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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阶梯形变幅杆的应变放大作用，构造了磁致伸缩)阶梯形弹性基底)压电复合结构 * 采用等效电路法分析

了沿长度方向振动复合结构的一阶磁电响应 * 计算了 +,-.,/0123)阶梯形铍青铜基底)45+267 复合结构的磁电响应，

并与实际结构的磁电响应进行了比较，由于理论分析中忽略了胶层产生的损耗，理论值和实验结果的变化规律相

似，但是谐振频率点和磁电电压转换系数有一定的差异 * 同时比较了阶梯形基底和等截面杆基底复合结构，分析

表明前者具有更高的磁电电压转换系数 * 研究了阶梯形弹性基底长度比及层厚比对复合结构纵振动一阶模态的

磁电电压转化系数的影响：当 ’）阶梯形变幅杆宽端长度与总长的比值为 #8"6 时；%）阶梯形弹性基底厚度是

+,-.,/0123 厚度的 ’)" 时，复合结构的磁电电压转换系数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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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引 言

磁电效应是指材料在外加电场作用下产生诱导

磁化 或 材 料 在 外 加 磁 场 作 用 下 产 生 电 极 化 的 现

象［’，%］* 近来，磁致伸缩、压电两相复合材料一直是

研究的热点［$］，目前磁电复合材料主要有颗粒混

合［"，6］和层合结构［9—:］* 实验研究表明［’#］，层状复合

材料的磁电效应远高于混相复合材料，但是直接层

合复合材料的磁电电压转换系数依赖材料的特性，

很难进一步提高［’’］* 作者所在的课题组从结构而非

材料本身特性入手，提出了一种新的复合结构［’’］，

即在磁致伸缩层和压电层下增加一个弹性变幅杆基

底，利用阶梯形弹性基底的应变放大作用提高磁电

电压转换系数 *
变幅杆是一种变截面结构，具有应变放大作用，

其中，阶梯形变幅杆与其他类型的变幅杆（如悬链

形、指数形等）相比，具有较大的应变放大系数［’%］，

应变最大处在其截面突变处，且制备简单；由于压电

材料输出电压与其所受应变成正比，在相同的激励

和接收条件下，采用阶梯形基底的复合结构可以获

得更大的磁电电压转换系数 *
纵振磁电复合结构的理论分析方法一般有弹性

力学法［(，’$］、格林函数法［’"］及等效电路法［9，&］等 * 格

林函数法计算复杂，而等效电路法在弹性力学方法

的基础上，引入材料的运动学方程，不仅弥补了弹性

力学方法在模型上的不足之处，而且还可以进一步

对材料磁电响应进行分析［9］* 利用等效电路法，本

文分析了磁致伸缩)阶梯形弹性基底)压电复合结构

纵振模式下的磁电响应特性，对 +,-.,/0123)铍青铜)
45+267 材料的复合结构磁电响应进行了数值分析，

并讨论了阶梯形弹性基底长度比 !’ )! 以及层厚比

" 对复合结构磁电响应的影响 *

% 8 理论分析

%&’& 复合结构模型

采用阶梯形变幅杆作为基底的复合结构如图 ’
所示，磁致伸缩层沿长度方向（’ 方向）磁化，压电材

料沿厚度方向（$ 方向）极化，外加磁场（交流磁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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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置磁场）方向平行于 ! 方向 " 磁致伸缩层长度方

向的中位线对齐弹性基底的位移零点即阶梯形弹性

基底的固定处，其中阶梯形弹性基底尺寸：宽端长

!!，宽 "#!，窄端长 !$，宽 "#$，宽窄端厚度为 ##，宽窄

端截面比为 "#! % "#$；磁致伸缩层尺寸：长度为 $，宽

度为 "&，厚度为 #&；压电层尺寸：长度为 %，宽度为

"’，厚度为 #’ "

