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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非线性转子系统故障特征数据的分类方法进行了研究。在提出一种偏费歇判别分析法（ｂｉａｓｅｄｆｉｓｈｅｒｄｉ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称ＢＦＤＡ）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将核主成分分析法（ｋｅｒｎｅ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

称ＫＰＣＡ）与偏费歇判别分析法相结合的数据集降维方法，该方法中的核主成分分析步骤用于构造剔除数据集冗余

信息的降维数据集，偏费歇判别分析步骤用于进一步降低数据集维数并提高不同类别数据子集间的分离程度。对

实例数据与典型故障数据的分类结果表明，提出的偏费歇判别分析法在具备费歇判别分析降维可分性能的基础

上，具有更低计算复杂度的特点。提出的核主成分分析结合偏费歇判别分析的算法，其对应的降维结果能直接应用

于线性分类器，且取得了较好的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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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旋转机械的状态监测系统是一类时刻产生大量

监测信息的机械装备。随着多通道监测技术的广泛

应用，传统的信号处理方法难以满足全面描述转子

运行状态的需求；因此，研究由多通道信号构建故障

数据集对智能诊断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Ｓｃｈ氹ｌｋｏｐｆ等
［１］提出的ＫＰＣＡ法是目前应用广泛

的数据集降维方法之一，但其作为非监督式学习方

法，对数据集降维的特点仅为最大化表征原始数据

集的方差特性［２３］
，未充分考虑不同类别子集间的分

离程度，因而影响了数据分类的准确性。ＦＤＡ法是

一种通过数据集降维，使得不同类别数据子集间分

离程度最大化，进而实施线性分类的方法，但其等同

考虑两类数据离散度的重要性，计算复杂度较高。若

能将ＦＤＡ法改进为偏重分析一类数据离散度，进而

降低原始算法复杂度的形式，并将该形式与ＫＰＣＡ

法相结合，则能为旋转机械故障特征数据集降维，从

而提高特征数据的分类能力。

本研究以转子系统典型故障振动信号构建的故

障特征数据集为研究对象，对ＢＦＤＡ法的构造及其

与ＫＰＣＡ法的结合实现进行探讨，为提高识别转子

系统故障类别的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基本概念

 核主成分分析（﹤﹢）法

ＫＰＣＡ法是借助一种非线性映射函数犎，将数

据集 ┨（┨∈爲
爫
）投影至一个高维特征空间 爡＝

｛犎（┨）：┨∈爲
爫
｝后，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实现该

方法的关键步骤是求解能够最大化表征原始数据集

各特征方差特性的投影方向┦，其计算式
［１５］为

犧┦＝ ┓┦ （１）

其中：┓为矩阵犎（┨）的协方差矩阵；犧为特征值。

可得出原始数据在┦方向的投影
［１５］计算式为

（┦
牑
犎（牨））＝∑

爩

牏＝１

犜
牑
牏（犎（牨牏）犎（牨）） （２）

其中：犜
牑
牏为相关系数；犎（牨）为特征空间中的样本。

 费歇判别分析（﹨﹥﹢）法

ＦＤＡ法是通过一种借助线性映射关系将高维

空间中的数据集投影至低维空间后，进行线性分类

的方法。在仅考虑两类数据分类问题的情形下，实现

该方法的关键是获取最大化两类数据差异性的投影

方向，其计算方法为求解使式（３）中的爥（犜）值达到

极大值的向量犜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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爥（犜）＝ （犜
Ｔ
┣爜犜）燉（犜

