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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轴向分段的空心杯绕组，所

述的绕组包括至少两个轴向分布的子绕组。与现

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可以有效减少绕组自身涡流

损耗，继而提升电机的效率性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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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轴向分段的空心杯绕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心杯绕组包括至少两个轴向分

布的嵌套子绕组；

所述的嵌套子绕组为多个径向分布的子绕组嵌套组成；所述的嵌套子绕组分为n个子

绕组，其中n大于等于2，外径大的子绕组包裹外径较小的子绕组，形成嵌套子绕组；嵌套的

子绕组之间对应的绕组相中心线需要重合，并将多个嵌套子绕组对应的相绕组并联连接；

分段后不同的所述嵌套子绕组之间的同相绕组采用并联接成绕组的相绕组；

所述的嵌套子绕组为m相绕组，各个嵌套子绕组之间的相数均相同；所述的轴向分布的

多个嵌套子绕组安装在定子铁芯内部，不同嵌套子绕组之间的相序排列需要一一对应，即

两个嵌套子绕组的相中心线需要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轴向分段的空心杯绕组，其特征在于，各嵌套子绕组按照

三角形或者Y形连接后组成最终的空心杯绕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轴向分段的空心杯绕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嵌套子绕组

采用自粘性漆包线、扁铜线或者绞线构成的子绕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轴向分段的空心杯绕组，其特征在于，不同所述的嵌套子

绕组采用相同的线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轴向分段的空心杯绕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嵌套子绕组

的绕线模具的形状为六边形、四边形或者其他多边形形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轴向分段的空心杯绕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嵌套子绕组

采用3线圈和三根引出线，且每个线圈占120°；或者所述的嵌套子绕组采用六个线圈和六根

引出线，且每个线圈占60°；或者线圈的数量为3k个，k为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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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轴向分段的空心杯绕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机绕组，尤其是涉及一种轴向分段的空心杯绕组。

背景技术

[0002] 空心杯电机又称做无铁芯电机，这种电机采用自粘性漆包线制作成圆柱形的空心

杯绕组，绕组既可以被放于定子侧也可以放于转子侧提供磁场，通常这种绕组有下述几种

类型：叠绕组、斜绕组和同心式的绕组。

[0003] 发明US4,543,507介绍了采用自粘性漆包线制作的空心杯绕组：叠绕组，斜绕组；

上述绕组方案可以满足电机低速运行需要，但是不适合高速电机方案，因为其绕组在高速

运行时候涡流损耗过大，引起电机发热严重。

[0004] 发明US7,671 ,504B2提出一种基于同心式绕法的空心杯绕组，这种绕组的每个线

圈位于两个平面分别为上平面与下平面，不同的线圈通过上下平面嵌套排布在一起；这种

绕组可以解决空心杯绕组的高速运行，因为其采用多股细线绕制成同心绕组，绕组的在交

变磁场作用下，绕组自身的损耗小，而且电机线电阻小，因此电机整体性能优良。但是该绕

组的缺点在于需要将同心式线圈，一般为6个，拼接成绕组，该制作过程复杂。

[0005] 发明US8,847,459B2提出一种采用多股绞线绕制的空心杯绕组，这种绕组最大特

点在于其绕组的两个端部一个沿着径向向圆心压制，另外一个端部沿着径向向外压制，形

成的绕组具有占槽率高，绕组电阻小，可以抑制绕组涡流等优点。该绕组的缺点在于，绕组

的两个端部需要经过整形才能形成上述形状，该过程不仅复杂而且容易将绕组绝缘破坏。

[0006] 目前上述专利中，专利US7,671,504B2与专利US8,847,459B2这两种形式可以使用

在高速电机中。而本专利提出一种非整体式的绕组形式，绕组在轴向分成多段子绕组，并且

子绕组可以是单个子绕组或者多个嵌套的子绕组组成。由于子绕组采用细线径铜线，因此

绕组自身涡流损耗小，并且该绕组有效利用电机定转子之间的空间，减小绕组电阻值，提升

电机的运行性能。并且该方法的实现比较简单。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轴向分段的空

心杯绕组。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9] 一种轴向分段的空心杯绕组，所述的绕组包括至少两个轴向分布的子绕组。

[0010] 优选地，所述的子绕组为m相绕组(其中m为3)，各个子绕组之间的相数均相同；所

述的轴向分布的多个子绕组安装在定子铁芯内部，不同子绕组之间的相序排列需要一一对

应，即两个子绕组的相中心线需要重合。

[0011] 优选地，所述的子绕组为单个子绕组或者多个径向分布的子绕组嵌套组成嵌套子

绕组。

[0012] 优选地，所述的嵌套绕组分为n个子绕组，其中n大于等于2，外径大的子绕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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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径较小的子绕组，形成嵌套子绕组；嵌套的子绕组之间对应的绕组相中心线需要重合，并