图 ! 磁致伸缩%阶梯形弹性基底%压电复合结构示意图

!"!" 等效电路模型推导

为了分析方便，将图 ! 所示复合结构分为四部

分：第!部分：（ ( !!）—（ ( $）；第"部分：（ ( $）—

)；第#部分：)—%；第$部分：%—!$，通过求出各部

分的等效电路，利用分界面处位移连续、力平衡条

件，将四部分的等效电路有机耦合，得到复合结构的

等效电路模型 "
$ *$*!* 第!部分和第$部分等效电路模型推导

第!部分与第$部分都是无负载的等截面杆，

对这两部分的分析方法相同 " 根据运动学方程、牛

顿定律及均匀杆与电波传输线的类比［!$］，第!（$）

部分等效电路如图 $ 所示 "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 ## "#!
01/(（!! ( $）

，

&2 + ( ,!# ’# ## "#$ 340
(（!$ ( %）( )$

，

&5 + ) !# ’# ## "#$
01/(（!$ ( %）

，

6% +
7
%!%

是纵波在阶梯形基底中的传播速度，* 是

阶梯形杆材料的杨氏模量，!# 是阶梯形杆材料的密

度 " +!，+$ 分别为 , + ( !!，, + ( $处的质点沿 ,

方向的振动速度，+2，+5 分别为 , + %，, + !$ 处的

质点沿 , 方向的振动速度，-!!（-5! ），-!$（-5$ ）分别

是第!（$）部分两端沿 , 方向的外加作用力 "

图 $ 第!（$）部分等效电路图

$*$*$* 第"部分等效电路模型推导

图 2 第"部分示意图

纵振动的磁致伸缩层本构方程为

.!& + ./
!! 0!& 8 1!!&/!， （!.）

2! + 1!!& 0!& 8"
9
!! /!， （!#）

其中 /!，2! 分别是外加的磁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

3!&，0!&分别是磁致伸缩层的应变和应力，3/!!，1!!&，

"
9
!!分别是磁致伸缩层在恒定磁场下的弹性柔顺系

数、压磁系数和恒应力下的材料磁导率 " 记 4#! 是基

底宽端横截面积，4& 是磁致伸缩层横截面积，4! 是

第"部分的总横截面积，则有 4! + 4#! 8 4& "
分析沿 , 方向的小体元（ ,，, 8 :, 所限定的区

间）的受力情况，根据牛顿定律可以写出动力学方程

&（4&·0!& 8 4#!·0!%）

&, :,

+（4&·!& 8 4#!·!#）
&$
#
&"$ :,

， （$）

其中 0!# + *3!#，是基底沿 , 方向的应力分布函数，

3!%是基底沿 , 方向的应变分布函数；!& 是磁致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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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材料密度，!! 是阶梯形杆材料的密度；"（ !）是层

合结构沿 ! 方向位移分布函数 "
在理想粘贴条件下，磁致伸缩层与基底层沿 !

方向的位移、应变相等，有

"#$ % "#! % !"!!
， （&）

#$，#!#是与 ! 无关的量，从（#’）式中解出 $#$，代入

（(）式，并结合（&）式，得到波动方程

!(
"
!%(

% &$!!
(
"
!!( ， （)）

式中 &$! %

# * ’
()

##
+ *’

!! $!
，为层合结构中纵波速；’

%
#!#

##
，为基底层横截面积占基底层与磁致伸缩层的

总横截面积的比；!$! %!$（# * ’）+!!’，为层合结

构材料的平均密度 " 对于简谐激励，（)）式可以写为

!(
"
!!( + +(

$!" % ,， （-）

式中 +$! %#. &$!，为圆波数，#是角频率 "（-）式的

通解为

"（!）% #/01+$! ! + ,123+$! !， （4）

其中 #，, 是待定系数 "
根据边界条件

"
·

# % 5#-（* .），"
·

( % 5#-（,）， （6）

"
·

#，"
·

( 分别是第二部分两端的端面质点沿 ! 方向的

振动速度，代入（4）式得

"（!）%"
·

(

5#
/01+$! ! +"

·
( /01+$! . *"

·
#

5#123+$! .
123+$! ! "

（7）

第二部分两端面沿 ! 方向的外力 /(#，/(( 与端

面应力的关系为

/(# % * $#$ #$ 8 ! % * . * $#! #!# 8 ! % * .，

/(( % * $#$ #$ 8 ! % , * $#! #!# 8 ! % , "
（9）

将从（#’）式中解出的 $#$及 $#! % *"#!代入（9）式中，

结合（&）式、（7）式，得机械振动方程

/(# % 5!$! &$! # [# "
·

# :’3
+$! .
(

* #
123+$! .

