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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编码器是一种复杂系统中的小型部件，它可

以帮助使用厂家生产出高质量的零件或将物体从A点

快速平滑地移动到B点。如果您将该系统分解，其主

要零部件包括1个电机、1个驱动器或放大器、可能

还有1个刹车、1个编码器。安装时，编码器最伤脑

筋。本文将从空间、周边环境和机械因素角度出发，

针对不同的安装方式及其优缺点进行介绍，同时也

会介绍不正确的安装所带来的后果。

1. 前言

2. 联轴器

 

2.1 联轴器定义

编码器是运动控制系统中的一个部件，用来向驱动

器反馈信号以进行精确的速度和位置控制。编码器

选型似乎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主流编码器厂商都

不断地发布新的编码器系列，使得产品线日益庞

大，目的在于满足客户对编码器类型孜孜不倦地追

求。此外，同一个系列产品的选项也在不断增加。

尽管每个编码器系列的接口和电气选项看似繁复，

但选择权仍在于你自身。当你选择一个驱动器时，

驱动器参数会包含合适的输入选项，必须根据这些

选项选择编码器。

安装方式是编码器参差不齐的最重要的一点，合理

选择安装方式能够同时改善编码器的寿命和性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合适的安装选项就如同合

适的“器”。

如果选择法兰或底脚安装型编码器，编码器可通过

使用1个联轴器和1个转接器安装到电机上。联轴器

通过紧定螺钉与各轴固定，并带有弹簧或机械装置

消除来自电机轴的冲击、振动或偏移。

联轴器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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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底脚安装型编码器

2.2 联轴器的好处

这样的连接方式在编码器与老式、非标准电机配

对、编码器没有O环型或空心轴型号以至于难以补

偿电机轴过大的窜动时很常见。

底脚安装同样是将编码器直接安装于电机轴上或通

过皮带传动。选择这种方式的原因与选择法兰安装

方式一样。但是，这种安装方式下编码器本体不在

直接或间接安装于电机表面，而是与电机一样水平

安装。底脚安装型编码器一般也具有Nema 56C表

面，用于在该表面安装齿轮组或另一个环型编码器

（第4节）。

使用联轴器将编码器隔离具有许多好处。采用这种

安装方式通常能够与电机进行电气隔离。当没有电

气隔离时时，编码器容易受到来自电机供电和电机

产生的感应电流的影响。如果存在电气噪声，编码

器输出可能会丢失脉冲、增加脉冲，甚至会对编码

器造成损坏。

机械隔离是另一个好处。弹性联轴器能够吸收轴端

偏移，可将编码器安装于老式电机或在高冲击和振

动条件下工作的电机。

2.3 联轴器注意事项

a. 平行

b. 倾斜

c. 角度

图3：联轴器未对准误差

使用联轴器带来的缺点主要是机械方面。使用联轴

器的首要缺点是增加了轴的长度。考虑到支架、轴

与联轴器的间隙和编码器外壳，电机轴在安装联轴

器后长度会增加总共约7英寸。此外，安装联轴器

也需要若干个步骤（即：轴对准以及紧固连接）。

安装联轴器时，图3中任何一种形式的未对准误差

都会带来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不良后果。最重要的

是，联轴器受到了本可以避免的应力。这些应力最

终会导致联轴器材料撕裂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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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3. 弹簧片直连安装