Ｔ
┣爾 犜） （３）

其中：┣爜为类间离散度矩阵；┣爾 为类内离散度矩阵。

原空间数据在犜方向投影的计算式
［６］为

犜（╂）＝ 犜╂ （４）

其中：╂为原空间数据。

 两类数据的线性分类法

设┷牏为第牏类数据┨牏＝｛牨
牏
１，牨

牏
２，…，牨

牏
牓牏
，牏＝１，２｝

的均值向量，其计算式为

┷牏＝
１

牓牏∑
牓牏

牐＝１

╂
牏
牐 （５）

得到第牏类数据在牣方向的投影牣牏为

牣牏＝ 牣┷牏 （６）

其中：牣为已确定的数据投影方向。

因此，将判别两类数据的条件定义为两类数据

在牣方向投影的算数平均值牣

牣＝ （牣１＋ 牣２）燉２ （７）

因此，未知样本牪的判别规则
［６］如下：设牣１≤牣２，

若牣牪≤牣，则牪属于第１类；否则牪属于第２类。

 ﹤﹢┐﹣﹨﹥﹢数据降维与分类算

法设计

 偏费歇判别分析（﹣﹨﹥﹢）法

参考ＢＤＡ法
［７］
，ＢＦＤＡ法是在不改变类间离散

度矩阵的基础上，用样本较多类数据的离散度矩阵

代替类内离散度矩阵的方法。相对于ＦＤＡ法，该方

法计算投影方向的过程更简洁，且得到的投影方向

具有以最大化样本较多类数据集中程度的方式，达

到最大化两类数据差异性效果的特点。

数据集的类间离散度矩阵┣爜的计算方法为

┣爜＝ （┷１－ ┷２）（┷１－ ┷２）
Ｔ

（８）

其中：┷１，┷２分别为两类数据样本的算术平均值。

数据集的类内离散度矩阵┣爾 的计算方法为

┣爾 ＝∑
２

牏＝１
∑
牕牏

牐＝１

（╂
牏
牐－ ┷牏）（╂

牏
牐－ ┷牏）

Ｔ
（９）

其中：牕牏为第牏类数据的样本数量；╂为原空间数据。

令

┣爾１＝∑
牕１

牏＝１

（╂
１
牏－ ┷１）（╂

１
牏－ ┷１）

Ｔ
（１０）

其中：牕１代表较多的样本数量。

求解使式（１２）中的爥（犝）值达到极大值的向量

犝，即为最大化两类数据差异性的投影方向

爥（犝）＝ （犝
Ｔ
┣爜犝）燉（犝

Ｔ
┣爾１犝） （１１）

得到原空间数据在犝方向投影的计算方法为

犝（╂）＝ 犝╂ （１２）

 ﹤﹢和﹣﹨﹥﹢法的降维组合设计

１）按照式（２）对数据集在 爼方向进行投影变

换，选取可用特征，组成一次降维数据集；

２）按照式（１２）对一次降维数据集在犝方向投影

变换，选取可用特征，组成二次降维数据集，即为

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的降维结果。

定义 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

率计算方法如下：设步骤１中，选取特征的总累计贡

献率以牼表示，步骤２中，所有特征值以犳１，犳２，…，犳牕

表示，则任意特征值犳牑的贡献率犽牑的计算式为

犽牑＝ （犳牑燉∑
牕

牏＝１

犳牏）牼 （１３）

式（１３）描述了特征 牑所含信息占总信息的

份额。

选取的前牔个特征的贡献率之和称为累计率，

记为犓牔，其计算式为

犓牔＝ （∑
牔

牏＝１

犳牏燉∑
牕

牏＝１

犳牏）牼 （１４）

式（１４）表明了前牔个特征能够提供原始数据集

中所含信息的能力。

应用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实施数据集降维时，选取

的前牔（牔＜牕）个特征，其累计率达到８０％以上即可。

 核的确定

２３１ 核函数的选择

按照目前应用最为成熟的核函数［８１１］并结合本

研究的实际应用情况，选择高斯核函数为

爦（牨牏，牪牐）＝ ｅｘｐ（－ ‖牨牏－ 牪牐‖
２
燉２犲

２
） （１５）

２３２ 核参数的求解

参考基于费歇准则的粒子群优化方案［８９］
，本研

究提出以偏费歇准则建立粒子群优化算法的目标函

数，实施高斯核函数中参数犲的自动寻优方法。

样本数较多的数据子集在高维特征空间中的类

内离散度的平方为

爳
犎
犽１＝ ∑

牕１

牏＝１

牑（牨１牏，牨１牏）－
１

牕１∑
牕１

牏＝１
∑
牕１

牐＝１

牑（牨１牏，牨１牐）

（１６）

两类数据在特征空间中的类间离散度平方为

爳
犎
牄＝

１

牕
２
１
∑
牕１

牏＝１
∑
牕１

牐＝１

牑（牨１牏，牨１牐）－
２

牕１牕２∑
牕１

牏＝１
∑
牕２

牐＝１

牑（牨１牏，牨２牐）＋

１

牕
２
２
∑
牕２

牏＝１
∑
牕２

牐＝１

牑（牨２牏，牨２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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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立的目标函数为