（"
·

# *"
·

( ]） +$$)#

% 0$!#"
·

# + 0$!(（"
·

# *"
·

(）+$$)#，

/(( % 5!$! &$! # [# *"
·

( :’3
+$! .
(

* #
123+$! .

（"
·

# *"
·

( ]） +$$)#

% * 0$!#"
·

( + 0$!(（"
·

# *"
·

(）+$$)#，（#,）

其中 0$!# % 5!$! &$! ## :’3
+$! .( )(

，0$!( %!$! &$! ##

5123+$! .
，

$$ %
（# * ’）1##$ ##

")##
"

由（#,）式根据基尔霍夫定律，采用磁机电类比

可画出如图 ) 所示的等效电路图 "

图 ) 第"部分等效电路图

(;(;&; 第#部分等效电路

图 - 第#部分示意图

纵振动的压电层本构方程为

"#< % "2## $#< + 1&#< 2&， （##’）

3& % 1&#< $#< +%$
&& 2&， （##!）

其中 2&，3& 分别是沿厚度方向的电场强度和电位

移，"#<，$#< 分别是压电层的应变和应力，"2##，1&#<，%=
&&

分别是压电层在恒定电场下的弹性柔顺系数、压电

系数和恒应力下的材料介电常数 " 记 #4( 是基底窄

端横截面积，#< 是压电层横截面积，#( 是第#部分

的总横截面积，则有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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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方向极化，长度方向振动压电片的电路状

态方程为［!"］

! # $!"% # &"’（#
·

( &#
·

)）， （!*）

式中 "% #$
+
((（! & $*

(!）%&’
’’

；$(! #
(*

(!’

$+
(( )*! !!

，是机电耦

合系数；"’ #
((!’ &+
)*!!

，是机电转换系数；# 是压电片

输出电压；#
·

(，#
·

) 分别是第三部分两端的端面质点

沿 , 方向的振动速度 ,
第三部分机械振动方程求解过程与第二部分类

同，在此不再详细叙述，只给出结果 ,

-(! # $%-. .-. / [! #
·

( /01
$’. %
*

& !
231$’. %

（#
·

( &#
·

) ]） 4"’ #

# 0’.!#
·

( 4 0’.*（#
·

( &#
·

)）4"’ #，

-(* # $%’. .’. / [* &#
·

) /01
$’. %
*

& !
231$’. %

（#
·

( &#
·

) ]） 4"’ #

# & 0’.!#
·

) 4 0’.*（#
·

( &#
·

)）4"’ # , （!(）

推导过程中用到 # # *( ’’ , 式中 -(!，-(* 是第三部

分两端面沿 , 方向的外力，

0’.! # $%’. .’. /* /01
$’. %( )*

，0’.* #%’. .’. /*

$231$’. %
；

$’. #!5 .’.，是圆波数；.’. #

! & 1
)*!!

