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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放顶煤中煤岩界面难以识别的问题，采用检测液压支架尾梁振动信号的方式进行了研究，提出一种基

于经验模态分解（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简称ＥＭＤ）和神经网络的识别方法。首先，对振动信号进行经验模

态分解，得到多个固有模态分量（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ｄ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简称ＩＭＦ）；然后，对各ＩＭＦ进一步分析以提取特征参数；

最后，选择若干个包含主要信息的参数组成特征向量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来识别落煤和落岩两种情况，实现煤岩

界面的自动识别。实验结果表明，分别以各ＩＭＦ的能量、峭度和波峰因子组成的特征向量均可用于识别煤岩界面，

且当以能量组成特征向量时比其他两种方式具有更高的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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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煤岩界面自动识别技术是煤炭开采自动化的关

键技术，对提高设备可靠性、保障工人安全和提高煤

炭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许多研究者对此做了大量的

研究，主要包括截割力检测法
［１５］
、记忆切割检测

法［６］
、自然γ射线探测法

［７９］和图像检测法［１０］
。其中：

截割力检测法和记忆切割检测法适用于采煤机截割

时的煤岩界面识别，而无法检测放顶煤时的放落情

况；自然γ射线探测法因传感器成本甚高而难以推

广；图像检测法由于图像采集装置受放煤现场灰尘

影响，难以获得理想的放落现场图像。

笔者采用分析液压支架尾梁振动信号的方式来

解决放顶煤过程中煤岩界面识别问题。振动信号采

集简便，能直接反应放落状况，且采集设备造价低，

便于推广。在综放采煤过程中，煤或岩石下落撞击液

压支架的尾梁，引起尾梁振动，由于煤和岩石力学性

能不同，引起的振动也有区别。可以通过检测尾梁的

振动达到煤岩界面识别的目的，其实质是模式识别，

包括特征提取和状态识别。

对振动信号进行分析提取有效特征是识别成败

的关键。由于傅里叶变换只能分析频率不随时间变

化的平稳信号［１１］
，而尾梁的振动具有非平稳性，因

此采用傅里叶变化进行分析则失去了意义。短时傅

里叶变换、小波分析和ＷｉｇｅｒＶｉｌｌｅ分布等非平稳信

号的处理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描述了非平稳信号的时

变性，但是最终还是统一到傅里叶变换。基函数的

选择不依赖于信号本身的信息，一旦选择了基函

数，所得结果是某一固定频带的信号，与信号本身无

关，不具有适应性，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状况下的振动

信号，以上方法的处理效果差异很大
［１２］
。ＥＭＤ是

ＮｏｒｄｅｎＥ．Ｈｕａｎｇ提出的一种自适应分解方法，更适

用于处理非平稳信号［１３］
。该方法基于信号的局部特

征时间尺度，把信号分解为若干个ＩＭＦ之和，分解出

的各个分量突出了数据的局部特征，对其进行分析可

以有效把握原数据的特征信息。此外，由于每一个

ＩＭＦ所包含的频率成分不仅与采样频率有关，而且

还随着信号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该方法是一种自

适应的信号分解方法，具有很高的信噪比，更适用于

非平稳信号分析。笔者采用ＥＭＤ方法对尾梁振动信

号进行分解，利用反向传播（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简称

ＢＰ）神经网络对落煤和落岩两种情况下尾梁的振动

进行识别，实现煤岩界面的智能识别。

 ﹦﹥信号分析原理

ＥＭＤ把非平稳信号分解为一系列表征信号特

征时间尺度的ＩＭＦ。每个ＩＭＦ需满足：ａ．在整个信号

波形中极值点的数量与过零点的数量必须相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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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相差不能多于１个；ｂ．在任一时刻分别由信号

