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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多传感信息集成系统，以两组平均年龄对应的受试对象往复运动过程中获取的动态声发射信号和角度

信号为对象，研究了适用于较小样本的动态声发射信号多元统计分析技术。通过同步记录的角度信号，将往复运动

分解为若干个独立运动周期和运动过程；利用累计概率分布，选取具备较显著差异的特征；结合多元统计技术，减

小数据量，建立动态声发射信号的可视化模型，证实了使用较小样本声发射信号实现膝盖骨关节诊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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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人体中最大的关节和最为复杂的结构之

一，膝关节承担着承载数倍于身体重量的任务。随着

年龄增长和不同人群的使用情况，膝关节的功能将

发生改变［１］
。骨关节炎（ＯＡ）是一种慢性关节炎，多

发于中老年人群，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已造成严重影

响［２］
。由于目前难以使用准确的物理或数学模型描

述其成因和发展过程，在临床界除全膝替换术

（ＴＫＲ）外，还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３］
。当前，ＯＡ

诊断主要使用的是超声成像、Ｘ射线以及核磁共振

的方式，结合临床经验进行判断。然而，对临床医学

经验要求高、潜在放射性危害、高昂的诊断费用以及

便携性差已被认为是此类技术的瓶颈［４］
。

以往的研究证实，膝关节在屈伸运动过程中产

生振动，基于振动所产生的声信号（包括可闻声和声

发射）已被广泛研究，目的在于研发便携、快速、简

单、低成本、安全及具备普适性的膝骨关节炎诊断技

术［４５］
。可闻声研究方面，通过研究分析加速度计收

集到的频率在２０ｋＨｚ以下的膝关节振动信号，结合

统计和智能建模技术，证实了可闻声作为膝骨关节

状态生物标识的可能性［６］
。膝关节在振动时，可同时

产生频率范围高于２０ｋＨｚ的声发射（ＡＥ）信号，连续

振动产生的ＡＥ信号结合相关角度信号和角速度信

号，进行分解重组后建立的多元统计模型可用于分

析和诊断不同年龄层的膝盖骨关节炎［４，７］以及骨关

节炎随年龄的发展和劣化趋势［８９］
。然而，之前的研

究成果在信号采集阶段需要参与者执行多次膝关节

的往复屈伸运动（１０～１５次），以获取尽可能多的

ＡＥ信号用于分析。这除了增大数据采集的执行难

度和建立模型时的工作量外，部分ＯＡ患者无法自

主进行多次此类运动。

笔者综合项目组之前研究成果的利弊，研究了

降低信号数量的同时获取相似膝骨关节炎ＡＥ信号

分离结果的信号处理方法。

 参与者

本研究项目共使用了１９名志愿者的实验数据，

其中包含１１名年龄在６１岁以上的老年健康志愿者

（Ｈ组），其平均年龄 ＭＡ＝７１２７岁，标准差 ＳＤ＝

６９９岁，全部为来自英国 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地区的志愿

者；８名年龄在６１岁以上的老年骨关节炎患者（ＯＡ

组）（ＭＡ＝６９５０岁，ＳＤ＝６３９岁），全部为在英国

ＢｌａｃｋｐｏｏｌＦｙｌｄｅ＆Ｗｙｒｅ医院接受物理治疗的骨关

节炎患者。两组参与者在年龄上匹配，实验过程在英

国ＮＨＳ国民健康系统监督下进行。在参与测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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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志愿者分别通过临床诊断方式确定关节健康状