4 21

%! ’.
，是层合

结构中纵波速；1 # /.* 5/*，是基底层横截面积占基

底层与压电层的总横截面积的百分比；%’. #%’（! &
1）4%. 1，是层合结构材料的平均密度，%’ 是压电层

的材料密度 ,
由（!*）式，（!(）式根据基尔霍夫定律，采用机电

类比可画出第!部分等效电路图如图 6 所示 ,

图 6 第!部分等效电路图

*7*7)7 复合结构的等效电路模型

当截面突变比不太大（小于 "）时，可以近似认

为阶梯形弹性基底截面跃变处力是连续的［!*］，复合

结构四部分之间分界面处满足位移连续、力平衡条

件，有

-!* # -*!，-** # -(!，-(* # -)! , （!)）

根据（!)）式，将 *7*7! 至 *7*7( 推导的各部分等

效电路有机耦合起来得到复合结构的总等效电路

图，如图 8 所示 ,

图 8 磁致伸缩5阶梯形弹性基底5压电复合结构等效电路模型

!"#" 磁电响应及损耗分析

复合结构自由振动时，阶梯形弹性基底两端应

力为零，即 -!! # %，-)* # %，相当于等效电路机械电

压端短路，此时复合结构等效电路如图 9 所示 ,
根据图 9 可得到磁电电压转换系数表达式

&# # :#
:3 # "-

0-.* 4 0"
·

0 ;

0 ; 4 0!

<
0#

0’.* 4"
*
’ 5$!"% 4 0#

·"’

$!"%
， （!"）

其中 0 ; # 0! 0* 5（0! 4 0*）4 0! 4 0-.!，0# #

0( 0) 5（0( 4 0)）4 0( 4 0’.!，0! # 0-.! 4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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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复合结构自由振动时的等效电路模型

!!（!"#$ %!
$
" &’""(）&（!! % !"#$ %!

$
" &’""(），!" )

! * !# &（! * % !#）+
（,）—（,-）式推导过程中，将压电材料、磁致伸

缩材料、基底材料看成是理想弹性体，没有考虑其损

耗 + 这意味着，利用上述公式分析谐振磁电响应时，

会得到一个无穷大的磁电电压转换系数，这显然不

符合实际 +因此，引入复数电弹常数，将压电方程中

的各常数替换为复数［,-］+磁致伸缩材料与压电材料

有相似性，所以考虑磁致伸缩层损耗的方法与考虑

压电层损耗的方法类似 +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重复，

压电层和磁致伸缩层的弹性柔顺系数都用 # 表示，

压电常数与压磁常数都用 $ 表示，则

# ) #. / 0 #1，# )#. / 0#1，

$ ) $. / 0$1，$ )$. / 0$1， （,2）

磁致伸缩&阶梯形弹性基底&压电复合结构损耗

有机械损耗、电损耗、磁损耗，然而在复合结构损耗

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机械损耗［3］+ 机械损耗产生的原

因主要是材料内摩擦及各材料粘结面间的损耗，这

里主要考虑材料内摩擦引起的损耗，采用机械品质

因数 %4 来反映材料损耗的大小，%4 ) #. & #1 + 由于

所选基底是高弹性材料，其机械损耗可以忽略，因

此，复合结构的机械损耗主要来自磁致伸缩层和压

电层，将（,）—（,-）式中所有的弹性柔顺系数改为复

数形式，即 # ) #. / 0 #1 + 由于（,-）式较复杂，很难化

简为显式表达式，可以借助于计算机得到数值解 +

5 6 分析与讨论

!"#" 分析

以 789:8;<=>?&铍青铜&@A7>-B 材料的复合结构

为例，根据（,-）式分析其磁电响应 + 采用的 789:8;<=>
? 参数为 $,,4 ) C D ,(/ 3 4&E，#&,, ) C D ,(/ ,, 4$ &E，,$

44D 2 44 D , 44，%44 ) ,(；@A7>-B 参数为 $5," )
/ $6F( D ,(/ ,( 4&E，#’,, ) ,26- D ,(/ ,$ 4$ &E，#55 )
5!((，,$ 44 D $ 44 D (6! 44，%4" ) 2-［,2］；铍青铜阶

梯形基底：杨氏模量 ( ) ,56$ D ,(,( E&4$，总长为 F,
44，宽端尺寸 5!6- 44 D 2 44 D (6- 44，窄端尺寸

5$6- 44 D $ 44 D (6- 44，宽窄端截面比为 5 +

图 3 一阶纵振磁电电压转换系数

利用（,-）式，计算得到 789:8;<=>?&铍青铜&@A7>
-B 材料复合结构的纵振磁电电压转换系数如图 3
中实线所示，虚线是相应的实验值 + 理论一阶谐振

