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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

风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涉及电磁发电和新能源

利用领域。本发明包括矩形固定架构，4个圆周阵

列的悬臂梁，4个永磁体，4组线圈，圆柱刚体，圆

柱销，四口悬臂夹，弹簧，底板，本装置工作原理：

通过永磁体与线圈相对位置的变化，切割磁感线

输出电压。在自然界中，风的流动会受到空间地

形，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各种物理参数（速度，方

向等）时刻发生变化，传统风力发电装置仅能利

用单一风向，造成风能的极大浪费，本装置旨在

提出一种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界各向风的发电装

置，将自然界的各向风能转化为电能，具有清洁

无污染，供电持续时间长,结构紧凑，易于微型化

等特点，在低功耗设备供电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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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本装置由刚体，悬

臂夹，若干个圆周阵列的悬臂梁，若干个永磁体，矩形固定架构，若干组线圈，圆柱销，弹簧，

底板构成；以上部件可以将发电装置整体分为两个部分，刚体下部通过圆柱销和弹簧与底

板上表面固定在一起，所述悬臂梁固定连接于刚体的外周，所述永磁体固定在悬臂梁末端，

以此构成中心部分；矩形固定架构固定放置在底板上表面，矩形固定架构与永磁体对应位

置处固定放置若干组线圈，本装置整体静止时，所述线圈与永磁体在同一水平面上，线圈与

永磁体同轴，以此构成本装置外围部分。

2.依据权利1要求的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刚体与圆柱销之间装设有悬臂夹，所述悬臂梁端面固定在悬臂夹侧面。

3.依据权利1要求的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悬臂夹为正四边形的四口悬臂夹，所述悬臂梁的数量为4个，呈90°阵列分布。

4.依据权利3要求的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矩形固定架构上平面的四角设置有加强筋，所述线圈固定放置在所述加强筋上。

5.依据权利1要求的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刚体为圆柱。

6.依据权利1要求的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其特征在于：

弹簧围绕在圆柱销侧面，弹簧直径略大于圆柱销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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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磁发电和新能源利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

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针对目前能源储量急剧降低的现状，相关部门提出大

力倡导清洁能源的研发与利用。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众多的清洁能源，如风能，地热能，太阳

能，潮汐能等。此类清洁能源转化成电能成为本领域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关键在于如何设

计自然界中清洁能源的俘能器以及能量转化器。俘能器要尽可能多的捕获自然界中的能量

供能量转化器转化为电能，同时能量转化器需要进行合理的设计，提高能量的利用率，二者

是是相辅相成的。

传统风能发电方式仅强调利用单一风向激励，并大多采用涡轮式结构，不可避免导致

风能利用率降低，且传动结构较为复杂，存在大量机械摩擦，导致可靠性降低。通过查阅资

料得到：对光滑圆柱的气动性研究发现，圆柱在临界雷诺数区会发生大幅振动；对圆柱体不

同长细比的研究中发现，可以通过数值模拟方式设计圆柱长细比获得最大涡激振动；对圆

柱体风致振动俘获风能的研究发现：通过设计一定的负载大小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输出。

细长结构的圆柱在流场中所受的作用主要包含驰振，涡激振动，颤振，其中最主要的是涡激

振动，类似于卡门涡街效应，在圆柱两侧交替地产生脱离结构物表面的旋涡，引发圆柱产生

一定程度的振动。鉴于以上风力发电弊端以及圆柱涡激振动俘获风能的研究，本发明提出

了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能够充分俘获自然界中各个方向的

风能，通过对机械结构的设计，将俘获的风能转化为激励线圈切割磁感线的机械能，进而输

出电压，本装置具有机械结构简单，便于微型化，可靠性高等优势。

[0003]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是解决传统风力发电装置仅能利用单一方向风能的弊端，提出了一种

