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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 满足机器人与外界环境 、 对象发生接触及交互作用 时的触觉感知 需求 ， 提出 了
一

种基 于光纤布

拉格光栅 （ ＦＢＧ ） 的柔性触觉传感器 ． 该传感器采用 ３Ｘ ３ ＦＢＧ 阵列作为柔性传感元件 ， 聚二甲 基硅氧烷 （ ＰＤＭＳ ）

材料构 成双层柔性基体 ． 介绍 了传感器 的传感原理 并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其弹性体进行力学仿真分析 ， 基 于标定实

验平 台 完成该传感器 的静态标定实验 ． 传感器的空间 分辨率 为 ２５ ｍｍ ， 在 １ ０ ｍｍ ｘ １０ｍｍ 载荷施加单元下 ， 对力

的感 知范 围为 ０
？

７ Ｎ ， 且传感器具有较好的线性度和 灵敏度 ， 重复性和
一

致性 良好 ， 力 灵敏 度为 ０ ． １ ６ ｎｍ／Ｎ ． 实

验 结果和分析研宄都证 明 了柔性触觉传感器的可行性 ． 该传感器 与人体皮 肤触感及结构极 为相似 ， 且布线 简单 、

抗干扰能力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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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 言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触觉感知是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 功能之
一

， 是

机器人感知研究中的首要内 容 ． 为 了让机器人具有

类似人类皮肤 的触觉感知功 能 ， 需要赋 予机器人能

够实现外界环境感知的触觉传感网络 ， 帮助机器人

感知与外界环境和对象的相互作用情况并及时做 出

判 断和反馈 ［
１

＿２
］

． 基 于触觉传感 网络 中 的多个柔性

触觉传感器采集信息 ， 并结合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

术来效仿人体 的综合处理功 能 ， 可为机器人的反馈

和控制提供综合信息及依据 ， 同时为机器人交互对

象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提供保障 ．

相对于传统触觉传感器 ， 柔性触觉传感器从物

理特性上更接近于 人体皮肤 的 外形 、 触感及柔软

度 ， 使机器人能够实现柔性触觉感知 ． 其中 ， 柔性

基体和柔性传感元件是柔性触觉传感器 区 别于传

统触觉传感器的 ２ 个主要方面． 国 内外关于机器人

柔性触觉传感器的研究 ， 多采用如 电阻应变片 、 压

电材料 、 电容 、
ＭＥＭＳ（微机 电系统 ）

、
ＰＶＤＦ（ 聚

偏二氟 乙烯 ） 等技术 ［
３ ＿７

］

． 研究 中大多将 ＰＶＤＦ 和

基金项 目 ： 机器人仿生与功能研宄北京市重卢实验室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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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 ４ ０壤第 ５ 期 许翁超 ， 霉Ｓ＾ｆ
＂

