宇婕ꎬ黄立培ꎬ邱　 阳. 交流伺服系统的转动惯量辨识

及调节器参数自整定[ Ｊ].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０２ꎬ４２(９):１１８０￣１１８３.

[编辑:张　 豪]

本文引用格式:

董海军ꎬ段剑文. 基于 ＭＲＡＩ 的伺服系统转动惯量辨识及改进研究[Ｊ] . 机电工程ꎬ２０１８ꎬ３５(９):９５９ － ９６３.

ＤＯＮＧ Ｈａｉ￣ｊｕｎꎬ ＤＵＡＮ Ｊｉａｎ￣ｗｅｎ.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ＲＡＩ[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８ꎬ３５(９):９５９ － ９６３. «机电工程»杂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ｅｍ. ｃｏｍ. ｃｎ

３６９第 ９ 期 董海军ꎬ等:基于 ＭＲＡＩ 的伺服系统转动惯量辨识及改进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