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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针对随机共振%

52(AE,520A*45(+,+A4

"简称
FG

&系统处理复杂信号的局限性以及参数选择的盲目性"提出了

一种基于频域信息交换%

.*4

H

)4+A

I

0+.(*6,20(+4JAE,+

9

4

"简称
KLM

&的量子粒子群自适应参数匹配随机共振方法'

首先"采用
KLM

将高频特征信号的频域幅值信息交换到对应的基准低频处(然后"根据基准频率特征采用量子粒子

群优化%

H

),+2)6

=

,*20A-45N,*6(

=

2060O,20(+

"简称
PQFR

&算法优化
FG

系统参数(最后"对振动信号进行随机共振

处理'滚动轴承实测信号的分析表明"该方法可以消除随机共振对频段的局限性"避免系统参数选择的盲目性"使

随机共振更适用于强噪声背景下较高频段的故障信号检测'

关键词
"

故障诊断(滚动轴承(随机共振(量子粒子群优化(频域信息交换

中图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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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旋转机械设备振动信号中往往含有丰富的状态

信息"通过振动分析可以实现对旋转机械的故障诊

断'当一个旋转机械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中或产生早

期故障时"在实际采集的振动信号中有用的信号一

般比较微弱"严重影响了故障诊断的准确性"因此强

噪声背景下的弱信号提取是信号处理领域研究的

热点)

%

*

'

常用于故障诊断的信号处理方法有小波分析!

经验模态分解%

46

=

0*0A,-6(V4V4A(6

=

(5020(+

"简称

M38

&和局部均值分解%

-(A,-64,+V4A(6

=

(5020(+

"

简称
W38

&等"均是通过去除实测信号中噪声的途

径来识别机械故障信号)

#C!

*

'然而这些方法在降噪

的过程也会除去一部分有用故障信号"不利于弱信

号提取'随机共振法能够使噪声的一部分能量传递

给信号"从而提取出信号的频率特征"因此随机共振

方法更适用于提取强噪声背景下的弱故障信号)

&C>

*

'

然而随机共振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

了使随机共振在故障诊断领域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近年来人们对随机共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文献

)

DC"

*将随机共振理论与小波变换相结合"在强噪声

背景下实现了对多个高频弱信号的检测'文献)

U

*

将随机共振与经验模态分解相结合"并基于遗传算

法优化随机共振系统参数"实现了对信号自适应处

理'文献)

%$

*将自适应双稳随机共振与快速独立分

量分析法相结合"在强噪声背景下实现了对弱故障

信号的快速获取'文献)

%%

*采用移频变尺度预处理

并基于鱼群算法对随机共振系统参数同步优化"实

现了齿轮故障弱信号的提取'文献)

%#

*基于混沌理

论构造对应的
8)..0+

9

振子检测微弱信号"较传统

方法降低了信噪比门限'文献)

%!

*基于滑动窗口的

数据分割提出了一种自适应随机共振方法"使随机

共振更适用于冲击信号的检测'这些研究根据输入

信号的特征将随机共振与优化方法及信号处理方法

相结合"对不同工程背景下的弱信号提取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根据双稳随机共振系统在信号处理频段的局限

性和系统参数对处理结果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基于

频域信息交换的
PQFR

自适应参数匹配随机共振

方法'首先"采用频域信息交换法在不改变信号幅

值的前提下"将高频特征信号的频域信息交换到基

准低频信号处(然后"根据信号特征和
PQFR

算法

自适应地优化双稳随机共振系统参数(最后"根据优

化所得参数"对振动信号进行随机共振处理'通过

对仿真信号和轴承实测信号的分析表明"该方法可

以消除随机共振对频段的局限性"优化输入信号与

双稳随机共振系统的匹配参数"以增强有用信号"减

少处理结果中的虚假分量"从而使随机共振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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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强噪声背景下的高频故障信号检测'

+

"

双稳随机共振

+:+

"

双稳随机共振理论

""

非线性系统!信号和噪声是产生随机共振的三

个条件)

%&

*

'随机共振的双稳或多稳非线性系统!信

号和噪声三者匹配程度越好"信号放大的效果越明

显'其中双稳过阻尼系统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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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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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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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稳随机共振系统参数'

由式%

#

&可知"

%

%

"

&有一个极大值点形成中部

势垒和两个极小值点形成两个势阱"势垒高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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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振幅为
-

,

"驱

动频率为
.,

的输入信号(

)

%

(

&

#

#槡/

!

%

(

&表示强度

为
/

"均值为
$

"方差为
%

的高斯白噪声)

%?