ＦＢＧ 的机器人薄性嫩觉德靡器 ６３ ５

ＰＤＭＳ 等材料作为传感器的柔性基体 ， 其中 ＰＤＭＳ

常被用作仿人皮肤的制作材料 ， 因此更接近人类皮

肤特性 ． 但触觉传感元件多为刚性传感元件 ， 不具

：有柔性 ， 画此 ， 传感器的柔性及触感受刚性元件的

限制 ， 存在
一

定 问题 ， 且也乎电磁千扰等问题 ， 测

量结果相应受到影响 ． 近年来 ， 随看光纤传感技术

的发餍 ， 光纤布撞格光栅 （ ＦＢ＝Ｇ ） 被广Ｓ应用子传

感领域 ？ 由于其体积小、 结构简单、 具有柔软性、

能够埋入材料内部、 容易封装 、 可抗电磁干扰等
＿

特

点 ＦＢＧ 被 国 内外学者作为
一

种新型的柔性触

觉 传感元件？ ． 其中 ， 韩国 国 家技术科学院 Ｈｅｏ

等Ｍ 将 ＦＢＧ 嵌入到中心帯有凸起结构的 ＰＤＭＳ 属

盘中作为传感单元 并构成 ３３ 的力 传感阵列 ，

研究扭一种大面积触觉传感器 ， 传感器力分辨率为

０ ．０５ Ｎ ， 但传感器在魏
１鐘截围 内的力

一波长 曲龜虽

非线性变化 ． 山东大学蒋奇等 将 ＦＢＧ 封装于矩

形 ＰＤＭＳ 材料中构成 ３Ｘ３ ＦＢＧ 阵列传惑器 ， 传感

器力
．

灵敏度为 〇 ．〇３ ｎｍ／Ｎ ， 该灵敏度相对较 与

人类皮肤敏感度差异较大． 国 内 外关于 ＦＢＧ 柔性

触觉传感技术的研究 尚处于起步 阶段 ， 相关报道

较少 ， ，

且塞子 ＦＢＧ 的柔性触觉传感器作为人工皮

肤应用到机器人领域的研宂还都处在实验阶段 ， Ｈ

此 ， 相关研究意义显著．

基于上述 问题 ， 本文采用 ：ＦＢＧ 作为柔性传感

单元 ，
ＰＤＭＳ 材料作为柔性基体展开研究 ， 设计了

—种与人类皮肤＿构 、 柔性和触感更为相似的的双

层麗构柔性触觉传感器用于机器人的柔性触觉感

知 ．

引 起Ａ 和 的变化 的最鸾接和最主要的 因素

因此 ， 在外力作用 下 ， 假设 ＦＢＧ 绝对均匀且温度

稳定 ， 那么 ＦＢＧ 中心反射波长变化 的
一

般计算公

式为

＾

＝

（
ｌ
－ Ｐ

ｅ ）
ｅ（

２
）

人Ｂ

式中 Ａ知 为 ＦＢＧ 中 心波长偏移 ， 巧 为有效弹光系

数 ｅ 为应变？

包层纤■芯

露 １ＦＢ：ａ待感原理

Ｆｉ
ｇ

． １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ｎ
ｇ ｐｒ ｉｎｃ ｉｐｌｅｏ ｆＦＢＧ

灣舞于 ＦＢＧ 阵列的柔性触觉传感器弹性体受

到外力作用时 ， 传感器弹性体受力变形将引起相应

位置的 ＦＢＧ 的拉伸变形 ， 从而使该 ＦＢＧ 的波长产

生变化 ？ 顧此 ， 自温度恒定时 ，
ＦＢＧ所受垂直外力

丹 作用与其中心反射波长变化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Ｍｂ
＝

ＸＢ
（

１