况。为保证测试结果的精确性，根据临床诊断的结

果，ＡＥ信号分别从１３条Ｈ组志愿者和１２条ＯＡ组

志愿者的膝关节中获取，选取的规则如下：

１）Ｈ组中，临床诊断为健康且功能正常的膝关

节，共有２名参与者的２条膝盖及另外９名参与者的

１条膝盖被选取；

２）ＯＡ组中，诊断为骨关节炎的膝盖，其中包

括４名患者的双膝及其余患者的其中１条膝关节。

 数据采集

实验中使用ＪＡＡＳ数据采集系统采集膝关节的

ＡＥ信号和角度信号
［５］
。如图１所示，ＪＡＡＳ系统是

一套集成了ＡＥ传感装置和电子角度测量装置的多

源融合信息采集系统，其ＡＥ传感装置包括两个压

电陶瓷传感器，在图中分别记做Ｓ１和Ｓ２。为保证信

号传输的强度，为每个传感器配置一个４０ｄＢ增益的

前置放大器。电子角度测量装置包括两个电子角度

计和对应信号放大单元。两套系统通过改进过的Ｉ燉

Ｏ接口同时连接到数采板卡上，并用ＰＣＩ接口实现

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通过ＰＣＩ接口接收到的同步

电平信号实现系统间的无缝同步。信号获取实验中，

ＡＥ传感器固定在最接近于膝盖负重骨面的稳定位

置，电子角度计分别固定在大小腿两侧。声发射和角

度信号通过参与者进行１０～１５次坐立坐（ＳＴＳ）的

方式产生，具体的信号产生和采集方案见文献［８］。

图１ ＪＡＡＳ数据采集系统框图

 信号预处理

由于ＡＥ信号是通过往复多组的ＳＴＳ动作来产

生，将往复的ＳＴＳ动作分解成若干个独立的运动过

程，以尽可能多地从中提取有意义的信息用于后续

分析。每次ＳＴＳ运动的起止时间可通过求解角度信

号的１次差分来实现，鉴于参与者的每个动作周期

间耗时的高相似度（最大 ＳＤ值为 ０７３ｓ）
［９］
，每个

ＳＴＳ周期间的时差未被考虑。图２为一个５次ＳＴＳ

动作所产生的角度信号和对应ＡＥ信号，图２（ａ）中

的实线表示的是ＳＴＳ过程中采集到的角度信号，嵌

入曲线中的每一个点分别表示一个在此过程中获取

的如图２（ｂ）所示的ＡＥ撞击。由于部分ＯＡ患者难以

连续进行多次ＳＴＳ运动，为简化数据获取过程和数

据获取难度，提高诊断速度，同时避免由于连续运动

造成的膝关节结构疲劳等原因影响结果的精确性，

笔者只选用备选参与者执行前５次ＳＴＳ运动所获取

的ＡＥ信号和对应角度信号为研究对象。

图２ 膝关节角度与ＡＥ信号示例

图３为一组５个ＳＴＳ动作的角度信号叠加示意

图。由图３可见，每个ＳＴＳ运动周期可被再次分解为

图３ 分解后的ＳＴＳ角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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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坐到站（ＳＴ）的运动过程和一个从站到坐