*

'双稳非

线性系统在周期信号和白噪声的驱动下输出随机共

振响应"如图
%

所示'

图
%

"

双稳随机共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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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稳随机共振的局限性

根据
Y*,64*5

逃逸率理论"当双稳随机共振系

统的参数固定时"并不能对任意的周期信号和噪声

产生共振"只有在信号频率及噪声强度满足特定匹

配条件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共振"且共振的强烈程度

与双稳系统输入信号的频率及噪声强度有关)

%>

*

'

当信号的幅值较小时"文献)

%D

*给出了式%

%

&的近似

统计响应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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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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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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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幅值(

.$

为周期信号频率(

/

为噪声

强度'

由式%

&

&可知"对于某一参数的双稳系统"输入

信号随机共振响应幅值随着噪声强度的增加先增大

后减小"且在同一噪声强度下输入信号频率越小响

应幅值越大'这说明随机共振系统对小参数输入信

号较为敏感"随着输入信号参数的增大随机共振现

象逐步减弱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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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稳随机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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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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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匹配机理

""

随机共振问题相当于一个多维连续优化问题"

同一组输入信号采用不同参数系统进行随机共振处

理时会产生不同的随机共振效果)

%$

*

'当输入信号

的强度
/Z$:#

!频率
.$

Z$:%TO

!幅值
-Z$:%

时"

系统的随机共振响应振幅
"

随双稳系统参数
*

"

+

的

变化曲线如图
#

所示'

图
#

"

系统参数对响应幅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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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

可知"对于一定的输入信号存在最优的

系统参数
*

"

+

使随机共振效果达到最佳状态'为了

使被交换的频域信息得到有效的增强"往往需要使

$

"

%$TO

频段产生明显的共振"故根据输入信号特

征采用量子粒子群算法对系统参数进行优化处理'

在量子空间中"粒子的速度与位置无法同时确

定"故采用波函数来描述粒子的状态)

%"

*

'粒子在量

子空间中不同位置的出现概率为波函数的平方"通

过蒙特卡罗模拟法得到粒子的位置方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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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

$

"

%

*区间的随机数(

0

为粒子初始分布

概率(

2

为势阱特征长度'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为

UD#"

第
#

期 陈长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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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
KLM

随机共振轴承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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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收缩扩张系数(

3

为粒子种群数(

0

,

为粒

子
,

的局部最优值
41452

'

最终粒子的位置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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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优化的目标函数决定了每个粒子的适应值

%

.02+455

&"双稳随机共振系统性能主要体现在输出

不同响应幅值
"

的输出信号"因此选用系统的输出

响应幅值为
PQFR

算法的适应度函数"具体公式为

5

.0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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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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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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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TO

'

随机共振的量子粒子群参数优化流程如图
!

所示'

图
!

"

PQFR

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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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

频域信息交换法是在不改变信号幅值的前提

下"将高频特征信号的频域信息交换到基准低频信

号处"这种变换基于希尔伯特变换%

T0-14*22*,+5

C

.(*6

&得以实现)

%?

*

'信号经希尔伯特变换后各频率

成分的幅度保持不变"但相位会出现
!

$

#

相移'希

尔伯特变换是将连续时间信号
'

%

(

&与单位冲击响应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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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卷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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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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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避免信号叠加先对低频信号上边带调制"再

对高频信号下边带调制'当基准低频信号为

'

%

%

(

&

#

-

%

A(5

%

&

%

(

&'

%

&"高频特征信号为
'

#

%

(

&

#

-

#

A(5

%

&

#

(

&'

#

&"载波信号为
A(5

%

&

9

(

&%

&

9

为基准低

频信号与高频特征信号的差值频率&时"其基准低频

信号上边带调制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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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特征信号下边带调制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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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FFX

为经上边带调制处理后的基准低频信号(

'

#FFX

为经下边带调制处理后的高频特征信号'

由式%

%$

"

%%

&可知"经过
KLM

处理后
'

%

%

(

&的频

率为
&

%

&&

9

"

'

#

%

(

&的频率为
&

#

$&

9

"且幅值不变'

现以仿真信号
'

%

(

&

#

A(5

%

#

!:

%$(

&

&

#槡/

!

%

(

&为

例"将特征频率
%$TO

与基准低频
$:%TO

处的频域

信息进行交换"其中"噪声强度
/Z$:#

"

(Z

%

$:$%̂

$:$%̂ ?$

&"时域波形如图
&

%

,

&所示"频谱如图
&

%

1

&

所示'首先通过傅里叶变换获得特征频率
%$TO

频

率的频域信息"然后采用载波信号
A(5

%

#

!:

U6U(

&

对基准低频信号进行上边带调制"再对高频特征信

号进行下边带调制"最后得到频域信息交换后的时

域波形如图
&

%

A

&所示"频谱如图
&

%

V

&所示"此时在

$:%TO

处就具有了
%$TO

处的频域信息'

/

"

实测信号分析

为验证
PQFRCKLMCFG

方法对识别故障弱信号

的有效性"对滚动轴承实测振动信号分别采用
KLMC

FG

"

PQFRCFG

和
KLMCPQFRCFG

三种方法进行故

障特征提取对比'试验轴承型号为
>#$!