－

Ｐ
ｅ

）

￡＝Ａｂ
（

１
－

Ｐｅ
） 

ｋｃＦｚ
＝ＣＦＺ⑶

其中 是应变一力系数 ， Ｃ 是波长偏移
一力系数．

如果传感器受力面较大 ，
将 引起基体 中 ＦＢＧ 阵列

的多个 ＦＢＧ 的波长变化．

２传感原理 （ Ｓｅｎｓｉｎｇｐ
ｒｉｎｃｉｐ ｌｅ ）

ＦＢＧ 传感技术以光波为载体 、 光纤为传 介

质 ， 利用 掺杂光纤的 光敏特性 ， 通过 ＦＢＧ 周 期和

折射率的变化 引起的 中心波长偏移来感知外界待测

参数变化情况从而实现传感＆
１４

］
．ＦＢＧ 传感原理

如 图 １ 所示 ，
它像高反射窄带光反射镜 ， 反射

一

种

波长并透射所有其他波长 ．

根据光纤耦合模理论 ［

１ ５
］
，
ＦＢＧ 的 中 心反射波

长为

儿
Ｂ 

＝２？ ｅｆｆＡ⑴

式 中 ，
Ａ 为光栅的 固有周期 ， 为导模 的有效折

射傘 ． 方程 （
１

） 为 Ｂｒａｇｇ 条件 ． 当宽带光在均匀的

ＦＢＧ 中传输时 ， 产生模式耦 合 ， 满足 Ｂｒａｇｇ 条件的

入射光波被反射回来 ， 这就是 ＦＢＧ 的基本工作原

理 ＊ 由方程 ⑴可知 ，
ＦＢＧ 的中

＇

心反射波长 Ａｂ 随鲁

Ａ 和 《 ｅｆｆ 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 而应变和温度是能够

３ 传感器设计 （ Ｓｅｎｓｏｒｄｅｓ ｉｇ
ｎ ）

塞子 ＦＢＧ 的柔性触觉传感器的结构设计思路

是＞选择具有与 人体皮肤相近的 力学性能 Ｉ参数的

ＰＤＭＳ 材料 ， 模仿人体皮肤结构 ， 同时通过对 ＦＢＧ

的复用将 ＦＢＧ 阵列与 ＰＤＭＳ 材料相结合 ， 把柔性

传感元件阵列和柔性基体组合构成准分布式触觉传

感器 的柔性结构 ， 完成柔性触觉传感器的设计 ．

３ ． １ 设计依据

皮肤 的杨氏模量＿ ＿靡 ０ ．０２ ＭＰａ 到 １ ００
ＭＰａ

之 间不等 ， 且人类前臂皮肤 的 杨 氏模量大 多 在

０ ．
１ １ ＭＰａ 到 ２． ５

ＭＰａ 之间 ， 柏 校 比 的派最徽大多
在 ０ ．４５ 到 ０ ， ５之间 ， 摩檫系数大多＿ ：０，２ 到 ０． ５ 之

间 ［

１
７］

■ＰＤＭＳ 属于超弹性材料 ， 其泊松比在 ０ ．４７ 到

０ ．
４９９９ 之间 ， 因此 ， 在力学分析中 ＰＤＭＳ 材料与人

体皮肤都可以近似被认为是不可压縮材料 ． ＰＤＭＳ

材料的摩擦系数在 ０ ．２５ 到 ０ ．７５ 之间 ， 与人体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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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本
一