爥（犤）＝ 爳
犎
犽１燉爳

犎
牄 （１８）

其中：犤为目标函数爥（犤）的极小值点。

 线性分类器结构设计

针对本研究中多类数据的分类问题，可采用一

对多分类方法［１２１３］
，并将其拓展为适用于识别转子

系统各类典型故障的分类器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线性多分类器

建立对应牕种类型的牕个两类分类器，将这些分

类器按图１所示的二叉树形式组合，从而得到１个可

以分离牕种数据类型的多分类器。当测试样本输入

到此多分类器时，若经过第１个分类器的判别结果

为类型１，则此次判别过程结束，否则送入第２个分

类器继续判别。依此类推，直到第牕个分类器，若仍

未得出类型牕的判别结果，则测试样本属于其他数

据类型，从而可解决多类数据的分类问题。

 故障诊断流程设计

本研究规划的转子系统故障诊断流程如图２所

示。整个过程的实施步骤如下：

图２ 转子系统故障诊断流程图

１）采集转子系统典型故障的振动信号；

２）提取振动信号特征，建立故障特征数据集；

３）将故障特征数据集划分成训练集和测试集；

４）针对各二分类问题，确定对应的核函数；

５）运用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对故障特征数据集进

行降维分析；

６）将训练集降维结果按照两类数据的线性分

类法设计图１所示的线性多分类器；

７）将测试集降维结果输入多分类器，得出

结论。

 应用情况分析

首先，采用实例数据集验证ＢＦＤＡ法；然后，采

用转子实验台振动信号验证ＫＰＣＡＢＦＤＡ。

图３ 实例数据集降维效果图

 ﹣﹨﹥﹢法的实例降维

采用的实例数据集参见文献［６］。分别应用ＢＦ

ＤＡ法和ＦＤＡ法对实例数据集进行降维分析，降维

后不同类别数据子集的分离效果如图３所示。表１列

出了实例数据集中样本回报的判别准确程度。

整体比较图 ３可见，指定类数据（图中标记为

“牨”）在图３（ａ）中表现出的结构比在图３（ｂ）中的结

构更为紧致，且图中不同类别数据的分离程度都非

常显著，说明ＢＦＤＡ法更趋向于以提高指定类别数

据集中程度的方式，实现不同类别数据的分离。

由表１可见，ＢＦＤＡ法对应的回归结果中，Ｉ类

错判数为２，ＩＩ类错判数为１，这与ＦＤＡ法对应的回

判结果差别不大，且两种算法对应的总判错数均为

３，由此验证了图３显示的数据可分性效果。

表 两种方法判别准确程度对比

类别
ＢＦＤＡ ＦＤＡ

Ⅰ Ⅱ Ⅰ Ⅱ

Ⅰ １０ ２ １１ １

Ⅱ １ ２２ ２ ２１

总错判数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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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的故障特征数据集降维与分类

首先，在文献［１２］所示转子实验台进行升降速

实验，采集转子动静碰摩、质量不平衡、支座松动、轴

系不对中及正常这５种转子运行状态的振动信号；

然后，按图２所示流程的步骤２，计算１～１２通道每次

采样的振动峰峰值、振动最大值和振动均方根值，共

３６个特征。取５种转子运行状态的样本数各８０，样本

总数为４００，建立故障特征数据集，如表２所示。

表 故障特征数据集 μｍ

状
态

编
号

通道１ 通道２

峰峰值 最大值 均方根 峰峰值 最大值 均方根

碰
摩

１ １０９８６ ５１１３ ３０９０ １００１０ ５３３６ ２８３８

２ １１７１９ ５６０１ ３２４８ １０４９８ ５８２４ ３１５２

      

８０ １３９５７ ６０３３ ３９１７ １２２０７ ４８１９ ３００２

不
平
衡

１ １１７１９ ５８４２ ３７２１ １２２０７ ５８０１ ３６３０

２ １１２３０ ５５９８ ３７１７ １１４７５ ５５５７ ３５２９

      