最大值与最小值组成的２个包络的均值为０。信号

牨（牠）的ＥＭＤ过程具体如下
［１４］
。

１）找到信号的所有局部最大值，用３次样条拟

合上包络，同理利用局部最小值拟合下包络，上、下

包络包含信号的所有数据。

２）对上、下包络求均值牔１（牠）求得

牎１（牠）＝ 牨（牠）－ 牔１（牠） （１）

３）判断牎１（牠）是否为ＩＭＦ，如果不是，则以牎１（牠）

作为原始数据重复步骤（１）和（２），直到 牎１（牠）为

ＩＭＦ，此时记为

牅１（牠）＝ 牎１（牠） （２）

４）以牜１（牠）＝牨（牠）－牅１（牠）作为待处理的信号再

进行分解，得到第２个ＩＭＦ：牅２（牠），以此类推牕次，得

到牕个ＩＭＦ

牜２（牠）＝ 牜１（牠）－ 牅２（牠）



牜牕（牠）＝ 牜牕－１－ 牅牕

烅

烄

烆 （牠）

（３）

此分解过程满足预先规定的条件后即可终止。其

终止条件为：ａ．当分量或者剩余分量牜牕（牠）变成比规定

的预定值小牅牕（牠）时；ｂ．当牜牕（牠）变成单调函数时。

通过以上分解，信号分解成牕个ＩＭＦ和一个剩

余分量

牨（牠）＝∑
牕

牏＝１

牅牏（牠）＋ 牜牕（牠） （４）

其中：牅１（牠），牅２（牠），…，牅牕（牠）分别为信号牨（牠）由高到低

各频率段的成分；牜牕（牠）为剩余分量，代表信号的趋

势项成分。

 基于﹦﹥和神经网络的识别方法

 特征向量的提取

基于ＥＭＤ方法振动信号特征向量的提取分以

下３个步骤：

１）利用ＥＭＤ方法对尾梁振动信号分解，得到

各ＩＭＦ。

２）对各ＩＭＦ进一步分析，提取特征参数。为提

取最佳的特征向量，分别计算了各ＩＭＦ的能量、峭

度和波峰因子，并对采用这３种特征向量的识别结

果进行了比较。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第牏个ＩＭＦ的能量爠牏为

爠牏＝∫
爴

０
燏爞牏（牠）燏

２
ｄ牠 （５）

第牏个ＩＭＦ的波峰因子ＣＦ牏为

ＣＦ牏＝
ｍａｘ燏爞牏（牠）燏

１

爴∫
爴

０
爞
２
牏槡 （牠）ｄ牠

（６）

其中：爴为信号的时间长度；波峰因子反应了信号能

量的集中程度。

第牏个ＩＭＦ的峭度爦牏为

爦牏＝
爠（爞牏（牠）－ 犨牏）

４

犲牏
４ （７）

其中：犨牏和犲牏分别为第牏个ＩＭＦ的均值和标准差；爠

为变量的期望值；峭度为描述信号尖峰度的一个

参数。

３）选取代表振动信号主要特征的牑个参数并进

行归一化处理，构成特征向量┠为

┠＝ ［爮１，爮２，…，爮牑］ （８）

 神经网络的设计

神经网络是根据生物神经系统发展起来的一种

信息处理模式［１５］
。人工神经网络通常通过一个基于

数学统计学类型的学习方法得以优化，可以用来做

人工感知方面的决定问题，即类似人一样具有简单

的决定能力和判断能力。

神经网络设计主要是确定网络的类型、层数、各

层神经元数目、各层的传递函数以及各节点的权值

和偏差。选择具有一个输入层、一个隐层和一个输出

层的ＢＰ神经网络，它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神

经网络。输入层不包含神经元，其维数由特征向量的

维数决定，维数由振动信号ＥＭＤ后ＩＭＦ的数目决

定。由于ＥＭＤ是一种自适应分解方法，分解后的

ＩＭＦ数目不确定，因此根据计算结果选择代表主要

能量的前８个ＩＭＦ作为输入。隐层传递函数选择为

ｔａｎｓｉｇ函数。神经元数目根据样本数据计算的结果

确定。笔者计算了隐层神经元数目分别为１～２０时

的误差，选择使误差最小时的数目。计算结果表明，为

２时误差最小，因此隐层神经元数目为２。输出层神经

元数目由模式种类数目决定，因为有落煤和落岩两种

状态，所以输出层具有２个神经元，［１０］代表落煤状

态，［０１］代表落岩状态，输出层训练函数为ｐｕｒｅｌｉｎ

函数。分别以两类振动数据样本训练网络得到各节点

的权值和偏差。设计的网络结构模型如图 １所示，

ＩＷ｛１，１｝和牄｛１｝分别为隐层的权值和偏差，ＬＷ｛２，１｝

和牄｛２｝分别为输出层神经的权值和偏差。

图１ ＢＰ神经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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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及结果

