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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有颞骨手术术前培训手段存在的问题ꎬ设计了一种具有结构简单、位姿解耦、自重平衡特点的 ５ 自由度力反馈触感装

置ꎮ 其采用水平放置的平行四边形结构ꎬ使得前后和左右两个位置自由度均满足重力平衡ꎻ对于后 ３ 个姿态自由度ꎬ采用驱动电机

补偿的方式实现了完全重力补偿ꎬ进而实现了整个触感装置完全重力平衡ꎻ在触感装置结构设计的基础上对触感装置开展了工作

空间分析ꎬ针对触感装置的运动学模型问题ꎬ基于旋量法建立了触感装置的正逆运动学模型ꎻ利用该模型ꎬ通过推导其末端雅可比

矩阵ꎬ建立了速度模型ꎻ最后ꎬ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 对机构的条件数进行了分析计算ꎬ对机构灵活性进行了评价ꎮ 研究结果表明:所设计的机

构满足工作空间需求ꎬ其灵活性较好、精度较高ꎬ验证了触感装置机构设计的合理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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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颞骨是人体最复杂的解剖部位之一ꎬ其非常接近

大脑的外表面ꎬ并保护和包围几个重要的软组织ꎬ如动

脉ꎬ静脉和面神经[１￣４]ꎮ 当移除肿瘤或囊肿[５￣９]、修复

骨折、恢复听力、校正平衡失调和防止感染[１０] 等时ꎬ需
要对颞骨进行手术操作ꎮ 医生在进入临床之前ꎬ需要

进行很好的培训ꎬ否则存在导致患者永久畸形、听力丧

失[１１]和潜在死亡等危险ꎮ
尸体是传统颞骨外科手术培训的主要教学工具ꎬ

然而这种方法受尸体数量、成本和疾病传播风险等限

制[１２]ꎮ 较新颖的教学方法是使用模拟器ꎬ目前用于颞

骨手术培训的模拟器主要有物理模型、虚拟现实模拟

器和具有力反馈的虚拟现实模拟器: ( １ ) 物理模

型[１３￣１４]ꎮ 此类模型接近尸体条件ꎬ主要是快速原型模

型和塑料模型ꎮ 然而此类模型培训问题之一就是物理

模型不能重复使用ꎬ仅能使用一次且价格较昂贵ꎬ不具

有成本效益ꎻ(２)虚拟现实模拟器[１５]ꎮ 此类模拟器由

传统的人机交互接口键盘和鼠标等组成ꎮ 哥本哈根大

学 Ｒｉｇｓ 医院的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教授和奥尔胡斯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研究所的 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 工程师等[１６] 设计开发出了一

种颞骨解剖手术模拟器ꎬ其提供模拟物理条件图形解

释ꎬ然而该模拟器的主要问题是无法提供真实的震动

和接触力ꎻ(３)具有力反馈的虚拟现实模拟器ꎮ 例如

上海交通大学的谢叻教授等[１７] 研发出了一种具有力

反馈的心血管介入虚拟手术模拟器ꎬ该模拟器具有虚

拟现实模拟器的功能ꎬ同时具有触觉力反馈的能力ꎬ但
其不能提供手术钻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的震动感ꎮ 据

此ꎬ研究一种能够提供真实震动感和触觉感知的颞骨

手术混合现实模拟器ꎬ为实习医生临床培训提供一种

教学工具ꎬ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ꎮ
本文将设计一种多自由度触感装置即为颞骨手术