频率 为 5,6-C GBH，峰 值 为 ,FF-65 4I&J8（, J8 )
F36-FF- K&4），实验得到的一阶谐振频率为 5(6($2
GBH，峰值是 ,,(36$ 4I&J8+ 可见，理论磁电电压转

换系数约为实验磁电电压转换系数的 ,6- 倍，频率

点误差在 -L 以内，究其原因，是在等效电路模型中

忽略了粘结层的损耗、泊松效应、引线焊点以及实验

环境等 + 与文献［3］中的 ) &* 层合结构（其中磁致

伸缩层尺寸：,$ 44 D 2 44 D , 44，压电层尺寸：,$
44 D 2 44 D (6! 44）相比，该复合结构的一阶纵振

磁电电压转换系数约是文献［3］中的磁致伸缩&压电

材料直接层合的一阶纵振磁电电压转换系数的 $
倍，文献中的一阶纵振磁电电压转换系数仅为 2((
4I&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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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阶梯形杆基底结构与等截面杆基底结构比较

将阶梯形杆基底复合结构的理论磁电响应与等

截面杆基底（基底尺寸：#! $$ % !& $$ % "’( $$）复

合结构的理论磁电响应进行比较，如图 !" 所示，其

中，磁致层与压电层尺寸保持不变 ) 阶梯形杆基底

复合结构的一阶峰值为 !##(’* $+,-.，等截面杆基

底结构的一阶峰值仅为 !&&" $+,-.) 阶梯形杆基底

复合结构的一阶纵振磁电电压转换系数约是等截面

杆基底复合结构的一阶纵振磁电电压转换系数的

!’( 倍，可见，阶梯形杆的应变放大作用能使整个复

合结构的磁电电压转换系数增加 )

!"#" 复合结构优化

由（!(）式知磁电电压转换系数与复合结构的几

何尺寸有关，在磁致伸缩、压电材料几何尺寸一定的

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变阶梯形弹性基底的几何尺寸

优化复合结构的磁电响应 )
* ’&’!’ 阶梯形弹性基底长度优化

记阶梯形弹性基底总长为 !，其宽端长度为

!!，总长不变及其它条件不变时，通过（!(）式计算

!! 取不同值时的一阶磁电电压转换系数及频率点，

得到磁电电压转换系数及频率与 !! ,! 的关系，如图

!! 所示 ) 图 !!（/）是一阶谐振磁电电压转换系数与

阶梯形弹性基底长度的关系图，图 !!（0）是一阶谐

振频率与阶梯形弹性基底长度的关系图 )
由图 !! 可知，阶梯形变幅杆长度 ! 主要影响复

合结构的谐振频率，不同长度的基底复合结构的谐

振频率不同，在 !! ,! 恒定时，! 越大，谐振频率越

小；而最大磁电电压转换系数却几乎相等 ) 阶梯形

变幅杆宽端长度 !! 与总长 ! 的比值存在一最优

值，使得复合结构的磁电电压转换系数最大，该最优

图 !! 一阶磁电响应与阶梯形弹性基底长度的关系图 （/）!"1

!! ,!；（0）#1!! ,!

值是 "’2( )
*’&’&’ 阶梯形弹性基底厚度优化

磁致伸缩,阶梯形弹性基底,压电复合结构的基

底层宽端宽度等于磁致伸缩层宽度，基底层窄端宽

度等于压电层宽度，即 $0! 3 $$，$0& 3 $4，所以基底

层宽端横截面积占基底层宽端与磁致伸缩层的总横

截面积的比 % 3
&0!