在地面模拟了综放开采放顶煤时的情况，为使样

本数据具有广泛代表性，用煤和岩石分别由高处落下

对液压支架尾梁的前、中、后３个部位进行碰撞冲击，

模拟现场放落情况，液压支架型号为ＺＦＳ７２００。放顶

煤时，尾梁的振动响应取决于两个因素：ａ．内在因素，

即尾梁的结构和材料等固有特征；ｂ．外在因素，即煤

或岩对尾梁的冲击碰撞。本研究中的分析信号为尾梁

的冲击振动信号，液压支架是否承受载荷不影响振动

图２ 两种情况下的振动信号

信号，因此在模拟放顶煤过程中无需对支架施加载

荷。采用加速度计传感器分别对振动情况进行采集，

采样频率为８．１９２ｋＨｚ，信号长度为５００ｍｓ。图２（ａ）

和图２（ｂ）分别为落煤和落岩时尾梁的振动信号，图３

（ａ）和图３（ｂ）为相应的ＥＭＤ后的结果，牅１～牅１１依次

为频率由高到低的成分，牜１１为剩余分量，代表了信

号的趋势。根据式（５）计算出各个ＩＭＦ的能量，然后

归一化处理。图４（ａ）和４（ｂ）为各ＩＭＦ归一化后的能

量。可以看出，落煤时尾梁振动的能量主要分布在前

５个ＩＭＦ，且分布较为平均。落岩、尾梁振动能量主

要集中在第１个ＩＭＦ。由于信号分解后的各ＩＭＦ依

次代表了信号从高频到低频的部分，因此可以得到

用于识别振动信号类型的特征：落岩相对于落煤时，

尾梁振动信号的能量更多地集中在代表信号高频部

图３ 两种振动信号的ＩＭＦ

分的前几个ＩＭＦ。取代表主要能量的前５个ＩＭＦ组

成特征向量为

┠＝ ［爠１，爠２，爠３，爠４，爠５］ （９）

同样，根据式（６）和式（７）可以计算出各ＩＭＦ分

量的峭度和波峰因子进行归一化，并组成特征向量。

数据样本分别由尾梁前、中和后３个部位落煤

和落岩时各６０组振动信号组成，共１２０组。选择５０

组落煤振动信号和５０组落岩振动信号共１００组作为

训练样本，其余１０组落煤和１０组落岩振动信号共２０

组为测试数据。设置神经网络的学习率为００５，初始

权值和偏差为０～１之间的随机值，利用１００组训练样

本对网络进行训练，确定网络各节点的权值和偏差，

结果如表１所示。以２０组测试数据作为设计的神经网

络的输入进行识别，结果如表２所示。识别结果接近

［１０］，表示为落煤时尾梁的振动信号，接近［０１］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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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权值和偏差

隐层 输出层

权值 ｛６９５９２３８０８９１９１６４１５２０８６０９３２２２１３１７２５－５７４１５－１６２４３３｝ ｛－０５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１｝

偏差 ｛－３６３７１６｝ ｛０５０００２；０４９９９８｝

表 信号识别结果

序号 类别 能量 峭度 波峰因子

１ 落煤 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９４６ ０１０４９

２ 落煤 １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５１ －０６５６４

３ 落煤 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９４６ ０１０４９

４ 落煤 １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４８ －０６５６４

５ 落煤 １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４５４ ０３５４４

６ 落煤 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９９１９ ０００８１ ０５１５４ ０４８４８

７ 落煤 １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３８２ ０２６３８

８ 落煤 １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６３５ ０２５６３

９ 落煤 １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２５ ０５３６７

１０ 落煤 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３６４ ０２６７１

１１ 落岩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２ ０９８７６

１２ 落岩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２１０１ ０７８９９ ０２４８５ ０７５１９

１３ 落岩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８４６２ ０１５３８ １０１３１ －００１１９

１４ 落岩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４５２１ ０５４７９ ０６４０８ ０３５８９

１５ 落岩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７７１ ０９２２９ ０３９８３ ０６０２０

１６ 落岩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２４７ ０７７６１

１７ 落岩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６５１ ０９３１２ ０１０２２ ０９１３９

１８ 落岩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８３５ ０９３４６ ０２５３５ ０８５１３

１９ 落岩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１３１ ０７６５７

２０ 落岩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６５４ ０９２１２ ０２５６３ ０８０１２

识别率燉％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图４ 归一化ＩＭＦ能量

示为落岩时的尾梁振动信号。可以看出，振动信号经

过经验模态分解后，以ＩＭＦ的能量组成特征向量时

对全部信号进行了正确识别，识别率为１００％；以峭

度组成特征向量时对落岩信号１３识别错误，识别率

为９５％；以波峰因子为特征向量时落岩振动信号１３

和１４识别错误，识别率为９０％。

 结 论

１）通过检测液压支架尾梁的振动信号，对放顶

煤过程中的煤岩界面进行识别。针对振动信号的非

稳定性特点，利用ＥＭＤ方法对尾梁振动信号分解

得到各ＩＭＦ，进一步分析可提取煤岩界面的特征。

２）分别以各ＩＭＦ的能量、峭度和波峰因子组成

特征向量作为ＢＰ神经网络的输入，均可实现煤岩界

面的自动识别。识别结果表明，以ＩＭＦ的能量组成

的特征向量对于识别两类振动信号更为敏感，比采

用其他两种方式具有更高的识别率。

９８５第４期 王保平，等：基于ＥＭＤ与神经网络的煤岩界面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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