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数字全息显微镜 DHM 检测分析 MEMS 陀螺仪谐振频率 

概述 

陀螺仪动态特性测试方法主要分为三类：跃阶法、反馈法和频率法[3-4]，其中阶

跃法受经验公式和突停台限制精度较低，反馈法在测量中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利于

实际应用。频率法是目前应用最多的动态特性测试方法[5]。 
来自瑞士洛桑理工的数字全息显微镜 DHM 是一项创新的专利产品，不同于以上

三种方法，DHM 拍摄单张全息图即可实时重建样品的三维形貌信息，并且纵向

达到了亚纳米精度。配套软件 MEMS Analysis Tool 提供了量化和精确的 3D 空间

分析和频率分析，离面运动精度达到 MEMS 激光测振仪精度（5pm），面内运动

精度则远超 MEMS 测振仪精度，达到了 1nm。 

待测 MEMS 陀螺仪器件情况如下： 

（1）驱动：需要施加正弦交流信号，幅值 5mA，频率扫描范围：10KHz-100KHz； 

（2）检测：得到器件的谐振频率，得到位移-频率的幅频响应曲线； 

（3）器件的运动方向是面内运动，即 X,Y 平面内运动（理想情况），最大位移不超过 5 微

米；器件不同地方位移量不同； 

（4）器件已经和 PCB 板连接，需要探针扎到 PCB 板上的电极来施加信号。 

测量仪器与方法简介： 

所采用数字全息显微镜型号为 DHM-R-2100，选配了频闪模块和 MEMS analysis Tool 软

件，可测频率范围 0-25MHz，可测量视野里任意方向的面内面外复杂运动的振幅、相位、

位移、速度、加速度等。 

 

测量结果与分析： 

针对该批待检测陀螺仪先是采用电学测量方法估计了器件谐振频率大概范围，以缩小扫描范

围加快测量速度。接下来采用扫频方式进行了快速测量，快速找到了器件的谐振峰，快速完

成了谐振分析。 



对于未起振的器件，部分大的器件可能是电压过大已失效，部分小的器件可能是剥蚀工艺不

过关未完全剥离，需采用压电陶瓷再次确认是否起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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