3.1 定义

3.2 直连式编码器的优势

3.2 直连式安装注意事项

最后，未对准误差可能会影响速度反馈。这种效应

类似于由万向节驱动的轴的输出速度，见图4所

示。（未知，2002）。速度的波动可能会引起驱动

器故障或产品由于过度振动而损坏。

输出轴速度与输入轴速度关系，输入轴速度 = 1

输
入
轴
速
度
（
输
入

 =
 1
）

输入轴角度（转动完整的1圈）

轴角15°
轴角30°
轴角45°
轴角60°

编码器通过弹簧片直接安装于电机轴上。编码器自

带轴承，所以不需要机械对准。这种编码器还具有

杆型或板型弹簧片，可通过螺钉固定于电机表面或

其他固定部件上以保持编码器机身不会旋转。

电机是通过不同的电源驱动的，而不同的电源会在

轴和轴承处产生不同类型的电流(Baldor-Reliance, 

2002)。为保护编码器和电机轴承，通常在电机和

采用直连式连接方案，更容易将编码器合理的安装

在电机轴上。采用环型安装方式时（见第4节），

需要电机面的准确尺寸信息。开槽的弹簧片甚至可

安装于半径变化的轴上。

安装时不需对传感器轴进行对准。这意味着只要将

轴套拧紧，轴上的安装工作就完成了。

编码器内有塑料轴衬或塑料紧固件，可延长轴承寿

命，从而节省电机和编码器的成本。

弹簧片可吸收电机轴的突发移动产生的影响。这是

另一个可以延长编码器轴承寿命的设计。

编码器轴之间使用塑料衬套隔离直连式编码器轴。

不带塑料衬套或插片的编码器需通过电机轴或其它

轴接地套件进行接地。

直连式编码器的外壳内通常具有一个很大的移动

轴。这意味着编码器内部电路接触区域要比联轴器

连接型编码器更大。而环型编码器（第4节）在整

个轴上都没有接触 。编码器制造商正不断的采用新

方法改进这一问题。方法之一为使用迷宫式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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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4. 环型安装编码器

 

4.1 环型安装定义

4.2 环型安装型传感器定义

编码器

电
机

编码器

电
机

建议使用双手或平衡夹具在轴上滑动编码器。为延

长弹簧片的使用寿命，编码器还应该安装在最佳位

置上。图5所示为平衡的安装位置。由于编码器孔

有意做得过大，安装编码器时，如果用力按压编码

器壳体上的一点将会使编码器翘起一定的角度。这

会对弹簧片产生一定的应力，如图6所示。同时，

在电机转动的循环作用下，该应力点会导致金属发

生疲劳，无论是应力还是疲劳最终都会导致该点出

现损坏或撕裂。

齿轮
减速箱

电机

机器

环安装型传感器最少包括2个主要部件：传感器环

和磁栅鼓。传感器环安装于电机的驱动端或附件

端，其导正筒的尺寸符合NEMA或IEC标准。接着

将磁栅鼓套在轴上，并调整其与传感器环内传感器

之间的位置，最后将其固定。

由于磁栅鼓在环型内的运动是通过一个单独安装的

零件进行读取的，两者之间没有机械连接，所以传

感器的电路部分可以密封起来。这与直连式传感器

相比是一个改进，直连式安装的电路密封性依赖于

连接器和轴垫圈的接触紧密性。这类传感器最常见

于空气中的纸纤维或灰尘容易堆积的造纸行业或用

于需要冲洗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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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环型编码器安装注意事项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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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型编码器一般采用磁性技术，几乎不受液体影

响。这意味着这种编码器的运动部件可部分或完全

浸入水中。

环型编码器不带轴承。磁栅鼓与环型外壳之间有一

定的间隙。对于联轴器安装型或直连型编码器来

说，瞬时的冲击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坏，因为其

形状和轴承预载对于信号质量至关重要。电机轴转

动时出现的轻微移动不会引起对轴承产生弹簧力，

也不会引起弹簧片或联轴器疲劳。

此外，环型编码器在电机轴上占用的空间较小。它

们直接安装于电机表面，且编码器的另一面还可作

为刹车或齿轮箱的安装面。

选择此类编码器首先要考虑磁栅鼓与传感器的对准

问题。该问题不会出现在联轴器型或直连型编码器

中，因为厂家已经对传感器进行对准。环型编码器

的信号质量完全依赖于安装人员正确对准磁栅鼓的

能力。磁栅鼓可能看似已经对准，但一旦轴开始转

动它可能又会失准。必须确保编码器的磁栅鼓位于

其径向和轴向运动的中心。不同的生产厂家会提供

不同的操作说明指导安装人员进行对中。如果正确

完成了上述操作，而工作环境又符合要求，那么这

种编码器基本上可以运行许多年。

联轴器、直连和法兰安装是电机反馈应用中主要的

编码器安装方式。根据安装环境、电机的使用年限

和应用本身的安装规定，三种安装方式各有其用武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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