&!
3

’0

’$ 5 ’0
，基底层窄端横截面

积占基底层与压电层的总横截面积的比 ( 3
&0&

&&
3

’0

’4 5 ’0
，即截面比等于相应的厚度比 ) ( 与 % 之间

存在关系：
(
% 3

’$ 5 ’0

’4 5 ’0
)

在基底层、磁致伸缩层与压电层的总厚度恒定

及其他条件不变时，改变基底层厚度，即改变 % 的

值，通过（!(）式计算其对应的一阶磁电电压转换系

数及频率点，得到磁电电压转换系数及频率与参数

% 的关系，如图 !& 所示 ) 图 !&（/）是一阶谐振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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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转换系数!!!" 的关系图，图 "#（$）是一阶谐振

频率 #!" 的关系图 %

图 "# 一阶磁电响应与阶梯形弹性基底横截面积的关系图

（&）!!!"；（$）#!"

由图 "#（&）可知，当 " ’ ( 时，$ ’ (，复合结构中

没有阶梯形弹性基底，此时仍有较高的磁电电压转

换系数，这是 )*+,*-./!0 与 12)!34 直接耦合得到的

磁电电压转换系数，尽管理论值很高，但是两种材料

界面连接处能量损耗很大，实际上得到的电压远低

于理论值［"5］% 随着阶梯形弹性基底厚度的增加，磁

电电压转换系数先增大后降低，至 " ’ (67885 时，

下降为零，这是因为此时 $ ’ "（%$ 9 %:）;（%$ 9

%<）’ "，复合结构中已经没有压电层了 % 在 " ’
(6# 时有一个极值点，即当阶梯形弹性基底厚度是

)*+,*-./!0 厚度的 ";= 时，磁电电压转换系数最大 %
而一阶谐振频率随阶梯形弹性基底厚度的增加逐渐

下降，这是因为，随着 %$ 的增大，阶梯形弹性基底在

复合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大，质量和刚度也随之

增加，质量的增加导致固有频率的下降，而刚度的增

加导致固有频率增大，一阶模态质量增加比值大于

模态刚度的增加比值，复合结构的谐振频率减小 %
综上所述，当阶梯形弹性基底宽端长度 &" 与总

长 & 的 比 值 为 (6=3，阶 梯 形 弹 性 基 底 厚 度 是

)*+,*-./!0 厚度的 ";= 时，复合结构磁电电压转换系

数最大 % 图 "> 给出了复合结构参数优化后的磁电

电压转换系数，此时阶梯形弹性基底的尺寸为：总长

5" ::，宽端 >"6?3 :: @ 8 :: @ (6> ::，窄端 >?6(3
:: @ # :: @ (6> ::，)*+,*-./!0 尺寸为 "# :: @ 8 ::
@ "6# ::，12)!34 尺寸为 "# :: @ # :: @ " ::% 通

过比较图 ?，图 "> 知，优化后的磁电电压转换系数

为 #"">6> :A;B*，比未优化时的磁电电压转换系数

高出近 =(( :A;B*%

图 "> 优化后的复合结构一阶磁电电压转换系数

=6 结 论

运用等效电路法对磁致伸缩;阶梯形弹性基底;
压电复合结构的磁电响应特性进行了理论分析，以

)*+,*-./!0;铍青铜;12)!34 材料的复合结构为例，对

其磁电响应进行了数值计算并与实验作了比较，理

论与实验定性相符；分析了阶梯形弹性基底长度和

厚度与磁电响应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6 阶梯形弹性基底宽端长度 &" 与总长 & 的比

值为 (6=3 时，复合结构的磁电电压转换系数最大；

#6 阶梯形弹性基底厚度是 )*+,*-./!0 厚度的 ";
= 时，复合结构的磁电电压转换系数最大 %

#33 物 理 学 报 37 卷

Absent Image
File: 0



［!］ "#$%&’ ( ) !*+, !"# - $%&’ - ()*$ !! .,/
［0］ 123& 4 5，6&789 : ; !*+! $%&’ - +,# - -,.. - " <!,
［<］ (&9= > ?，@A ; 6，:A8B7293 ( 0,,+ ("/0123 "4 52.,0623’ !76,17, #!