（ＴＳ）的运动过程，这为建立膝关节ＡＥ信号与潜在

的生物机械学间的联系提供了纽带［１０］
。通过提取和

分析动态ＡＥ信号的时频域特征，以发掘具有最显

著统计差异的ＡＥ特征用于区别Ｈ组和ＯＡ组信号。

对５次ＳＴＳ运动所产生的ＡＥ信号的特征分析显示，

在前５个周期中，信号时、频域具备最显著统计差异

的ＡＥ信号特征是持续时间、绝对能量和峰值频率。

持续时间是ＡＥ信号首次越过门槛值和最后一次越

过门槛值间的间隔；绝对能量为在持续时间内信号

能量的绝对值（持续时间内信号幅度的积分绝对

值）；峰值频率是信号峰值所在的ＦＦＴ频段。

 信号特征的统计分析

图４分别为绝对能量和持续时间的累计概率分

布图，鉴于以上两种特征所呈现的不同统计分布（持

续时间接近于指数分布而绝对能量接近于正态分

布），图中纵坐标分别采用指数和正态分布尺度来表

示绝对能量和持续时间的累计概率分布。此类统计

分布表示法中，曲线重合度越低，表明参数的差异性

越高。由图５（ａ）可见，虽然两组受试者的４条绝对能

量统计分布曲线具有很高的重合度，但是曲线的尾

部显著不同，ＯＡ组信号的绝对能量无论在ＳＴ过

程还是在ＴＳ过程都比Ｈ组信号稍高，超过１０
６
ａＪ，

图４ ＡＥ信号特征的累计概率分布图

图５ 参与者典型ＡＥ特征模型的图像表示

而从Ｈ组中采集的ＡＥ信号能量均不超过１０
６
ａＪ，特

别是在ＳＴ过程，其最大能量仅有约１０
５
ａＪ。与绝对

能量的最大值类似，ＯＡ组参与者产生信号的最大

持续时间在两个运动过程中也显著高于Ｈ组，达到

１５ｍｓ，而Ｈ组在两个运动过程中ＡＥ信号的最大持

续时间分别为１２ｍｓ和１３ｍｓ。此外，参与者在连续

ＳＴＳ运动过程中所产生ＡＥ信号的峰值频率以其传

感器中心频率１５０ｋＨｚ为界分为低频段和高频段，呈

现两种不同的统计分布，其原理及相关具体讨论见

文献［４］。

 ﹢﹦信号的多变量统计分析

虽然将连续运动周期缩减为５次，但是由于信

号数量仍然处于较大水平（最大５１６撞击燉周期），并

且不同参与者所产生的信号总量不一致，直接分析

完整波形不仅工作量大，且对获得期望结果的帮助

有限［４］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实现对ＡＥ信号的快速

精准分析，并获取期望的结果，笔者介绍了一种基于

多变量统计的膝关节ＡＥ特征模型
［４］
。根据上述分

析，在前５次ＳＴＳ运动过程中，受试对象的绝对能量

和持续时间在ＳＴ和ＴＳ的运动过程中具有最为显

著的差异性，此外，Ｈ组和ＯＡ组ＡＥ信号的峰值频

率可以中心频率值划分为高、低频带。因此，根据以

上３种特征，结合角度信号建立膝关节ＡＥ多变量统

计模型，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１０２第２期 陈宏志，等：较小样本动态声发射信号多元统计分析技术



