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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途欠驱动手爪的自主抓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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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欠驱动手爪自主抓取进行了研究 将其分为自主决策和抓取控制两个过程 首先分析了欠驱动手爪

的特点 !主要的抓取模式 并借鉴人的抓取经验 采用模糊输入方法 综合考虑抓取任务要求和物体本身的特征属

性 利用模糊神经网络良好的分类特性选择合适的抓取模式 在此基础上 完成手指姿势调整 采用基于传感器反馈

的控制策略 在被抓物体上形成的合适的力分布以获得稳定抓取 并通过抓取实例验证了抓取决策和控制的正确

性 提高了欠驱动手爪抓取的自动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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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Ιντροδυχτιον)

自主抓取是根据物体特点和抓取任务要求 自

主决定抓取模式并完成抓取过程 机器人末端夹持

器要做到自主抓取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 一要有

具备多种抓取模式 !抓取稳定的机器人末端夹持器

二要能够利用人的抓取经验进行自主抓取决策

近几十年来 国内外已经研制出各种类型的机

器人末端夹持器 这些末端夹持器分为专用≈ 和通

用≈ 两大类 专用夹持器制造简单 易于控制 抓取

力较大 但只针对特定对象而设计 缺乏通用性 因

此 几乎不涉及抓取的决策问题 通用夹持器中研究

比较多的是多指灵巧手 这类手指的每个关节需要

驱动 导致驱动元件多 控制策略复杂 抓取力比较

小 抓取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相对较差 抓取任意形状

物体时决策失败的可能性较大

2  欠驱动手爪特点(Φεατυρεσ οφ τηε υνδεραχ2

τυατεδ ροβοτ ηανδ)

根据欠驱动原理 加拿大 ⁄ × ≤≥ 公司和

√ 大学合作研制出多用途机器人末端夹持器 欠

驱 动 手 爪 ≥ ≥ 2 ∏¬

≈ 欠驱动手爪具有多种抓取模式 可以抓取

任意形状的物体 同时又具有控制方便 !出力大的优

点 包括手指位置旋转自由度在内 该手爪共有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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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 用两个电机驱动 一个电机负责手指开合

另一个负责调整位置 既可以用末关节指面捏取的

方式完成精确抓取 又可以用欠驱动的方式完成包

络抓取 依靠被动柔顺 欠驱动手指对被抓取物体具

有形状自适应的功能

为了研究欠驱动手爪的抓取 我们研制了基于

锥齿轮差动的欠驱动手爪 图 它集成了 ≥

手爪的灵巧手指机构 采用两级锥齿轮差动方式 机

构简洁高效 结构紧凑 维护方便 并且对手指方向

调整机构作了进一步的改进 采用步进电机的调节

方式实现连续调整 具备更多的抓取模式 研制了基

于 °∂⁄ƒ压电材料的接触力传感器和接近觉传感器

安装于手指关节指面和末关节 检测手指的抓持力

大小和物体的位置 便于抓取控制

图  基于锥齿轮差动机构的欠驱动手爪

ƒ  ∏

  

  欠驱动手爪在每个手指上都集成两套机构 形

状自适应手指机构和平行精确抓取机构 其中形状

自适应欠驱动手指机构主要实现以欠驱动方式完成

包络抓取

在包络抓取物体时 每个关节指面按照顺序依

次被约束以后 各关节指面的接触力取决于外部的

约束和手指的构形 如图 所示 由于手指只能压不

能拉 所以 个法向接触力 Φ ! Φ ! Φ ,根

据虚功原理[ ]有 :

 ΔΩ Ε
ν

ι
ΦιΔρι

 δ Η Φ δ Η Φ νΗ Φ (Υ Υ Π)

δ Η Φ μΗ Φ (Υ Α Υ Π)

νΗ Φ (Υ Υ Π) ΔσΦσ ( )

其中 Η !Η !Η !Δσ 是虚位移 .由式( )可以看出 , 个

接触力取决于接触点的位置 !角度等外部约束以及

关节连杆的尺寸 ,并且 个接触力之间相互耦合 ,输

入和输出之间呈现高度的非线性关系 .因此 ,在欠驱

动包络抓取模式下 ,我们无法对每个关节实现精确

的力控制 ,这一点和灵巧手存在很大区别 .其稳定抓

取的条件是形封闭 ,靠限制物体全部或部分自由度

实现稳定抓取 .