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电磁发电装置，其特征

在于：本装置由刚体，悬臂夹，若干个圆周阵列的悬臂梁，若干个永磁体，矩形固定架构，若

干组线圈，圆柱销，弹簧，底板构成；以上部件可以将发电装置整体分为两个部分，刚体下部

通过圆柱销和弹簧与底板上表面固定在一起，所述悬臂梁固定连接于刚体的外周，所述永

磁体固定在悬臂梁末端，以此构成中心部分；矩形固定架构固定放置在底板上表面，矩形固

定架构与永磁体对应位置处固定放置若干组线圈，本装置整体静止时，所述线圈与永磁体

在同一水平面上，线圈与永磁体同轴，以此构成本装置外围部分。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刚体与圆柱销之间装设有悬臂夹，所述悬臂梁端面固定在悬臂夹

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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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的，所述悬臂夹为正四边形的四口悬臂夹，所述悬臂梁的数量为4个，呈90°

阵列分布。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矩形固定架构上平面的四角设置有加强筋，所述线圈固定放置在

所述加强筋上。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刚体为圆柱。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弹簧围绕在圆柱销侧面，弹簧直径略大于圆柱销直径。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发电装置，将悬臂梁固定在四口悬

臂夹侧面，相比将悬臂梁直接固定在圆柱侧面，降低了机械加工难度，矩形固定架构四角设

置加强筋，一方面便于固定线圈，另一方面提高了装置的稳定性，选取圆柱刚体实现将自然

界各向风能转化为圆柱的涡激振动，用以初步俘获自然界各向风能，改变传统风力发电装

置仅利用单一风向进行发电的缺点，通过所设计机械结构合理选择悬臂梁数目，控制输出

功率大小，弹簧直径略大于圆柱销直径，便于零部件的装配；本装置具有机械结构简单，可

靠性高等优势，在低功耗设备供电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发电装置的三维示意图。

[0013] 图2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发电装置中心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振动发电装置的矩形固定架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结合图1至图3进一步阐释本装置具体实施方式，一种基于全风向环境激励的风致

振动电磁发电装置，由圆柱刚体1，四口悬臂夹2，4个圆周阵列的悬臂梁3，4个永磁体4，矩形

固定架构5，4组线圈6，圆柱销7，弹簧8，底板9构成。本装置自上而下的具体结构为：圆柱刚

体1下底面固定放置在四口悬臂夹2上表面上，四口悬臂夹2下部通过圆柱销7和弹簧8与底

板9上表面固定在一起，4个圆周阵列的悬臂梁3端面固定在四口悬臂夹2侧面上，4个悬臂梁

3的尾端上表面分别固定放置永磁体4，矩形固定架构5固定放置在底板9上表面，4组线圈6

固定放置在矩形固定架构5的加强筋上，当发电装置整体静止时，4组永磁体4与线圈6处在

同一水平面且二者同轴。

[0016] 具体实现过程为：在自然界各向风的激励下，圆柱刚体1产生一定程度的涡激振

动，将俘获的风能初步转化为圆柱刚体1的机械能，由于圆柱刚体1通过圆柱销7与弹簧8连

接在一起，在此激励下弹簧8会产生一定幅度的摆动，圆周阵列的悬臂梁3由于弹簧8的摆动

会产生一定角度的上扬与向下倾斜，悬臂梁3与尾端永磁体4采用固定连接方式，二者相对

静止，尾端永磁体4随悬臂梁3产生一定角度的上扬与倾斜，由于本装置整体静止时，永磁体

4与线圈6在同一水平位置且同轴，在各向风的激励下，永磁体4与线圈6的相对位置发生变

化，导致线圈6切割磁感线输出电能。

[001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在自然环境中风场的方向是不确定的，风的流动会受到空间

地形，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各种物理参数（速度，方向等）时刻发生着变化。本发明提出一种

可以利用自然界中各向风进行发电的装置，其重点在于可充分俘获自然界中各向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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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装置的初始激励来源，通过机械结构的设计使得线圈在各向风的激励下切割磁感线，

利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输出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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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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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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