将多个嵌套子绕组对应的相绕组并联连接。

[0013] 优选地，分段后不同的所述子绕组之间的同相绕组采用并联接成绕组的相绕组。

[0014] 优选地，各子绕组按照三角形或者Y形连接后组成最终的空心杯绕组。

[0015] 优选地，所述的子绕组采用自粘性漆包线、扁铜线或者绞线构成的子绕组。

[0016] 优选地，不同所述的子绕组采用的相同线规。

[0017] 优选地，所述的子绕组的绕线模具的形状为六边形、四边形或者其他多边形形状。

[0018] 优选地，所述的子绕组采用三线圈和三根引出线，且每个线圈占120°；或者所述的

子绕组采用六个线圈和六根引出线，且每个线圈占60°；或者线圈的数量为3k个，k为1 ,2,

3…。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0] 1 .采用本发明提出的绕组方案，可以有效减少绕组自身涡流损耗，继而提升电机

的效率性能；

[0021] 2.采用本发明提出的绕组方案，可以采用多个绕组轴向和径向并联，继而减少绕

组的电阻，使得电机的运行效率提升；

[0022] 3.采用本发明提出的绕组方案，可以有效拓展电机的低压绕组方案，完善系列电

机产品的电压等级。

[0023] 4.本发明提出的绕组形式，制作方式简单，在既有的生产条件上，稍作绕线模具的

改动即可实现。

[0024] 5.采用本发明制作的绕组形式多样，可以是叠绕组，斜绕组，或者同心式绕组。

[0025] 6.本发明绕组形状多样，可以是六边形，四边形或者其他多边形。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由两个叠绕组组成的轴向分段的空心杯绕组，图中1为第一子绕组，2为第二

子绕组，3‑1，3‑2，3‑3分别为该绕组的引出线。

[0027] 图2为绕组展开图，图中1为第一子绕组，2为第二子绕组，各自都有3相绕组；1‑1，

1‑2，1‑3为子绕组1的引线，1‑1与1‑2之间为U相绕组，记作1‑4，1‑2与1‑3之间为V相绕组，记

作1‑5，1‑3与1‑1之间为W相绕组，记作1‑6；2‑1，2‑2，2‑3为子绕组2的引线，2‑1与2‑2之间为

U相绕组，记作2‑4，2‑2与2‑3之间为V相绕组，记作2‑5，2‑3与2‑1之间为W相绕组，记作2‑6；

引线1‑1与2‑1连接，记为3‑1，引线1‑2与2‑2连接，记为3‑2，引线1‑3与2‑3连接，记为3‑3。

[0028] 图3为轴向分为2段的空心杯叠绕组的定子组件图，图中的4为定子铁芯通常为叠

片硅钢片组成，绕组位于铁芯内部。

[0029] 图4为绕组连接方式，第一子绕组1与第二子绕组2的U相绕组并联，第一子绕组1与

第二子绕组2的V相绕组并联，第一子绕组1与第二子绕组2的W相绕组并联，最后将并联后的

绕组接成三角形连接。

[0030] 图5为采用嵌套方式的单个子绕组，图中5‑1为外层子绕组，5‑2为内层子绕组，5‑

1‑1，5‑1‑2，5‑1‑3分别为外层子绕组的引线，5‑2‑1，5‑2‑2，5‑2‑3分别为内层子绕组的引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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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应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2] 实施例1

[0033] 图1为采用轴向分为2段的空心杯叠绕组，该绕组有两个子绕组组成分别是第一子

绕组1和第二子绕组2，由于绕组的轴向长度减小，在电压等级相同的情况下，制作绕组所选

的自粘性漆包线的线径自然会下降，因而有效抑制了绕组涡流的产生。

[0034] 第一子绕组1自身有三根引出线，分别为1‑1 ,1‑2,1‑3，其中引线1‑1与1‑2之间为

绕组1‑4，引线1‑2与引线1‑3之间为绕组1‑5，引线1‑3与引线1‑1之间为绕组1‑6，见图2；第

二子绕组2自身有三根引出线，分别为2‑1,2‑2,2‑3，其中引线2‑1与2‑2之间为绕组2‑4，引

线2‑2与引线2‑3之间为绕组2‑5，引线2‑3与引线2‑1之间为绕组2‑6，按照图4，将绕组1‑4与

2‑4并联，绕组1‑5与2‑5并联，绕组1‑6与2‑6并联。并联后的三相绕组按照三角形联结。

[0035] 实施例2

[0036] 实施例1中的子绕组为单个叠绕组组成，本实施例中的子绕组为嵌套式的叠绕组，

见图5，图中5‑1为外层子绕组，5‑2为内层子绕组，5‑1的内径与5‑2的外径配合。5‑1绕组有

三根引线分别为5‑1‑1，5‑1‑2和5‑1‑3，5‑2绕组有三根引线分别为5‑2‑1，5‑2‑2和5‑2‑3，为

了降低绕组电阻，分别将5‑1‑1与5‑2‑1连接，5‑1‑2与5‑2‑2连接，5‑1‑3与5‑2‑3连接，将内

外层对应的绕组并联连接。

[0037] 将本实施例中的嵌套子绕组替代实施例1中的子绕组，组成新的绕组即为实施例

2。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各种等效的修改或替

换，这些修改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

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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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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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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