图  形状自适应欠驱动手指机构

ƒ  × 2 ∏ ∏

平行精确抓取机构像人手一样用末关节指面捏

取的方式完成各种精确抓取 如图 所示

图  平行精确抓取机构

ƒ  ×

  不考虑摩擦 根据力矩平衡原理得到

Φ = χΦσ Υ / (( μ + ν) Υ + δ ) ( )

由式 可见 在精确抓取模式下 每个手指的输入

和输出之间有确切的关系 可以实现精确的力控制

因此稳定抓取的条件是力封闭 即依靠两个或三个

合作手指的接触点摩擦锥的作用来实现稳定抓取

当抓取不同的物体时 欠驱动手爪依靠两个平行四

边形机构和弹簧在包络抓取和精确抓取之间进行自

动切换≈ 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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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包络抓取和精确抓取方式之间的切换

ƒ  ≥ √

在手指方向调整机构的作用下 利用步进电机

对两个手指相向联动调节可以实现更多的抓取模式

图 当手指在初始对心位置 最粗线条表示 可

以实现包络对心抓取和精确对心捏取 当右边手指

顺时针转动 左边手指逆时针 β时变成三指平行

最细线条表示 可以实现三指包络和三指精确捏

取 当逆时针转动 β时 中粗线条表示 其中两个

手指处于平行位置 另外一个手指不参与抓取 可以

实现两指精确对捏和包络抓取

图  欠驱动手爪调整手指位置形成多种抓取模式

ƒ  ƒ ∏ ∏ ∏

√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欠驱动手爪四

种主要的抓取模式如图 所示

精确平行是采用两指或三指平行捏物体 当物

体长度大于指宽时 采用三指对捏 否则用两指 如

图 中的 ! 所示 精确对心是采用三个对称手

指捏取物体 图 所示 包络平行是采用三指平行环

抱包络物体 图 所示 包络对心是采用三指对称

包络物体 图 所示

图  欠驱动手爪的主要抓取模式

ƒ  ∏ ∏

3  自主抓取流程 (Προχεσσεσ οφ αυτονομ ουσ

γρασπ)

根据欠驱动手爪的工作机理 得到自主抓取流

程 如图 所示 主要包括抓取自主决策和抓取控制

两大模块 在决策模块中 综合了抓取任务和物体本

身的特征属性作为决策的依据 并且对特征属性采

用模糊的表达方式更加符合人在抓取时的思维习

惯 利用模糊神经网络进行决策 选择合适的抓取模

式 输出抓取模式到控制模块 控制模块首先按照选

择的抓取模式完成手指位置的调整 采用基于多传

感器反馈的混合控制策略 由力矩电机驱动手指关

节在物体上形成正确的力分布 完成初步的抓取 然

后对抓取是否满足抓取任务的要求进行评判 如果

满足抓取任务的要求 则抓取成功 如果不满足则重

新输入进行决策 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由此可见 抓

取决策是整个自主抓取是否成功的关键

图  欠驱动手爪自主抓取控制流程

ƒ  ƒ ∏ ∏

∏ ∏

4  抓取决策(Γρασπ δεχισιον)

欠驱动手爪的抓取决策过程就是利用模糊神经

网络良好的分类特性 ,完成从特征属性空间到抓取

模式空间的非线性映射 .