致 ？ 需要考虑的是选择杨 氏楱釐在 ０ ． １ １ ＭＰａ

到 ２ ．５ＭＰａ 之间的 ＰＤＭＳ 材料 ．

人体皮肤可 以被着成由蠢姓 ：基体和分布在柔性

基体中 的纤维构成的复合弹性材料 ，
Ｓ从外到里呈．

现不同硬度不同厚度的层狀结构 ． 函此 ， 表皮和真

皮 的力学特性也会存在 定差异 ， 例如 ， 在相 同情－

况下表皮的杨氏模量要远大于真皮 的杨 氏模量《

且 ＦＢＧ 的栅区长度及 ＦＢＧ 阵列 的布置决定 了

传感器的尺寸及空间分辨率 ． 此结构中选择最为常

用的栅区长度为 １ ０ｍｍ 的 ＦＢＧ ， 由于制作工艺的原

在不影响光栅反射率的前提下 ， 同
一

根光纤上

的各个 １０ｍｍ 的 ＦＢＧ 之 间的捷宣距离的最小值为

１５ ｍｍ
，
此时传感器的空询分＿：为 ２５ ｍｍ ， 面此 ，

栅区长度 和 ２ 个 ＦＢＧ 间距的选择限制 了传感器结

构的最小尺寸 ，

３． ２ 结构设计

柔性触觉传感器 的设计必须考虑 ２ 个主要因

素 ：

一

个是传感器的灵敏度 ， 另
一

个是传感器易损

程度 柔性基体的硬度和厚度以 及 ＦＢＧ 的 嵌入深

度决途 了传惑器的灵敏度 ？ ：＿宁 ＦＢＧ粗外力的 作

用下拉伸形变产生波长变化 ， 当 ：ＦＢＧ 嵌入柔性基、

体时 ， 基体的厚度确定 ， 旦ＦＢＧ 在基体的嵌入深度

确定时 ， 柔性基体的硬度和传感单元的灵敏度存 。在
一定关系 ： 硬度越低 即传感器越柔软 ， 受到相同外

力作用时传感器的形变越太 ， 传 ．感单元中 ＦＢＧ 狻

长变化越太 》 因此 ， 传感单元灵敏度越露， 但 ＦＢＧ

在变形过大时容易断裂造成传感器损坏 ， 传感器测

＿：范
：
围较小 ？ 反之 ， 寶柔性基体的硬度较高时 ， 受

到相同 的外力作用下传感器形变较小 ， 即传感单元

中 ＦＢＧ波长变化较小 ， 传感单元灵敏度较低 ， 传

感器触觉敏感不足 ？

为 了解决设计矛盾 ， 同时效仿人体皮肤结构 ，

柔性触觉传感器的弹性体基体由上述 ２ 种硬虔和厚：

度不 同 的柔性基体组成 ， 即 Ａ 型柔性基体和 Ｂ 型

柔性基体组合到
一

起 ， 此设计可使传感器具有较

高 的灵敏度 ， 同时不易损坏． 其中 ， Ａ 型柔性基体

的硬度为邵 氏 八 ０
°

， 杨氏模量 ０． １ ５ ８ＭＰａ ， 厚：度为

１０ｍｍ ． 该硬度与人类皮肤的硬度最为接近 ， 触感

与人类皮肤也极为相似 ， 且该基体硬度１＾的 结构设

计能够保证与传感器接触过程中 的舒适度 和安全

性 ． Ｂ 型柔性塞体的硬度选择为部 氏 Ａ ５０％ 杨 氏

模最 ２
．
４６５
ＭＰａ ， 厚度为 ３ｍｍ？ 将 Ａ 型柔性基体置

于 Ｂ慮柔性基体之下 ， 并将 ３Ｘ３ 的 ＦＢＧ 阵列嵌入