"在轴承内

圈表面线切割一个宽
#66

"深
%66

的槽用于模

拟轴承内圈故障"采用
PQ__C

#

旋转机械振动故障

试验平台对滚动轴承振动信号进行采集"传动轴转

速为
%DU$*

$

60+

"采样频率为
%#$$TO

"采样时间

为
%$5

'滚动轴承主要参数如表
%

所示"根据轴承

故障经验公式内圈故障的特征频率为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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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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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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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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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仿真信号频域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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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滚动轴承的主要参数

012,+

"

31#4

5

16178986:";6"<<#4

=

2816#4

=

节圆直径$
66

滚珠直径$
66

滚动体个数 接触角$%

`

&

#":? >:D? " $

滚动轴承的原始振动信号时域图如图
?

%

,

&所

示"其
%&!

"

%?!TO

频域处的频谱如图
?

%

1

&所示"

%&":%TO

处的振幅较大"但受干扰噪声的影响故障

特征不明显"对原始信号进行随机共振处理'首先

根据原始信号特征采用
PQFR

法优化双稳随机共

振系统参数"优化后的系统参数为
*Z$:%>

"

+Z

$:&?

'再采用优化后的双稳系统对原始信号进行随

机共振处理"经
PQFRCFG

处理后的振动信号时域

图如图
?

%

A

&所示"其
%&!

"

%?!TO

频域处的频谱如

图
?

%

V

&所示'

%&":%TO

处的振幅由
$:$>!>

增至

$:$D?%

"幅值增幅较小"对干扰信号的削弱程度不

明显"说明在该频段的随机共振效果不明显'

由原始信号采样频率和采样时间可知"频率轴

的分辨率为
%#$$TO

$

%#$$$Z$:%TO

"即频率轴可

识别的最小频率信息为
$:%TO

'对原始振动信号

进行
KLM

频域信息交换"采用频率为
%&?TO

的余

弦载波信号"将故障特征频率移至
$

"

%$TO

范围内"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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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陈长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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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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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FRCFG

处理图

K0

9

:?

"

34,5)*4V50

9

+,-PQFRCFG2*4,264+26,

=

交换后的信号时域图如图
>

%

,

&所示"其频谱如图
>

%

1

&所示"在频率为
!:%TO

处幅值为
$:$>!>

"说明

%&":%TO

处的故障信息已经频移到
!:%TO

处'再

对频移后的信号进行随机共振处理"双稳系统参数

*

取
$:%

"

+

取
$:#

"经
KLMCFG

处理后的信号时域图

如图
>

%

A

&所示"其频谱如图
>

%

V

&所示"

!:%TO

的幅

值为
$:$U>"

'虽然能够识别轴承故障特征"但从最

终的频谱图上看存在许多干扰信号"无法准确地确

定
!:%TO

处为故障特征信号"说明随机共振未达到

最优效果'

为了使随机共振的效果达到最优"首先根据频移

后的信号特征采用
PQFR

法优化双稳随机共振系统

参数"优化后的系统参数为
*Z$6$!?

"

+Z$:#>

'再采

用优化后的双稳系统对频移后的信号进行随机共振

处理"经
KLMCPQFRCFG

处理后的振动信号时域图如

图
D

%

,

&所示"其
$

"

%$TO

频域处的频谱如图
D

%

1

&所

示"

!:%TO

的幅值为
$:%!&

"干扰信号的振幅明显被

削弱"故障特征信号被准确的识别出来'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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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MCFG

处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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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

实测信号
KLMCPQFRCFG

处理图

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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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4V50

9

+,-KLMCPQFRCFG2*4,2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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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于
PQFRCFG

和
KLMCFG

故障特征提取方

法"

KLMCPQFRCFG

法的故障特征信息幅值分别提

高了
!"a

和
D"a

"且干扰信号被大大削弱'因此"

KLMCPQFRCFG

法与随机共振现有方法相比进一步

提高了旋转机械故障诊断的精确度'

>

"

结束语

笔者分析了双稳随机共振在振动信号处理方面

的局限性"并针对其局限性提出了一种基于频域信

息交换的
PQFR

自适应参数匹配随机共振方法'