4 .1  决策的特征属性

这里我们根据人的抓取经验 ,对一个任意形状

物体的特征属性进行模糊评判 ,将物体本身的特征

用三个属性来描述 :形状 !体积和重量 .物体的形状

分为细长 !中等和扁平 .细长就是在某一个方向上的

尺寸比其余两个方向上的尺寸都要大得多 ,并且另

外两个尺寸接近 .中等就是三个方向的尺寸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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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扁平就是其中一个方向上的尺寸远远小于另

外两个 ,并且另外两个接近 .假设手指的宽度为 ρ ,

将物体长 !宽和高的最小尺寸 ρ 相比较 ,得到体积的

三个分类 :较大 !中等和较小 .同样将物体的重量和

手爪能抓取的最大重量 γ 相比较 ,得到重量的三个

分类 :较大 !中等和较小 .对于抓取任务 ,用可操作性

和稳定性这两个最重要的属性来表征 ,也将它们分

为三类 :较差 !中等和较好 .一般来说 ,在同一种抓取

模式下 ,有摩擦的精确抓取或无摩擦的包络抓取 ,手

指和物体的接触点越多则稳定性越好 .可操作性则

正好相反 .

4 .2  决策规则的抽取

通过抓取试验 ,我们得到 个试验数据样本 ,

随即抽取其中 个作为训练样板 ,另外 个作为

检测样本 .首先需要对这 个训练样板进行模糊聚

类 .由于聚类时采用相似度量的方法 ,对每个样本数

据的值域非常敏感 ,因此 ,需要将输入变量进行归一

化处理 .

本文采用减法聚类法[ ] 对 个样本进行模糊

聚类 ,减法聚类的中心点为已有的数据点 .减法聚类

应用于输入和输出数据集时 ,每个中心代表一个抓

取知识的原型 ,辨识出第 ι 个聚类中心 ,就得到了第

ι条规则 ,并且当中心和规则确定以后 ,这些聚类中

心可以合理地用于 ≥∏ 型 阶推理系统中模糊规

则 ,这样可以获得较高的模型精度 .再经过归并和抽

取得到一个抓取知识系统如表 ,表 的论域 Υ中每

一个对象表示 条规则 .

表 1  欠驱动手爪抓取规则

Ταβλε 1  Γρασπ ρυλεσφορ υνδεραχτυατεδ ροβοτ ηανδ

论域 条件属性 决策属性

对

象

抓取任务属性 物体特性属性 抓取模式

可操

作性
稳定性

形状

特征
体积 重量

抓取

方式

手指

位置

较好 一般 细长 较大 较大 包络 平行

一般 一般 扁平 中等 中等 精确 平行

较差 一般 中等 中等 较小 精确 对心

一般 较差 细长 较小 较小 精确 平行

较差 一般 中等 较大 较小 包络 对心

较差 较好 中等 中等 较小 包络 对心

一般 一般 扁平 较大 中等 包络 对心

一般 较差 细长 较小 较大 精确 平行

一般 一般 细长 较大 较大 精确 对心

一般 较好 扁平 中等 中等 包络 对心

4 3  模糊神经网络的结构和学习算法

径向基神经网络是在借鉴生物局部调节和交叠

接收区域知识的基础上 提出的一种采用局部接收

域来执行函数映射的人工神经网络 实质是非监督

的聚类方法和有监督的线性单层感知器方法的组

合 可以证明在满足五个条件时 ƒ 神经网络实际

上就是一种模糊推理系统 ƒ ≥ 并且由于 ƒ 网络的

模型的拓扑结构分为输入层 !隐含层 径向基层 和

线性输出层 它将普通的模糊神经网络的输入层和

模糊化层的功能在径向基层加以同时实现 因此网

络层数减少 容易实现 适合模式分类问题 ƒ 与

模糊推理系统 ƒ ≥等价的条件≈ 为

接受单元数等于 ƒ2× ∞ 模糊规则数

每个 ƒ2× ∞ 的模糊规则的输出是一个常值

每个规则的隶属度函数都选择与高斯函数

具有相同的格式

计算每个规则的启动强度 ×2 算子是乘

积

ƒ和模糊推理系统使用相同的方法推导

输出

抓取模式选择的 ƒ模糊神经网络结构如图

一共有 层 个输入和 个输出 个输入分别表示

抓取任务的可靠性 !灵巧性 !形状特征 !体积和重量

输出用模糊单值 分别表示 包络对心 !包络

平行 !精确对心 !精确平行 四种抓取模式 网络结构

的隐层接收单元数等于规则数

模糊推理的 ≥∏ 型模糊推理 阶系统来进行

抓取方案的模糊推理 第 ι个推理规则如下 :