到 Ｂ 型柔性基体的 １
．５ ｍｍ 深度 ．． 基于 ＦＢＧ 的现虜

柔性基体触觉 ：传感器结构设计 由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软件完

成 ， 传感器详细设计如 图 ２ 所示 ．

３ ．３ 有限元分析

柔性触觉传感器的模 ？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 ｓ软件设计

并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ＢＡＱＵＳ 中生成 ＡＢＡＱＵＳ

模型并完成模型的有限元分析 ． 灣对该传感器施

加外力时 ， 柔性基体发生形变麗嵌入的 ＦＢＧ 也随

之发生形变 ， 从而导致相应 ＦＢＧ 的波长发生偏移 ．

由于单模光纤是柔性的 ， 且其眞径仅为 ２５０ ｐｍ ， 与

塞体的尺寸相 比非常小 ， 因此 ， 嵌入柔性基体中 的

ＦＢＧ 阵列对力的反馈可以忽略不计．

模猶生成后定义材料性质 ， 本文采用 Ｍｏｏｎｅｙ
－

Ｒ ｉｖｌ ｉｎ 材料模型作为该传感器柔性基体的本构模型 ．

Ａ 型柔性基体 和 Ｂ 型柔性基体的杨 氏模量分别为

０ ．
１ ５８ ＭＰａ和２

．
４６５ＭＰａ ， 密度分别为９３ ８ ．

２７ｋｇ
／ｍ

３

和 １ ０８４ ．８４ ｋｇ／ｎＡ 通过计算籍 出 Ａ 型 柔性 ．基体

的材料常数ＣＡ １Ｑ
＝

０ ．０２ １ＭＰａ ， ＣＡＭ
＝

０ ．００５ＭＰａ

及 Ｂ 型柔 性基体 的材料 常数 ＣＢ １ ￡）
＝０ ．３２９ ＭＰａ ，

ＣＢ ０１
＝

０ ．０８ ２ＭＰａ ，？＆ ＰＤＭＳ 视为
一种接近不冒压

缩的材料 ， 即 Ａ 型柔性基体和 Ｂ 型柔性基体的不可

压缩常数分别为 Ａｕ
＝

０ 和 Ｚ＞
ｂ ｉ
＝

〇 ．

为了分析该传感器双层柔性基体构成的弹性体

模型受到外力作用时 的形变及应力应变分 布情况 ，

定义垂直于弹性体上表面 （ 即 Ｂ 型柔性基体的上表

面 ） 的 Ｚ轴负向压力载荷 ， 義葡施加面为 １０ ｍｍｘ ：

１ ０ｍｍ ， 施加力大小为 Ｉ Ｎ ？ 传感器弹性体受力位置

中心沿 Ｘ 轴方向 的应力分布和空间位移 的剖面图

如图 ３ 所示》 并 以 １ Ｎ 为步长 ， 从 １ Ｎ 逐渐增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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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ＢＧ