爣＝
１

牕∑
牕

牏＝１

（牀牏（爠牐，爟牔，爮牓燉牎），犼） （１）

其中：牕为ＳＴＳ运动周期数；牀牏为第牏次ＳＴＳ运动过

程中特征的不同值域，用绝对能量、持续时间和峰值

频率以牀牏 爠牐∩爟牔∩爮槏 槕牓燉牎 方式进行定义；犼为每一

次ＳＴＳ运动的ＳＴ和ＴＳ过程；爠牐，爟牔，爮牓燉牎分别为

绝对能量、持续时间和峰值频率。

每个特征值的至于范围定义为

１０
牐
≤ 爠牐≤ １０

牐＋１
（牐＝ ０，１，２，３） （２）

１０
牔
≤ 爟牔≤ １０

牔＋１
（牔＝ ０，１，…，５） （３）

爮牓∈ ｛爮牓燏爮牓≤ １５０｝

爮牎∈ ｛爮牎
烅
烄

烆 ＞ １５０｝
（４）

此外，绝对能量和持续时间的最大值限定条件

分别为爠牐＞ １０
６
μｓ和 爟牔＞ １０

４
ａＪ。

根据式（１）～式（４）以及相关前述限定条件，可

将每个参与者的ＡＥ信号重组成基于信号出现次数

的多变量统计的模型。为产生直观视觉效果，方便诊

断和分析，基于所获取特征模型，构建了膝关节ＡＥ

多变量统计模型的图像表示，如图５所示。图像可用

高低峰值频率和运动过程分解为４个类似于二维直

角坐标系４象限的４个区域，以原点为中心，信号持

续时间和绝对能量值分别向横、纵向增长，以颜色表

示依据式（１）～式（４）所设限定条件返回的ＡＥ信号

数量。比较图５（ａ）和图５（ｂ），Ｈ组产生的ＡＥ信号在

数量与信号类型上均明显低于ＯＡ组，主要为短时、

低能量ＡＥ撞击，最大撞击数为１１，出现在ＴＳ过程

中的低频带；从ＯＡ组获取的ＡＥ信号从种类和信号

数量上均显著高于Ｈ组，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大能量、

长时ＡＥ撞击，最大撞击数为５８，出现在ＴＳ过程中

的低频带，这主要因为ＯＡ组参与者的膝关节在连

贯性 ＳＴＳ运动过程中由于结构异常造成的较大

振动［８］
。

由于 ＡＥ信号的多变量统计模型的维度较高

（１４０维），不利于对所有参与者的ＡＥ模型进行分离

和分析，本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
［１１］对模型

进行适当降维处理，并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实

现对两组参与者ＡＥ信号的分离。ＰＣＡ是一种较为

常用的数据约简和实现盲源分离的技术，与其相近

的同类技术近年来已在复杂结构、设施的特征分析

上有较成功的应用［１２１４］
。江涌等

［１２］通过试验证实了

基于两次去相关的盲分离法可用于分离出频带上相

互重叠的瞬时振动信号；崔立林等
［１３］通过基于直推

式置信机（ＴＣＭ）与Ｋ近邻算法（ＫＮＮ）相结合的改

进ＴＣＭＫＮＮ算法，实现了水下航行器机械噪声源

在较小样本条件下的识别和分类；艾延廷等
［１４］通过

基于独立成分分析（ＩＣＡ）的最大信噪比分离算法与

基于ＦＦＴ的分离算法的结合，实现了对某双转子航

空发动机不同激振源振动信号的提取和分离。

ＰＣＡ的中心思想是降维，通过正交投影变换的

方式将研究对象间最显著的特征投影至较低维度的

平面上，以实现对研究对象间关系的可视化分析。若

分别以牨牏，牪牐表示第牏个健康组和第牐个罹患骨关节

炎组受试对象的ＡＥ多元统计模型，则Ｈ组和ＯＡ组

受试对象的特征模型可分别通过行层叠的方式组成

健康组和患病组特征矩阵，即 ┘＝［…牨牏…］
Ｔ 和

﹢＝［…牪牐…］
Ｔ
，通过行层叠方式合并矩阵 ┘和

﹢，可得到受试对象的ＡＥ特征矩阵┖＝
┘

［ ］﹢
Ｔ

。

下面以受试对象的多元统计特征矩阵┖为例，

介绍ＰＣＡ的实现过程。为保证┖中的每列值拥有同

样的权重，首先通过式（５）对┖求列修正矩阵┖爩

┖爩 ＝ （┖－ 爡牐）
Ｔ

（５）

其中：爡牐为矩阵┖的列平均值。

通过奇异值分解法（ＳＶＤ）求出┖爩 的主元向量

和每个主元向量对应的方差值

┖爩 ＝ ┥┣┦
Ｔ

（６）

其中：┦
Ｔ为┖的主成分矩阵；┦

Ｔ的每一列可构成一

个维度的主元平面；┣为一主对角线包含了投影到

每一维主元平面的方差值的对角矩阵；┿为荷载矩

阵，满足┖爩┦
Ｔ
＝┿┽

┖在前牕个主元面的投影可通过式（７）的线性

变换来实现

┛＝ ┖爩┦
Ｔ
牕 （７）

其中：┦
Ｔ
牕为┦

Ｔ的前牕个主元（牕┦
Ｔ
牕的最大维度）；┛

为┖在前牕个主元平面的投影。

多变量ＡＥ模型的三维空间聚类如图６所示。通

过 ＰＣＡ投影，在前三主元面共保留了９１１３％的原

始信息量。左侧的聚类表示的是Ｈ组，右侧的聚类表

示的是ＯＡ组，每个标记旁的数字代表受试者年龄。

由图６可见，Ｈ和ＯＡ组呈现出两个清晰的不重叠聚

图６ 通过ＰＣＡ产生的参与者膝关节ＡＥ特征模型的

三维空间聚类图

２０２ 振 动、测 试 与 诊 断 第３３卷



类分布在原点两侧。此外，和ＯＡ组的ＡＥ信号相比，

由于较低的模型间方差和产生信号的较高相似度，

Ｈ组模型在ＰＣＡ三维平面的投影聚类较ＯＡ组更为

紧凑，而ＯＡ组聚类则显示了更高的松散度。这组结

果证实了使用笔者所述的多元统计模型，结合ＰＣＡ，

基于较小样本集诊断膝骨关节炎的可能性。

 结束语

笔者介绍了一种基于较小样本的膝关节动态

ＡＥ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证实了利用多变量统计方

法分析较小样本膝关节ＡＥ信号的可行性，这将有

助于在后续研究和应用中有效降低参与者的 ＳＴＳ

运动周期数，减小实验的实施难度，研发快速、精确、

便携、适合临床诊断和家庭康复使用的膝关节动态

完整性分析与诊断系统。后续研究将加入不同年龄

组受试者的ＡＥ信号，结合相关统计和智能建模技

术，研究最优ＳＴＳ运动周期用于获取ＡＥ信号，探讨

建立基于较小样本的膝关节ＡＥ信号多元统计模型

在不同年龄和不同类型病患上的延伸应用，以及基

于空间聚类间距离的ＡＥ信号模式识别技术。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ｒａｙＨ．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ｂｏｄｙ［Ｍ］．２０ｔｈｅ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ｒｔｌｅｂｙ．ｃｏｍ，２０００：１３２．