混合现实模拟器的现实机构部分ꎬ并对其进行运动学

分析和性能评价ꎮ

１　 结构设计

针对颞骨手术培训的特定需求ꎬ本文设计了一种

具有重力补偿功能的五维力反馈触感装置ꎮ 通过分析

触感装置的运动学及可操作性能ꎬ并考虑到工作空间

的限制ꎬ最终确定主操作手的具体结构和尺寸参数ꎮ

１. １　 触感装置构型设计

在设计上ꎬ力反馈型触感装置需要考虑的问题主

要包括:(１)结构简单ꎻ(２)运动灵活、摩擦小ꎻ(３)惯量

小ꎻ(４)可实现重力平衡ꎻ(５)位姿解耦ꎻ(６)运动性能

好ꎬ在工作空间内无奇异ꎮ
结合颞骨手术特点ꎬ确定的工作空间为 ５０ ｍｍ ×

５０ ｍｍ ×５０ ｍｍ 的正方体空间ꎮ 本文具有重力补偿功

能的五维力反馈触感装置包括 ６ 部分:底座、平行四边

形机构、大臂机构、小臂机构、手腕机构和手术钻ꎮ 由

于手术钻本身提供绕 Ｚ 轴旋转的姿态自由度ꎬ装置还

需提供 ３ 个位置自由度和 ２ 个姿态自由度ꎮ
力反馈触感装置三维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力反馈触感装置三维模型

考虑到触感装置自身重力和运动过程中关节产生

的摩擦力对系统精度影响ꎬ为减少医生在手术过程中

为补偿上述力而提供的额外驱动力ꎬ提高手术精度ꎬ设
计的触感装置应该实现机构自重平衡ꎬ并尽可能选择

摩擦力相对较小的转动副进行关节的设计ꎮ
位置自由度前 ２ 个自由度采用平行四边形结构ꎮ

平行四边形结构通过转轴与底座连接ꎬ其轴线与地面

垂直ꎬ满足自身重力平衡ꎬ且与直杆小臂机构通过转动

副的形式连接ꎬ减小了机构摩擦力ꎮ 为降低运动学方

程建立和控制系统构建的难度ꎬ本文采用位姿解耦的

结构设计ꎬ令姿态部分腕部两关节转动轴线与手术钻

转动轴线汇交于一点ꎮ 由于小臂机构、手腕机构和手

术钻本身的重量较轻ꎬ本研究采用驱动电机对其进行

重力补偿[１８]ꎬ由此实现了整个触感装置完全重力平

衡ꎬ减轻了重力对于人手触觉感知的影响ꎮ
由于手腕机构末端为一实际外科钻ꎬ这样在虚拟

仿真的环境下ꎬ可完全模拟真实环境下外科钻的操作

效果ꎮ 其设计原则符合人机工程学要求ꎬ操作灵活、结
构紧凑、惯量小ꎮ

１. ２　 驱动方式的设计

考虑到触感装置对反向驱动能力的要求ꎬ各关节减

速比不宜过大ꎮ 综合考虑运动灵活性与传动精度方面

的要求ꎬ可以认为传统的齿轮减速箱或谐波减速箱难以

满足触感装置系统的要求ꎬ目前只有丝传动能够满足零

回差ꎬ同时又能够满足触感装置对传动环节的要求ꎮ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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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丝传动的预紧ꎬ可以消除丝传动系统的回差ꎬ其具有

运动质量、惯量小、形式灵活、传动精度高等优点[１９]ꎮ
触感装置采用丝传动进行关节驱动ꎮ 传动钢丝缠

绕在直接固定于电机输出轴上的丝筒上ꎬ两端经扇面

固定于大扇轮上ꎬ通过调整扇轮和丝筒的直径比即可

以调整传动比ꎮ 弹簧用于调整传动钢丝的预紧力ꎮ
丝传动驱动方式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丝传动驱动方式示意图

２　 运动学分析

采用旋量、运动旋量和力螺旋来描述刚体运动学

问题ꎬ不仅可以避免用局部坐标系描述时所造成的奇

异性ꎬ而且可以对刚体运动进行几何描述ꎬ大大简化对

机构的分析ꎬ故本文采用旋量法[２０] 来建立坐标系ꎬ并
推导该触感装置的运动方程ꎮ

２. １　 正运动学分析

由于手腕机构末端为一实际手术钻ꎬ本文在此只

分析触感装置的 ５ 自由度ꎬ触感装置坐标系与零位构

型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触感装置坐标系与零位构型

取轴的单位矢量和轴上的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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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旋量 ξ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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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矩阵和位置矩阵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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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５ 自由度触感装置运动学正解为:

ｇｓｔ(θ) ＝ Ｒ(θ) Ｐ(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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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ｓｉ—ｓｉｎθｉꎻｃｉ—ｃｏｓθｉꎮ

２. ２　 逆运动学分析

由于腕部两个自由度转动轴线与手术钻转动轴线汇

交于一点ꎬ实现了位姿解耦ꎮ由于其定向部分的计算相对

比较简单ꎬ在此只分析前 ３ 个关节决定的定位问题ꎮ
通过几何分析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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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Ａ ＝ ｌ２ ＋ ｌ４ｃｏｓθ３ꎬＢ ＝ ｌ３ － ｌ５ꎬＭ ＝ ２Ａｐｘ ＋

２ＢｐｙꎬＮ ＝ ２Ａｐｙ － ２Ｂｐ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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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速度模型建立

触感装置操作空间速度与关节空间速度映射关

系为:
ｖ ＝ Ｊ(θ) θ̇ (８)

式中:θ— 触感装置关节角矢量ꎻｖ— 笛卡尔速度矢量ꎻ
Ｊ(θ)— 触感装置雅可比矩阵ꎮ

为方便分析ꎬ此处只取主手前 ３ 关节位置机构作

为研究对象ꎬ基于旋量法求解触感装置雅可比矩阵ꎮ求
解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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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求得雅可比矩阵 Ｊ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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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机构各时刻的位置参数 θ１ꎬθ２ꎬθ３ 分别代入公

式ꎬ即可得到触感装置在各个位置下的雅可比矩阵ꎮ

４　 工作空间分析

本研究基于“蒙特卡罗法” 对颞骨触感装置进行

工作空间分析[２１￣２２]ꎬ触感装置工作空间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触感装置工作空间

从图 ４ 可以看出:装置可以达到手术过程中所需

要到达的位置ꎮ

５　 触感装置性能评价

机构的操作性指标和条件数指标是比较常用的基

于雅克比矩阵的性能评价指标[２３]ꎬ其均是基于奇异值

来进行评价机器人的灵巧度ꎮ操作性指标可以确定机

构的最佳姿态ꎬ但不能准确地描述出机构的运动性能ꎮ
而条件数指标描述的是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的精度ꎬ
条件数越小ꎬ机构的灵活性越好、精度越高ꎮ

本文选用雅可比矩阵的条件数指标作为求解触感

装置操作性的度量指标ꎬ条件数指标表达为:

Ｋ ＝
σｍａｘ

σｍｉｎ
　 １ ≤ Ｋ ≤ ∞ (１０)

式中:σｍａｘꎬσｍｉｎ— 雅可比矩阵的最大与最小奇异值ꎮ
根据条件数指标的定义ꎬ影响雅可比矩阵条件数的

变量有 ３ 个:θ１、θ２、θ３ꎬ分别固定其中一个变量ꎬ分析另

外两个变量对雅可比矩阵条件数的影响ꎮ已知各个连杆

的长度为:ｌ１ ＝ １５０ ｍｍꎬｌ２ ＝ ３０ ｍｍꎬｌ３ ＝ ４６ ｍｍꎬｌ４ ＝
１５０ ｍｍꎬｌ５ ＝ ９６ ｍｍꎮ

触感装置条件数分布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触感装置条件数分布

从图 ５ 可以看出:触感装置的条件数处于 １ 到 ２
之间ꎬ最大不超过 １. ６ꎬ所以触感装置的灵活度较好ꎮ
且当 θ１ ＝ ０°固定时ꎬ在触感装置工作空间里ꎬｘ 坐标越

靠近 － １５０ ｍｍꎬ触感装置条件数越小ꎬ其灵活性越好ꎬ
精度越高ꎮ

６　 结束语

本文研究开发了能够提供真实震动感和触觉感知

的颞骨手术混合现实模拟器ꎬ所设计的触感装置为其

现实机构部分ꎬ该装置具有摩擦小、可实现自重平衡以

及传动精度较高等优点ꎮ
在触感装置结构设计的基础上ꎬ本文基于旋量理

论ꎬ建立了触感装置正运动学模型与逆运动学模型ꎬ并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进行了工作空间分析ꎮ 分析结果表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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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机构满足工作空间需求ꎮ
在已建运动学模型基础上ꎬ本文推导了触感装置