７ Ｎ
， 分别记录传感器弹性体 Ｘ方向的 移偏移囊 ，

假设 ＰＤＭＳ 材料綦各向均匀的 ， 輕入光纤随弹

性体形变而发生形变 ， 因此 ， Ｘ 方向 的位移偏移議

可 以视为 ＦＢＧ 的轴 向形变ｉ 从而可以推算 ＦＢＧ

的 中心波长偏移量＊ 如图 ４ 所示， 自传感器弹性体

受到 Ｚ 轴负 向压力时 ， 施力面正下方的 ＦＢＧ 中心

波长偏移量与施加力大小成线性关系 ， 且传感器力

鼠敏度约为 ０ ． １７ ｎｍ／Ｎ．

Ｓ
，
Ｓ １ １

（Ａ Ｙ ｇ ； ７ ５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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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间位移

图 ３Ｚ轴 －

Ｉ Ｎ 载荷下传感器弹性体 Ｘ 轴方向有限元分析

Ｆｉ
ｇ

．３Ｘａｘｉｓｆｉｎ 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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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 ／Ｎ

图 ４ 不 同载荷变化下 ＦＢＧ 波长偏移仿真分析

Ｆｉ
ｇ

．４Ｓ 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ＦＢＧｗａｖｅｌｅｎ
ｇ
ｔｈｄｒｉｆ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ｌｏａｄｓ

需要指 出 的是 ，
ＰＤＭＳ 材料具有三薦：非线性 ，

且大变形下应力应变为非线性关系 ， 但本传感器单

元受力范眉较小 ， 基体形变较小 ， 其应力应变关系

保持在线性范围内 ＊ 因此 ， 仿真分析表明在 １０ ｍｍ

ｘ１ ０ｍｍ 载荷施加单元下 的 ０
？

７
Ｎ 受力范爾内 》

传感器能够保持线性和有效性 ．

３ ．４ 传感器制作

３Ｘ３ＦＢＧ 阵列由 ３裉刻有 ３ 个 ＦＢＧ 的光纤构

成 ， 同
一

根光纤中不
＇

同 ＦＢＧ 之 间的间距为 １ ５ｍｍ ，

栅 区长度为 １ ０ｍｍ ， 用酒 精棉轻柔地将光纤檫千

净 ， 并将每
一

根光纤两侧装上保护套管防止裸露在

外部的光纤折损 ． 准备 Ａ 塑柔性基体和 Ｂ 盤柔性

基体， 并将 ３Ｘ３ＦＢＧ 阵列的 ３ 根光纤间隔 ２５ｍｍ

平行封装于 Ｂ 型柔性基体 中 ， 深度为 １ ．５ ｍｍ ， 使 ９

个 ：ＦＢＧ 均 匀分布在 Ｂ型＿性基体中形成 ＦＢＧ阵列 ．

预紧光纤以防止弯 曲导致的光纤松驰不平貪Ｉ 采用

专用胶 ＪＵＫＡＭ Ｇ －９ ８ ８
Ａ 将其固定好 ． 将嵌入 ＦＢＧ

阵列 ＣＦＢＧ １

？

ＦＢＧ９） 的 Ｂ 型柔性基体置于 Ａ 型

柔性基体之上 ， 用专用胶 固定使之成为＾体 ， 弁将

３ 根光纤熔接形成 １ 根光纤通路 ．

这些歩骤之后 ， 基于 ＦＢＧ 阵列的柔性触觉传

感器制作完成 ， 放置 ２４ｈ 后便可进行测试． 传感器

样本 的实物如图 ５ 所示 ？

图 ５ 柔性触觉传感器样本

Ｆｉ
ｇ

．５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 ｌｅｔａｃｔｉｌｅｓ ｅｎｓ ｏｒ

图 ６ 传感器标定实验平 台

Ｆｉ
ｇ

．６Ｓｅｎｓｏ ｒｃａｌ ｉｂ 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４ 传感器标定实验 （Ｓｅｎｓｏｒ ｃａｌ 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ｅｘ
－