［２］ ＰｅａｔＧ，ＭｃＣａｒｔｎｅｙＲ，ＣｒｏｆｔＰ．Ｋｎｅｅｐａｉｎａｎｄｏｓ

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ｉｎｏ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ｓ：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ｕｒｄｅｎ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ｕｓｅ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Ｊ］．

Ａｎｎａｌｏｆ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０１，６０：９１９７．

［３］ ＦｅｌｓｏｎＤ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ＲＣ，ＤｉｅｐｐｅＰＡ，ｅｔａｌ．Ｏｓ

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

［Ｊ］．Ａｎ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０，１３３：６３７

６３９．

［４］ ＭａｓｃａｒｏＢ，ＰｒｉｏｒＪＡ，ＳｈａｒｋＬＫ，ｅｔ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ｏｆｋｎｅｅ

ｊｏｉｎｔｓ［Ｊ］．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９，

３１：１０１３１０２２．

［５］ ＰｒｉｏｒＪＡ，ＭａｓｃａｒｏＢ，ＳｈａｒｋＬＫ，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ｓａｎｅｗ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ｋｎｅｅ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Ａｎｎａｌｏｆ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０，６９：９２９９３０．

［６］ Ｍｕ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ＮａｎｄｉＡＫ，ＲａｎｇａｙｙａｎＲＭ．Ｓｃｒｅｅｎ

ｉｎｇｏｆｋｎｅｅｊｏｉｎｔｖｉｂｒｏａｒｔｈ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ｒｉｃｔ２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８，

３８：１１０３１１１１．

［７］ ＳｈａｒｋＬＫ，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ｚｈｉ，ＧｏｏｄａｃｒｅＪ．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ｎｄ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ｃｋｎｅｅｓｕｓｉｎｇａｆｏｕｒ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ｉｔ

ｓｔａｎｄｓｉ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Ｊ］．ＴｈｅＯｐｅ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４：１１６１２４．

［８］ ＳｈａｒｋＬＫ，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ｚｈｉ，ＧｏｏｄａｃｒｅＪ．Ｋｎｅｅａｃｏｕｓ

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ｋｎｅｅｊｏｉｎｔａｇｅ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

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１，３３：５３４５４５．

［９］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ｚｈｉ．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ｋｎｅｅｊｏｉｎｔ

ａｇｅ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Ｐｒｅ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２０１１．

［１０］ＫｅｒｒＫＭ，ＷｈｉｔｅＪＡ，ＢａｒｒＤＡ，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ｓｉｔｓｔａｎｄｓｉ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ｙｃｌｅ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９９７，１２：２３６２４５．

［１１］Ｊｏｌｌｉｆｆｅ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６：１０６１．

［１２］江涌，章林柯，何琳，等．两次去相关用于振动信号盲

分离［Ｊ］．振动、测试与诊断，２０１１，３１：２４１２４５．

Ｊｉａ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ｋｅ，ＨｅＬｉｎ，ｅｔａｌ．Ｂｌｉｎｄｓ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ｕｓｉｎｇ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２０１１，３１：２４１２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崔立林，朱海潮，章林柯，等．小样本条件下的机械噪

声源识别方法［Ｊ］．振动、测试与诊断，２０１０，３０，５５７

５６０．

ＣｕｉＬｉｌｉｎ，ＺｈｕＨａｉｃ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ｋｅ，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ｎｏｉｓ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ｓｍａｌｌｓａｍｐｌ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２０１０，３０：５５７５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艾延廷，费成巍，张凤玲，等．ＩＣＡ在航空发动机振动信

号盲源分离中的应用［Ｊ］．振动、测试与诊断，２０１０，

３０，６７１６７４．

ＡｉＹａｎｔｉｎｇ，Ｆ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ｎｇ，ｅｔａｌ．

Ｂｌｉ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

ｎａｌｂ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２０１０，３０：６７１

６７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第一作者简介：陈宏志，男，１９８６年 ３月

生，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信号和图

像处理技术在智能诊断和视情维护中的

应用。曾发表《Ｋｎｅ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ｋｎｅｅｊｏｉｎｔａｇｅｉｎｇａｎｄｄ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１，Ｖｏｌ．３３）等论文。

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ｄｏｗ－ｃ３１８６＠ｍｓｎ．ｃｏｍ

３０２第２期 陈宏志，等：较小样本动态声发射信号多元统计分析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