８０ １１０８７ ５８０４ ３５９０ １０２３２ ５５９８ ３３９９

松
动

１ １１４７５ ５９８５ ３６６７ １０９８６ ５６０９ ３３７８

２ １０７４２ ５２５２ ３２５３ １０７４２ ５６０９ ３３３２

      

８０ １０３９３ ５６９１ ３４０３ １０２９２ ５３３５ ３２４１

不
对
中

１ １０３０８ ６０７３ ３３０５ １３６７２ ７０６５ ４１４５

２ １０７９５ ６１７５ ３４７０ １１７１９ ６０８９ ３６０４

      

８０ １２５０８ ６０９２ ４０４５ １２２０８ ６７５９ ３９６６

正
常

１ １０７４２ ５３８６ ３３９９ １０２５４ ５５３１ ３２６５

２ １１４７５ ６１１９ ３４０８ １０２５４ ５２８７ ３３６５

      

８０ １１４７５ ５５９３ ３３１６ １１４２３ ６６５４ ３７３４

由表２可看出，不同运行状态对应的同一特征

表现出数值区间严重重叠的现象。如通道１峰峰值

中的碰摩故障区间（１０９８６～１３９５７μｍ）包含了不

平衡故障区间（１１０８７～１１７１９μｍ），故仅简单地

将测试信号的特征提取结果和表２进行对比来决策

故障，则可能造成错判，甚至无法判别。

 故障特征数据集的降维

按照图２所示流程的步骤３～５，首先，将故障特

征数据集中各子类的１～４０号样本组成训练集，４１

～８０号样本组成测试集；然后，参照文献［１２］建立４

种二分类问题，并确定各分类问题的核函数；最后，

得出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对故障特征数据集的降维分

析结果。得出的最优核参数犲及按照从大到小顺序

排列的测试子集降维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 ﹤﹢┐﹣﹨﹥﹢法的最优核参数及无量纲降维结果

σ

分类问题１ 分类问题２ 分类问题３ 分类问题４

５９８５８ ６２９３５ ６２３７３ ６０３０８

碰
摩

００３１７３２

００３０２９５



－００４９６３４

不
平
衡

００５７８４５ －００２４７４９

００５７６６２ －００２４９２６

 

００３０９１３ －００４５１０７

松
动

００６０３７３ －０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９５

００５９７２７ －０００１１７５－０００６１４９

  

００３４３０２ －００１３２９１－００２８１７９

不
对
中

００６０５９６ －０００６０５１ ００３７４４８ ００５８６１８

００５９７９７ －０００６６０４ ００３６８８２ ００１５１７８

   

０００６３７４ －００２４０９０ ０００９４９３ －００１８８２９

正
常

００６２６７２ ０００３８２６ ００３６９５３ －００２６６０６

００６２５３１ ０００２４６２ ００３１０１５ －００２７４３５

   

００３１２５３ －００１７０２８ ０００８９１３ －００４８３６４

由表３可看出，不同分类问题对应的最优核参

数犲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投影方向。各投影方向

对应的测试子集，其降维结果均为可分性较强的一

维特征向量。以分类问题２为例，不平衡故障的特征

值区间是－００４５１０７～－００２４７４９，而非不平衡

状态的特征值区间是－００２４０９０～００００２１０，两

种区间未发生重叠，且分类问题３和分类问题４也表

现出相同的差异性。分类问题１中，仅不平衡、不对

中和正常状态的最小值，即００３０９１３，０００６３７４和

００３１２５３同属于碰摩故障的区间（－００４９６３４～

００３１７３２）内。故可以说明，采用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对

故障特征数据集降维的结果中，不同故障类别间的

差异性可由无量纲数据的数值大小关系直接表现。

对比表２中的数据可知，这种数值大小的差异性已

经具备了分离不同类别故障数据的能力。

为进一步说明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的优越性，列出

测试集降维过程中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率，与测

试集实施ＫＰＣＡＦＤＡ，ＫＰＣＡ降维法得到的以上３

种指标进行对比，结果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可以发现，碰摩故障分类问题对应的测

试子集经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降维后，第１特征的贡献

率为８６０７％，与ＫＰＣＡＦＤＡ法所对应第１特征的

贡献率相同，且基本达到了ＫＰＣＡ法对应的总累计

率（８６０８％），而第２、第３和第４特征的贡献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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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和﹤﹢法的测试集降维特征贡献分布