*.
［C］ )29 D E，@A F，689= ? G，HI > E 0,,! 8993 - $%&’ - -,.. - "$

0J0.
［J］ @AI 4，)29 D E，>I9 ; 0,,+ 87.2 52.,062362 %# *!.
［+］ (&9= > ?，@A ; 6，:A8B7293 (KA=B$ 0,,< :))) *021’27.6"1’ ;1

<3.02’"167’，=,00",3,7.067’，21> =0,?/,17& @"1.0"13 %& !0J<
［.］ E29 L，>B89 1 6，EI ? M 0,,J 87.2 $%&’ - !61 - %# !C0+（ A9

DBA98#8）［万 红、沈仁发、吴学忠 0,,J 物理学报 %# !C0+］

［/］ (&9= > ?，MB2A ; H，E29= ) 4，N2A 6 F，@A ; 6，:A8B7293 (，

@&=%2##& 5 " 0,,J 8993 - $%&’ - -,.. - $" 000J,C
［*］ H29= 6，E89 H F，@A O，MB89= F，NA29 @ ? 0,,. 87.2 $%&’ -

!61 - %’ <J<*（A9 DBA98#8）［杨 帆、文玉梅、李 平、郑 敏、

卞雷祥 0,,. 物理学报 %’ <J<*］

［!,］ MB29= L，H29= ; 6，629= @，H29= E F 0,,< 52’.,0 - +,# - !" +C

（A9 DBA98#8）［张 辉、杨峻峰、方 亮、杨卫明 0,,< 材料导报

!" +C］

［!!］ @A O，E89 H F，NA29 @ ? 0,,. 8993 - $%&’ - -,.. - (& ,00J,<
［!0］ @A9 M F !*/. $0617693, 21> A,’6B1 "4 .%, <3.02’"167 C"01（N8APA9=：

>QA89Q8 O%8##）R<!，J<，*J（A9 DBA98#8）［林仲茂 !*/. 超声变

幅杆的原理和设计（北京：科学出版社）第 <!，J<，*J 页］

［!<］ 6A7ARR&’ ( " 0,,J $%& - "4 .%, !"36> !.2., #" !!!/
［!C］ )29 D E，@A F，LI29= ; L 0,,! $%&’ - +,# - N ’) !CCC!J
［!J］ MB29= 6 ?，E29= @ S 0,,! 5">,01 $6,D",3,7.067’（N8APA9=：>QA89Q8

O%8##）R!<0，!++（A9 DBA98#8）［张福学、王丽坤 0,,! 现代压电

学（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第 !<0，!++ 页］

［!+］ @I29 4 (，MB29= ; (，E29= 1 G 0,,C $6,D",3,7.067 *021’>/7,0 21>

*021’>/7,0 8002&（N8APA9=：O8TA9= U9A’- O%8##）R*<（A9 DBA98#8）

［栾桂冬、张金铎、王仁乾 0,,C 压电换能器和换能器阵（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 页］

［!.］ 6A7ARR&’ ( "，NAQBI%A9 F V，)29 D E，@AI ; F 0,,J ("/0123 "4

89936,> $%&’67’ (" !!<*!,

!"#$%&’%(%)&*+) *%,-’$,% ’. /"#$%&’,&*+)&+0%*-+%1’%(%)&*+)
)’/-’,+&% ’$ " &*"-%1’+2"( %(",&+) ,34,&*"&%!

MB29= H29W629= E89 HIWF8AX @A OA9= NA29 @8AW?A29=
（@"33,B, "4 ;9."W)3,7.0"167 )1B61,,061B，*%, E,& -2F"02."0& 4"0 ;9.",3,7.067 *,7%1"3"B& G !&’.,H’，

5616’.0& "4 )>/72.6"1，@%"1B?61B <16#,0’6.&，@%"1B?61B C,,,<,，@%612）

（18Q8A’83 0C ;29I2%Y 0,,/；%8’A#83 Z29I#Q%AR$ %8Q8A’83 < ;I7Y 0,,/）

"[#$%2Q$
" Z2=98$&#$%AQ$A’8 \872#$AQ #I[#$%2$8 \RA8]&878Q$%AQ Q&ZR&#A$8 B2# [889 38’87&R83 KB8%8 $B8 872#$AQ #I[#$%2$8 $2T8# $B8 ^&%Z