∏ ƒ ξ Αι ξ Αι ξ Αι

  ξ Αι ξ Αι

× ∞ ψ ψι

第 ι个隐层节点的输出为 :

Ρι(ξ) = ¬ −
+ ξ − χι +

Ρ
,  ι = , , , , μ

( )

其中向量 ξ 是 μ 维输入 , χι 是与 ξ 具有相同维数的

第 ι个基函数的中心 , Ρ是该函数围绕中心点的宽

度 , μ 是接收单元的个数 ,这里等于抓取的规则数 ,

+ ξ χι +表示向量 ξ χι 的范数 ,表示两个向量之

间的广义距离 .当 + ξ χι +增大时 , Ρι( ξ)迅速衰减

为 .只有靠近 χι 附近的 ξ 被激活 . ψι 表示手爪的四

种主要抓取模式 .为了运算简便 ,规则的启动强度可

以按照前件隶属度函数的 ×2 获得 ,等于向量 ξ

在 χι 处的隶属度函数的乘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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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ι(ξ ξ ,ξ ) = ΛΑι (ξ ) ΛΑι (ξ ) ,ΛΑι (ξ )

  图 为所采用的模糊神经网络结构 ,共分为 层

网络结构 ,第一层用于输入模糊的值 , 是模糊化层 ,

这里的神经元是用径向基函数为激发函数的 ,显然 ,

径向基层就完成了相当于模糊逻辑中的输入层和中

间层的功能 ,当输入层有精确信号输入 ,则在第一层

就可以在径向基函数激发下产生对应的隶属度 ;第

二层完成控制规则的前件作用 ,它们与神经元产生

每条规则的适合度 ;第三层是模糊输出层 ,完成加权

输出 .由于层数的减少 ,简化了模糊神经网络的结

构 .

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 包括径向基

中心集的选择 !隐含层到输出层的权值确定两个层

次 前者对变换函数的参数进行调整 采用的是非线

性优化策略 ƒ 模糊神经网络的参数包括两个部

分 前件 非线性 参数集和结论 线性 参数

图  基于 ƒ结构的模糊神经网络

ƒ  ƒ∏ ∏ ƒ ∏ ∏

  对于前件参数集 ,我们需要确定两个参数 :接收

函数的中心的位置和函数宽度参数(χ , Ρ) ,这两个参

数在前面已经确定下来了 .结论线性参数的学习采

用最小二乘法 :由于隐层的每个接收单元的接收中

心已经用模糊聚类的方法固定下来 ,并且模型具有

相当的精度 ,因此学习时只需要修正隐层和输出层

之间的权值 ,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学习 ,具体的算法

因为篇幅关系略去 . 在学习的算法中为了保证结果

的正确性和快速收敛 ,通过设定以下的相等权值以

保证其具有相关性 :

ω ω ω ;  ω ω ;  ω ω ω ω

在进行神经网络训练时 ,运行编制的神经网络

程序 ,并利用前面的事例进行训练 ,利用另外的 个

样本对模糊神经网络决策进行验证 ,将抓取任务和

物体本身的特征属性进行模糊估计打分 ,送入模糊

神经网络得到相应的结果 ,结果是不符合人的抓取

经验的抓取模式有 个 ,网络的正确率达到 % .

5  抓取控制和实验(Γρασπ χοντρολανδ εξπερι2
μεντσ)