的雅可比矩阵ꎬ建立了速度模型ꎻ并以机构的条件数为

评价指标ꎬ对机构灵活性进行了仿真分析ꎮ 仿真结果

表明:所设计的触感装置较为合理ꎬ其灵活性好、精
度高ꎮ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庄　 园ꎬ李德志. 面神经减压术治疗颞骨骨折致面瘫的研

究进展[ Ｊ].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ꎬ２０１８ꎬ２４(１０):１１６９￣
１１７１.

[２]　 ＸＵ Ｐꎬ ＪＩＮ Ａꎬ ＤＡＩ Ｂ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ｉｍ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ａｃｉａｌ ｐａｒａｌ￣
ｙｓ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 ｔｒａｕｍａ[ 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３８(３):２６９￣２７１.

[３]　 ＮＩＳＨＩＪＩＭＡ Ｈꎬ ＫＯＮＤＯ Ｋꎬ ＫＡＧＯＹＡ Ｒ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ｉ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 ｍａｓｓｅｓ [ Ｊ].
Ａｕｒｉｓ Ｎａｓｕｓ Ｌａｒｙｎｘꎬ ２０１７ꎬ４４(５):５４８￣５５３.

[４]　 ＫＯＮＧ Ｋꎬ ＳＥＶＹ Ａ.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ｆａｃｉ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ｒｅｐａｉｒ[ Ｊ].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Ｎｅｃｋ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８
(４):２７７￣２８３.

[５]　 ＢＡＲＲＹ Ｊ Ｙꎬ ＬＥ Ｃ Ｈꎬ ＫＨＡＮ Ｒ.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ｐａｐｉｌ￣
ｌ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ｎａｓａｌ ｃ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Ｊ]. Ｏｔｏｌａｒ￣
ｙｎｇｏｌｏｇｙ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２０１７(２):３３￣３６.

[６]　 ＳＩＭＭＯＮＤＳ Ｊ Ｃꎬ ＶＥＣＣＨＩＯＴＴＩ Ｍ.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ａｔｏｍａ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 ｃｅｌｌ 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
(１００):６６￣７０.

[７]　 ＭＡＲＴＩＮ Ｊ Ｒꎬ ＦＩＬＩＰ Ｐꎬ ＴＨＯＲＰＥ Ｅ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ａｒｏｔｉ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ｏｔｉｄ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ｔｏ￣
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３８(４):３８０￣３８２.

[８]　 ＴＳＡＹ Ｃꎬ ＴＥＷＡＲＩ Ｒ Ａꎬ ＭＡＬＨＯＴＲＡ Ａꎬ ｅｔ ａｌ. Ｏｓｔｅ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ｅｔｒｏｕｓ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 Ｊ]. Ｏｔｏ￣
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２０１７(５):１８￣２０.

[９]　 郝　 瑾ꎬ许丽萍ꎬ鲜军舫ꎬ等. 内淋巴囊瘤的临床和 ＶＨＬ
基因突变分析研究[ Ｊ]. 中华耳科学杂志ꎬ２０１８ꎬ１６(５):
６５１￣６５８.

[１０]　 ＭＡＲＩＯ Ｃꎬ ＭＡＲＣＯＳ Ｇꎬ ＶＥＲóＮＩＣＡ 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ａｒ ｃａｎａｌ
ｅｘｏｓ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ｔｉｔｉｓ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ｃｈｉｌｅ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ｐａｌｅ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 Ａｃｔａ 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ｉｃａꎬ
２０１７ꎬ１３７(４):３６５￣３６９.