ｐｅ
ｒｉｍｅｎｔｓ ）

柔性触觉传感器 的标定实验平 台 主 要包括 ：

柔 性触 觉传 感器 、 压 力 试 验机 、 ＡＳＥ－ＣＬ 光源

（ １ ５２５ ｎｍ
？

１ ６ １ ５ｎｍ ） 、 光环形器、 横河ＡＱ６３７０Ｄ

光谱仪、 ＦＢＧＡ（ ｆｉｂｅｒＢｒａｇｇｇｒａｔ
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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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ｌｙ
ｚｅｒ ） 波长懈调模块和 ＰＣ 机等设备 ， 如 图 ６ 所

示－ 当：传感器受到来自压力试验机的垂直单轴 负载

时 ， 传感器在相应位置的 ＦＢＧ 的中心反射被长将

发生偏移． Ｉ传感器 ＦＢＧ 阵列 中的 ９ 个 ＦＢＧ 的应

变变化不仅会受负载太小影响 ， 而且会受到负载位

置和负载接触面积太小的影响 ．

４． １ 传感器单元标定实验

棊于传感器标定实验平台 制订实验方案 ， 保

持实验环境値度恒定在 ．２ＣＴＣ ． 传感器 ＦＢＧ 栅 区长

度为 １０ｍｍ
，
即传感旱元为 １ ０

ｍｍ
， 在業性触觉传

感器的单个 ＦＢＧ（例如 ＦＢＧ５ ） 传感筚元的上方施

加垂袁方向 （ 即 Ｚ 轴 ） 的压力 ， 受力面为 １ ０＿

１０＿ ， 长度刚好覆盖传感单：元 ＦＢＧ
， 旦在传感

单元 ＦＢＧ 受力面位置的下方ＩＥ
ｉ＃央 ， 施加压力 以

０ ．５Ｎ为步长变化 ， 从 ０Ｎ ：增大到 ７Ｎ．

ｆｔｔｏ载到柔性触觉传感器的 轴压力逐渐增大

时 ， 与加载位置相对应的 ＦＢＧ（ＦＢＧ５ ） 的中心波

长增大 ， 该 ＦＢＧ 的反射光谱向右移动 ， ｆｉ ＦＢＧ 阵

列中其他 ＦＢＧ 的中心波长变化很小 ， 可以忽略 ． 相

反 ， １｜传感器上的压力卸载时 ， 对应于负载位置的

ＦＢＧ（ＦＢＧ５ ） 的中心被长减小 ， 该 ＦＢＧ 的反射光

谱向Ｓ移动 ， ＿样 ， ＦＢＧ 阵列 中其他 ＦＢＧ 的 中 心

波长变化很小 ， 可以忽略 ？ 随着对传 ：感器施加压力

的増大 ，
进行重复加载和卸载实验 ， 记录各个 ＦＢＧ

的 中心波长变化值， 并进行数据的处理分析 ， 实验

测量结果如图 ７ 所示． 从实验结果可 以看出 ， 传感

器所受压力 的大小与相应位置 ＦＢＧ 的 中心被长变

化呈现很好 的 线性关 ．系 ． 同时完成了传感器不 同

位置 ？８０（例如 ＦＢＧ２、 ＦＢＧ ５ ） 的加＿卸载铡试实

验 ， 如图 ８ 所示 ．

图 ７ＰＢＧ单元 ＣＦＢＧ５ ） 在外为作爾下滅长偏移

Ｆｉ
ｇ

．７Ｗａｖｅｌｅｎ
ｇ
ｔｈ ｓｈ ｉｆｔ ｏ ｆ ｔｈｅｆ ｉｂｅｒ Ｂｒａ

ｇｇ ｇ
ｒａｔｉｎ

ｇ
ｓ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ｉｓａｐｐｌ ｉｅｄ
（ｏｎｔｈｅ５ｔｈＦＢＧ）

ｆｏｒｃｅ／Ｎ

（
ｂ
）
ＦＢＧ５

图 ８ 传感器不同位置 ＦＢＧ 的测试实验

Ｆｉ
ｇ

．８Ｔｈｅｔｅｓｔｉｎ
ｇ
ｏ ｆ ＦＢＧｓａｔ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 ｉ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 ｓ

理论上 ，》 施加在传感器单个 ＦＢＧ 上的 负载在

理想情况下不会影响其他 ＦＢＧ ？ 然而 ， 从图 ７ 可以

看出 ， 实验结果实际土存在＝普干扰 ， 因为同 管

的 ３ 个 ＦＢＧ 在相Ｍ 的
一

根光纤中 ，
传感器在负载

位置附近的形变会导致该 ＦＢＧ 所在的这根光纤发

生微小变形 ， 因此会对此光纤上的其他 ＦＢＧ 有
一

定的影响 ． 但与该 ＦＢＧ 的 波长 偏移相 比 ， 千扰非

小 ， 可以忽略不计． 在传感器重复加载卸载测试

实验 中 ， ９ 个 ＦＢＧ具有很小的灵敏度羞异 》 且略小

于模拟分析的结果 ， 可能是由于传感器制作过程中

的操作误差以及实验课差等囡素造成的 ．

实验＿ 日添 所有 ＦＢＧ 的憂鐵度均＿

０ ． １ ５７ ｎｍ／Ｎ

？
０ ． １ ６４

ｎｍ／Ｎ 的区间之内 ， 各个 ＦＢＧ 之间灵敏度

略有差异 ， 线性拟合决定系数均达到 ０ ．
９９ ． 综合

多次实验数据 ， 式 （ ３ ） 中 的波长偏移
＿力 系数 Ｃ 约

为 ０ ．
１ ６ ， 即该传感器的 力灵敏度为 ０． １６ ｎｍ／Ｎ ． 传

感器具有 良好的重复性和
一

致性 ， 且与模拟仿真结

果基本
一

致 ． 同时 ， 为了 传感器的使用安全性 ， 在

１ ０ｍｍｘ１０ｍｍ 载荷施加：单元下的感知范頂可定义

为 ０
？

７ Ｎ
， 与人体皮肤对力 的感知范围相似 ［

１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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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传感器阵列标定实验