计算机人机界面输入物体的特征属性 经模糊

神经网络计算后得到合适的抓取模式 根据传感器

反馈的信息 采用混合控制模式 先根据选择的模式

调整手爪的姿态 根据接近觉传感器的信息调整手

指和物体之间的位置 通过比较力传感器的信息和

预先设定值控制抓取力的大小 在控制过程中 方式

控制器在三种方式之间切换 手指位置调整控制 !接

近觉控制和力控制 抓取控制结构图如图 所示 控

制电路的硬件由计算机 !多路信号采集卡 ≤ 和

≤ 单片机及一些外围控制电路以及驱动电机的功

率放大电路 组成

手指位置控制是通过单片机控制 相 拍步进

电机来实现的 步进电机上安装的齿轮驱动另外两

个换向齿轮进行联动调节 实现预定的姿势 步进电

机由双极性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 角度脉冲数 需

要旋转的角度 步距角 根据相应的抓取模式 单片

机给出包括控制转向的脉冲信号和所需要转动角度

的脉冲信号

图  基于传感器反馈的抓取控制结构

ƒ  ×

  在手爪接近物体的阶段采用位置控制方式 首

先用红外发光管与硅光敏组成接近觉探头 发射调

制信号并进行光谱滤光 用接收的红外光强度来标

定接近距离 利用接近觉传感器使物体迅速接近物

体 当物体和手指接触以后 将控制方式切换到力觉

控制方式

控制手爪开合的 ∂ 直流伺服电机主要由单片

机控制 通过控制输出信号的占空比控制电机转速

    机  器  人 年 月  



输出信号控制驱动芯片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驱动手

爪的开合 手指的闭合过程接触力的控制是稳定抓

取的关键 由于欠驱动手爪的特点 输入和输出之间

具有高度的非线性关系 各个手指之间的作用力相

互耦合 因此无法采用精确的力控制模型实施控制

这里采用基于传感器的控制策略 采用图 所示的

采集电路检测每个关节指面的接触力的大小 与设

定的接触力进行比较 控制所有的接触力不能超过

设定值 防止力过大对物体造成损害

图  接触力传感器信号采集电路

ƒ  × ∏ ∏

  在接触力反馈中 ,反馈增益为 κτ ,如果是精确抓

取 ,接触力只有两个或三个手指的末关节 ,并且可以

精确控制 ,因此反馈力 Φτ ( Φ , Φ , Φ ν)/ ν ,

ν 或 (图 中只画出两个关节) .当抓取是包络

方式时 ,如果是三指三关节 ,反馈力 Φτ 是所有接触

力中最大的值 ,即 : Φτ ¬( Φ , Φ , , , Φ ) .如果

仅仅用比例控制 ,将 κτΦτ 与目标值 Φσ进行比较 ,则会

因为欠驱动手指严重的非线性关系使得抓取过程产

生振荡 ,不能稳定地抓取 ,这里将传感器上检测到的

力反馈信号进行微分运算 ,采用 °⁄调节方式 ,可以

减少与物体接触时力的冲击 .

最后 ,需要对抓取是否成功作评判 ,稳定性是衡

量抓取质量的重要指标 ,也是抓取是否成功的关键 .

在文献[ ]中 ,我们对欠驱动手爪各种抓取模式下的

稳定性作了详细的分析 ,可以作为抓取稳定性评判

的标准 ,而可操作性则是根据具体的任务要求来评

判的 ,如果评判的结果达不到要求 ,则重新修改输

入 ,进行再决策 .

为了验证欠驱动手爪的自主抓取能力 ,我们对

种日常使用的物体进行自主抓取实验 ,对每种物体

预先设定抓取的最大作用力 ,得到图 所示的抓取

实验图 ,实验结果证明了自主抓取符合人类的抓取

经验 .

图  欠驱动手爪抓取实验

ƒ  ¬ ∏ ∏

6  结论(Χονχλυσιον)

新型的多用途欠驱动手爪由于灵巧机构的作

用 具有多种抓取姿态 并且控制方便 能抓取任意

形的物体 具有独特的优点 抓取决策是欠驱动手爪

自主抓取的关键 需要综合考虑抓取任务和物体本

身的特征属性作为决策的依据 并且属性用模糊的

表达方式更符合人在抓取时的思维习惯 基于传感

器反馈的控制策略使得欠驱动手爪可以在几种模式

下切换 在不同阶段选用不同控制模式 实现稳定抓

取 自主抓取研究可以进一步提高机器人的自动化

水平 为基于视觉技术自主抓取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Ρεφερενχε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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