[１１]　 ＬＡＮＩＧＡＮ Ａꎬ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Ｍ 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 ｅｘｔｒａｍｅｄ￣
ｕｌｌａｒｙ 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ｓｉｓ ａｓ ａ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
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ｌｏｓｓ: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
ｇ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９７)ꎬ１３５￣１３８.

[１２]　 张　 娟. 人工颞骨模型在青年耳显微外科医师培训中的

应用[Ｊ]. 医学教育管理ꎬ２０１８ꎬ４(４):３３０￣３３２ꎬ３３７.
[１３]　 查　 洋ꎬ高志强ꎬ吕　 威ꎬ等. ３Ｄ 打印解剖模型在耳鼻喉

科教学的应用[ Ｊ]. 基础医学与临床ꎬ２０１８ꎬ３８(６):８７８￣
８８１.

[１４]　 ＷＡＮＩＢＵＣＨＩ Ｍꎬ ＮＯＳＨＩＲＯ Ｓꎬ ＳＵＧＩＮＯ Ｔ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ｋｕｌｌ ｂａｓ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ꎬ２０１６(９１):６６￣７２.

[１５]　 ＭＯＲＯＮＥ Ｐ Ｊꎬ ＳＨＡＨ Ｋ Ｊꎬ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 Ｂ Ｋꎬ ｅｔ ａｌ. Ａ
ｖｉｒｔｕａｌꎬ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ｅｅｓ[ Ｊ].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ｕ￣
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２０１８ꎬ１１(７４):１￣４.

[１６]　 黄孝文ꎬ余　 洋ꎬ周良强ꎬ等. 可视耳模拟器在颞骨解剖

虚拟训练中的应用[Ｊ].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ꎬ２０１３ꎬ
２１(４):４００￣４０２.

[１７]　 谢　 叻ꎬ神祥龙ꎬ吴朝丽ꎬ等. 具有力反馈的心血管介入

虚拟手术模拟器的研发[Ｊ].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ꎬ２０１７ꎬ４１(４):３３１￣３３７.
[１８]　 王宏民ꎬ杜志江ꎬ闫志远ꎬ等. 混联式主操作手重力补偿

算法[Ｊ]. 机器人ꎬ２０１４ꎬ３６(１):１１１￣１１６ꎬ１２８.
[１９] 　 张林安. 力反馈型主操作手设计及其控制策略研究

[Ｄ]. 天津: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ꎬ２０１０.
[２０]　 ＮＩＫＵ Ｓ Ｂ. 机器人学导论:分析、控制及应用[Ｍ]. 孙富

春ꎬ朱纪洪ꎬ刘国栋ꎬ等ꎬ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２１]　 桑宏强ꎬ常丽敏ꎬ刘　 芬ꎬ等. 一种六自由度丝传动微创

手术器械的设计[ Ｊ]. 机械科学与技术ꎬ２０１７ꎬ３６(２):
２３９￣２４４.

[２２]　 司艳伟ꎬ陈洪立. 六自由度果蔬采摘机器人关节空间轨

迹规划[Ｊ]. 轻工机械ꎬ２０１７ꎬ３５(４):８￣１２.
[２３]　 虞启凯ꎬ游有鹏ꎬ韩江义. 一种 ６ＤＯＦ 串并联机构性能指

标分析[Ｊ]. 机械传动ꎬ２０１５ꎬ３９(６):１５９￣１６５.

[编辑:程　 浩]

本文引用格式:

赵苗苗ꎬ桑宏强ꎬ李戊星ꎬ等. 颞骨手术虚拟触感装置设计及其运动学分析[Ｊ] . 机电工程ꎬ２０１９ꎬ３６(１０):１０５０ － １０５４.

ＺＨＡＯ Ｍｉａｏ￣ｍｉａｏꎬ ＳＡＮＧ 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ꎬ ＬＩ Ｗｕ￣ｘｉ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ａｐｔ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ｏｎ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９ꎬ３６(１０):１０５０ － １０５４. «机电工程»杂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ｅｍ. ｃｏｍ. ｃｎ

４５０１ 机　 　 电　 　 工　 　 程 第 ３６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