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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以找出最適當的充磁方法與定子槽齒形狀之變化，對主軸馬達的效能與頓轉扭矩之影響。在直流無刷馬達中頓轉

扭矩是主要的電磁雜訊之一，而頓轉扭矩的產生是一種源自於馬達的磁性轉子與定子間的磁交互作用所產生，過大的頓轉

扭矩會影響到馬達的震動、噪音及操控性，不利於資料讀寫的品質；為了要降低頓轉扭矩，可以從修改馬達矽鋼片外型及

磁石著磁方式；首先，我們在修改馬達矽鋼片外型著手，採用理想著磁法快速找出最佳矽鋼片外型，把頓轉扭矩降低至一

定程度，接著再從充磁座修弧著手亦即磁石著磁方式改變，兩者並行下，非但頓轉扭矩再降低，反電動勢卻也維持住，大

大提昇馬達效能。 一般在分析馬達之性能時，採用的磁石是理想著磁法，不是將整個磁極磁化方向當成完全徑向就是固定

在某一特定方向，使得各磁區邊界分野非常清楚，這樣模擬所得的磁石充磁波形，與實驗值相差很多，在預測馬達重要參

數也只能作近似的趨勢性判斷。為了改進這種模擬方式，我們以細磁區磁路模擬方法，重複分析確認磁石及整個馬達磁路

，以符合較為真實情況。

關鍵詞 : 頓轉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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