状
态

ＫＰＣＡＢＦＤＡ ＫＰＣＡＦＤＡ ＫＰＣＡ

特征值 贡献率燉％ 累计率燉％ 特征值 贡献率燉％ 累计率燉％ 特征值 贡献率燉％ 累计率燉％

碰
摩

１６００１１ ８６０７ ８６０７ １１１０８ ８６０７ ８６０７ ０１６１７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１８０×１０
－１６

１１７×１０
－１５ ８６０７ ２２２×１０

－１６
２００×１０

－１６ ８６０７ ０１５０４ ２８７７ ５９７０

１８０×１０
－１６

１１７×１０
－１５ ８６０８ １３９×１０

－１７
１２５×１０

－１７ ８６０７ ００９１２ １７４５ ７７１５

０ ０ ８６０８ ６０７×１０
－１８

５４７×１０
－１８ ８６０８ ００４６７ ８９３ ８６０８

不
平
衡

２９１０６ ８８７４ ８８７４ ０９１７６×１０
－１８ ８８７４ ８８７４ ００８９２ ６１３２ ６１３２

４６５×１０
－１７

１６０×１０
－１５ ８８７４ ４７９×１０

－１７
５２２×１０

－１７ ８８７４ ００１５７ １０７９ ７２１２

１６３×１０
－１９

５５９×１０
－１７ ８８７５ ４５５×１０

－２０
４９６×１０

－２０ ８８７５ ００１３７ ９４２ ８１５４

０ ０ ８８７５ ０ ０ ８８７５ ００１０５ ７２２ ８８７５

松
动

６９８８５ ９３２０ ９３２０ １９１０２ ９３２０ ９３２０ ００９１５ ５８９４ ５８９４

－１０３×１０
－１６

１４８×１０
－１５ ９３２１ ８３０×１０

－１７
４３５×１０

－１７ ９３２０ ００４１４ ２６６７ ８５６０

－３８９×１０
－１６

９２８×１０
－１８ ９３２１ １２８×１０

－１９
６７１×１０

－２０ ９３２１ ０００７５ ４８３ ９０４３

－６４９×１０
－１９

５５６×１０
－１５ ９３２１ ０ ０ ９３２１ ０００４３ ２７７ ９３２１

不
对
中

８２９７５ ８２３９ ８２３９ １３１０８ ８２３９ ８２３９ ００３５７ ３７６２ ３７６２

２０８×１０
－１７

２５１×１０
－１６ ８２３９ ８９８×１０

－１８
６８５×１０

－１８ ８２３９ ００２６５ ２７９２ ６５５４

９５４×１０
－１９

１１５×１０
－１７ ８２４０ －５６１×１０

－１９
４２８×１０

－１９ ８２４０ ０００８７ ９１７ ７４７１

０ ０ ８２４０ ０ ０ ８２４０ ０００７３ ７６９ ８２４０

为 １１７×１０
－１５
％，１１７×１０

－１５
％和 ０％，与ＫＰＣＡ

ＦＤＡ法对应特征贡献率的数量级差别不大，表明此

类特征包含的信息量极少。不平衡、松动和不对中故

障的分类问题，也都表现出上述特性。另外，ＫＰＣＡ

法对应的所有特征中，虽然不平衡故障的第１特征

具有最大贡献率，但仅为６１３２％，表明该特征仍需

结合其他特征，形成二维以上的数据集后，才能描述

原始数据集的大部分信息。由此说明，ＫＰＣＡＢＦＤＡ

法和ＫＰＣＡＦＤＡ法对数据集的降维结果差异不大，

均具备了表征原始数据集大部分分类信息的能力，

且其维数低于ＫＰＣＡ法对应的降维结果。

 故障特征数据的分类

按照图 ２所示流程的步骤６和 ７，采用ＫＰＣＡ

ＢＦＤＡ法所对应训练集降维结果的第１特征训练线

性多分类器，并应用于测试集降维结果的分类。另将

ＫＰＣＡＦＤＡ法对应的第１特征和ＫＰＣＡ法对应的

前４个特征实施相同的训练与测试过程，得出分类

结果的对比情况如表５所示。

由表５可以看出，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对应的各第１

特征，应用于线性分类的准确率均超过９５％，且松动

和不对中问题的分类准确率略高于ＫＰＣＡＦＤＡ法

对应的准确率。在ＫＰＣＡ法对应的所有特征中，不

平衡故障的第 ３特征具有最高的分类准确率，为

８３７５％，但该特征对应表 ４中的贡献率仅为

９４２％，表明其在原始信息中占有的份额低，因此不

能说明该特征能够应用于分类。另外，ＫＰＣＡ法对

应的各分类问题中，碰摩的第１特征虽然具有最高

的分类准确率，但仅为２２％，甚至还出现松动问题分