基于传感器标定实验平台 制订卖验方案 ， 保持

实验环境温度恒定在 ２０
°

Ｃ ■ 在柔：性触觉传感器的多

个ＦＢＧ（ 例如ＦＢＧ １ 、
ＦＢＧ２ 、 ＦＢＧ４、 ＦＢＧ５ ） 构成

的传感阵列区域位置上方施加垂直方向 即 Ｚ 轴的压

力 ， 受力面为 ３ ５ｍｍ ｘ ３ ０ｍｍ ， 餐盖 ＦＢＧ１
、
ＦＢＧ２ 、

ＦＢＧ４ 、 ＦＢＧ５ 所在Ｈ域 ， 施加压力 以 ５ Ｎ 为步长变

化 ， 从 ０ Ｎ 增大到 ２０ Ｎ．

载到 ：靠性触觉 传感器 的 Ｚ 轴压力 琢渐

增大时 ， 与加载位置相对应的各个 ＦＢＧ （ ＦＢＧ １
、

ＦＢＧ２
、 ＦＢＧ４、 ＦＢＧ５ ） 的中心波长增大 ， 各 ＦＢＧ

的反射光谱 向右移动 ， 且 ＦＢＧ 阵列 中其他 ＦＢＧ 的

中心波长变化很小 ， 可 以忽 略 ． 相反 ， 自传感器上

的压力卸载时 ， 对应哥负载位置的各 ＦＢＧ（ ＦＢＧ １ 、

ＦＢＧ２、
ＦＢＧ４ 、

ＦＢＧ５ ） 的中心波长减小 ， 各 ＦＢＧ

的反射光谱向左移动 ， 同样 ，
ＦＢＧ 阵列 中其他 ＦＢＧ

的 中心波长变化很小 ， 可以忽略 ． 童复加载和卸载

实验 ， 记录每次各 个 ＦＢＧ 的 中心波长变化值 ， 并

进行数据的处理分析 ， 实验测量结果如图 ９ 所示．

ＦＢＧ１

ＦＢＧ２

ＦＢＧ３

ＦＢＧ４

ＦＢＧ５

ＦＢＧ６１ ． ０

ＦＢＧ７

■
ＦＢＧ８

■
ＦＢＧ９

围
９得感器 ＥＢＧ

阵列
＇

ＣＥＢＧ １ 、 ＦＢＧ２ 、 ＦＢＧ４ 、 ＦＢＧ５ ） 租

力作用不的波长偏移

Ｆｉ
ｇ

．９Ｗａｖｅｌｅｎ
ｇ
ｔｈ ｓｈ ｉｆｔ ｏ ｆ ｔｈｅｆｉｂｅｒ Ｂｒａ

ｇｇ ｇ
ｒａｔｉｎ

ｇ
ｓ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ｎ１ ｓｔ ， ２ｎｄ， 
４ ｔｈ

，
５ｔｈＦＢＧ）

综上所述 ， 该传感器在外形结构 、 柔性 、 触感

等方面都更加趋近于人类皮肤 ， 能够真正实现柔性

变形 的触觉 ，感知等实际 需求 ， 且基于－

ＦＢＧ 的独特

优势 ， 传感器抗电磁千扰能力强． 与国 内外现有基

于 ＦＢＧ 传感技术的＿性触觉传感器 相 比 ， 本

文方法在线性测筆范围 内提商了 传感器的灵敏度 ，

改眷了其测儀葙围和灵敏度之伺的设计局限性？ 设

计中通过选取光栅 区域长度更短的 ＦＢＧ 可以进
一

步减小传感器的 尺寸及空间分辨率 ．

５结论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本文提 出 的基于 ＦＢＧ 的柔性触觉传感器采用

ＰＤＭＳ 材料构成 ２种不同硬度和厚度的双萬柔性基

体结构设计 ， 可使传感器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 同时

使传感器不 易损坏？ 传感元件和基体结构都具有

很好的柔性 ， 使传感器具有很好的柔软性 ， 在触感

及结构上与人体皮肤极为相似 ， 且该传感器布线简

单 、 抗：

干扰能力强 ？ 藝于标定实验乎台对该传感器

进行了标定卖验 ， 结果表明传感器具有较好的 线性

度和灵敏度 ， 且重复性和
一致性良好 ， 该传感器的

力灵敏度为 〇 ．
１ ６ ｎｍ ／Ｎ ， 与仿：奠分析＿果较为

一

致 ．

１０ｍｍ载荷施加單元下 ， 传感器对力的

感知范围为 ０Ｎ ？ ７ Ｎ ， 与人体皮肤对力 的感知范

围相似 ？ 传感器的空间分辨率为 ２５ｍｍ ， 通过缩短

光栅区域的长度可以进
一

步减小传感器的尺寸及空

间分辨率 ？ 实验结果和分析研宄都证明了柔性触觉

传感器的可行性 ． 在实际应用： 中 ， 可以根据传感器

的 测録结果 了解总体力分布和施加力的趋势 ． 但传

感器也存在
一

定的 问题 ， 传感器在外力作用下不同

ＦＢＧ 之间存在较小的灵敏度差异且略小于樓拟分析

结果 ， 这可能是由于制作过程及卖验过程中的操作

误差导致的 ， 因此 ， 需要在制作及实验过程中谨慎

操作 ， 避免误差的产
？生 ， 防止传感器的性能受到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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