&^ $%2R8]AIZ $& 2ZR7A^Y $B8 #$%2A9- NY I#A9= $B8 8_IA’2789$ QA%QIA$，$B8 Z2=98$&878Q$%AQ %8#R&9#8 &^ $B8 Q&ZR&#A$8 A9 $B8
7&9=A$I3A927 ’A[%2$A&9 B2# [889 2927Y]83- 5B8 Z2=98$&878Q$%AQ %8#R&9#8 &^ 2 58%^89&7W(\$%2R8]&A327 N8W[%&9]8\OM5WJL Q&ZR&#A$8
A# Q27QI72$83 293 A# Q&ZR2%83 KA$B $B8 8‘R8%AZ89$ - V$ A# A93AQ2$83 $B2$ $B8 $B8&%8$AQ27 %8#R&9#8 #B&K# 2 #AZA72% ’2%A2$A&9 $89389QY
2# $B8 8‘R8%AZ89$27 A9 #RA$8 &^ $B8 3A^^8%89Q8 A9 %8#&929$ ^%8_I89QA8# 293 $B8 ’27I8# &^ $B8 Z2=98$&878Q$%AQ ’&7$2=8 Q&8^^AQA89$#，
KBAQB A# $B8 %8#I7$ &^ 98=78Q$A9= $B8 =7I8 [8B2’A&% - "$ $B8 #2Z8 $AZ8，$B8 Q&ZR&#A$8 &9 2 $%2R8]&A327 #I[#$%2$8 293 $B8 Q&ZR&#A$8
&9 2 %8Q$29=I72% #I[#$%2$8 2%8 Q&ZR2%83，KBAQB A93AQ2$8# $B2$ $B8 ^&%Z8% B2# BA=B8% Z2=98$&878Q$%AQ ’&7$2=8 Q&8^^AQA89$ - 5B8
789=$B %2$A& &^ $B8 $%2R8]&A327 872#$AQ #I[#$%2$8 293 $B8 $BAQT98## %2$A& &^ $B8 Q&ZR&#A$8 2%8 ^I%$B8% 2927Y]83- V$ A# ^&I93 $B2$ $B8
Q&ZR&#A$8 KA77 B2’8 Z2‘AZIZ Z2=98$&878Q$%AQ ’&7$2=8 Q&8^^AQA89$ KB89：（!）$B8 %2$A& &^ $B8 789=$B &^ KA38 #8Q$A&9 $& $B8 $&$27
789=$B &^ 2 $%2R8]&A327 872#$AQ #I[#$%2$8 A# ,aCJ；（0）$B8 $BAQT98## &^ 2 $%2R8]&A327 872#$AQ #I[#$%2$8 A# &98 ^&I%$B $B2$ &^ 58%^89&7W
( 72Y8% -

+,-./012：Z2=98$&87Q$%AQ 8^^8Q$，Z2=98$&#$%AQ$A’8\RA8]&878Q$%AQ Q&ZR&#A$8，Z2=98$&87Q$%AQ %8#R&9#8
3455：.J/,

!O%&P8Q$ #IRR&%$83 [Y $B8 )2$A&927 )2$I%8 >QA89Q8 6&I932$A&9 &^ DBA92（4%29$ )&- !,..+,<*）293 $B8 )2$A&927 LA=B 58QB9&7&=Y 18#82%QB 293

(8’87&RZ89$ O%&=%2Z &^ DBA92（/+< O%&=%2Z）（4%29$ )&- 0,,.""!0M!<0）-

X D&%%8#R&93A9= 2I$B&% - bWZ2A7：YZK89cQ_I- 83I- Q9

<JJ! 期 张延芳等：采用阶梯形弹性基底的磁致伸缩\压电复合结构磁电响应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