表 ﹤﹢┐﹨﹥﹢和﹤﹢法的降维特征线性分类结果

状 ＫＰＣＡＢＦＤＡ ＫＰＣＡＦＤＡ ＫＰＣＡ

态 特征号 准确率％ 特征号 准确率％ 特征号 准确率％

碰
摩 １ ９５００ １ ９５００

１

２

３

４

２２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６７５００

４１０００

不
平
衡

１ ９６８８ １ ９６８８

１

２

３

４

５４３７５

１４３７５

８３７５０

４４３７５

松
动 １ １００００ １ ９９１７

１

２

３

４

０

５８３３０

６２５００

６００００

不
对
中

１ １００００ １ ９７５０

１

２

３

４

２５００

４６２５０

６６２５０

５００００

类准确率为０％的情况。上述结果表明，ＫＰＣＡＢＦ

ＤＡ法是在达到ＫＰＣＡＦＤＡ法的降维可分性效果

的前提下，具备了更低的算法复杂度。ＫＰＣＡＢＦＤＡ

法较ＫＰＣＡ法，获取的降维数据集不仅具有更低的

维数，还使不同数据子集间具备更高的分离程度；而

ＫＰＣＡ法对应的降维结果，虽然能够最大化表征原

始数据集的方差特性，但可分性较差，不能直接应用

于线性分类。为加强特征的可分性对比，根据表４所

示的降维特征贡献分布，采用 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和

ＫＰＣＡＦＤＡ法对应的第 １特征作为一维空间的 牨

坐标，建立两种一维判别模型；采用 ＫＰＣＡ法对应

的前３个特征，分别作为三维空间的牨，牪和牫坐标，

建立三维判别模型。３种模型的可分性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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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测试样本分类效果图

图４给出了４类故障分类问题的测试子集分别

采用 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ＫＰＣＡＦＤＡ法和 ＫＰＣＡ法

降维后，３种降维结果的可分性效果。从图中可直观

看出，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对应的一维降维结果对４类

故障的分离效果都非常显著，且该结果与 ＫＰＣＡ

ＦＤＡ法对应的结果差别不大。在碰摩和不对中问题

中，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对应的降维结果则从整体上明

显表现出指定类数据（标记为“．”）更为紧致的结构。

ＫＰＣＡ法对应的三维降维结果中，仅碰摩故障的分

离效果较明显，其余几种故障类型则表现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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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叠现象。由此说明，相对于 ＫＰＣＡＦＤＡ法和

ＫＰＣＡ法，ＫＰＣＡＢＦＤＡ法具有明显优势，即在以最

低维数的数据集最大化表征故障特征数据集分类信

息的前提下，具有最低的计算复杂度。

 结束语

为提高转子故障特征数据的分类能力，本研究

提出了一种偏费歇判别分析法，将核主成分分析与

偏费歇判别分析相结合，用于故障特征数据集的降

维。实例研究与实验研究分别表明，提出的ＢＦＤＡ算

法是在达到ＦＤＡ法降维性能的前提下，具有更低的

计算复杂度；提出的ＫＰＣＡＢＦＤＡ算法，在以较低

维数的数据集最大化表征故障特征数据集分类信息

的同时，具有较低的计算复杂度，且获得的降维结果

能直接应用于线性分类器，分类准确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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