将频域信息交换法与
PQFR

优化方法相结合"实现

了故障特征信号向随机共振有效频段的转换并根据

信号特征匹配最优随机共振系统"使随机共振的效

果达到最佳'通过对轴承振动试验信号的分析"验

证了
KLMCPQFR

随机共振法相比单独采用
KLM

和

PQFR

的随机共振法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取出强噪声

背景下较高频段的故障特征信号"削弱干扰信号对

故障识别的影响'

参
""

考
""

文
""

献

)

%

*

"

陈凯"李富才"李鸿光
:

快速自适应经验模态分解方法

及轴承故障诊断)

'

*

:

振动!测试与诊断"

#$%>

"

!>

%

&

&#

>&DC>?#:

bE4+Y,0

"

W0K)A,0

"

W0 T(+

99

),+

9

:G(--0+

9

14,*0+

9

.,)-2V0,

9

+(5051,54V(+.,52,V,

=

20c446

=

0*0A,-6(V4

V4A(6

=

(5020(+

)

'

*

:'()*+,-(./01*,20(+

"

34,5)*464+2

780,

9

+(505

"

#$%>

"

!>

%

&

&#

>&DC>?#:

%

0+bE0+454

&

)

#

*

"

张亢"程军圣
:

基于
W38

和阶次跟踪分析的滚动轴承

故障诊断)

'

*

:

振动!测试与诊断"

#$%>

"

!>

%

!

&#

?">C

?U%:

_E,+

9

Y,+

9

"

bE4+

9

')+5E4+

9

:G(--4*14,*0+

9

.,)-2V0

C

,

9

+(5051,54V(+W38,+V(*V4*2*,AB0+

9

,+,-

I

505

)

'

*

:

'()*+,-(./01*,20(+

"

34,5)*464+2780,

9

+(505

"

#$%>

"

!>

%

!

&#

?">C?U%:

%

0+bE0+454

&

)

!

*

"

唐贵基"王晓龙
:

可调品质因子小波变换在滚动轴承微

弱故障特征提取中的应用)

'

*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

"

!>

%

!

&#

D&>CD?&:

S,+

9

d)0

@

0

"

e,+

9

f0,(-(+

9

:<

==

-0A,20(+(.2)+,1-4

H

C

.,A2(*N,c4-422*,+5.(*62(.4,2)*44J2*,A20(+(.N4,B

.,)-2.(**(--0+

9

14,*0+

9

)

'

*

:Q*(A44V0+

9

5(.2E4bFMM

"

#$%>

"

!>

%

!

&#

D&>CD?&:

%

0+bE0+454

&

)

&

*

"

e,+

9

')+

"

T4P0+

9

1(

"

Y(+

9

K,+*,+

9

:<+06

=

*(c4V

6)-205A,-4+(0542)+0+

9

(.52(AE,520A*45(+,+A4.(*0

C

V4+20.

I

0+

9

6)-20

=

-42*,+504+2.,)-250+*(--0+

9

4-464+2

14,*0+

9

5

)

'

*

:'()*+,-(.F()+V,+V/01*,20(+

"

#$%&

"

!!!

%

#>

&#

D&$%CD&#%:

)

?

*

"

W,0_E0E)0

"

W4+

9

g(+

99

,+

9

:e4,B

C

50

9

+,-V424A20(+

1,54V(+2E452(AE,520A*45(+,+A4(.1052,1-4V)..0+

9

(5A0--,2(*,+V025,

==

-0A,20(+0+0+A0

=

04+2.,)-2V0,

9

+(505

)

'

*

:34AE,+0A,-F

I

52465,+VF0

9

+,-Q*(A4550+

9

"

#$%>

"

"%

#

>$CD&:

)

>

*

"

<VV455(Q

"

Q04**(/

"

K0-,2*4--,d:L+24*

=

-,

I

142N44+

V424A20(+52*,24

9

045,+V52(AE,520A*45(+,+A4

=

*(

=

4*2045

)

'

*

:b(66)+0A,20(+50+ ;(+-0+4,*FA04+A4,+V ;)

C

64*0A,-F06)-,20(+

"

#$%>

"

!$

%

%C!

&#

%?C!%:

)

D

*

"

T,+8(+

9I

0+

9

"

W0Q40

"

<+FE)

@

)+

"

42,-:3)-20

C

.*4

H

)4+

C

A

I

N4,B50

9

+,-V424A20(+1,54V(+N,c4-422*,+5.(*6

,+V

=

,*,6424*A(6

=

4+5,20(+ 1,+V

C

=

,55 6)-20

C

52,1-4

52(AE,520A*45(+,+A4

)

'

*

:34AE,+0A,-F

I

52465,+VF0

9

C

+,-Q*(A4550+

9

"

#$%>

"

D$

#

UU?C%$%$:

)

"

*

"

FE0Q4060+

9

"

80+

9

f)4

@

),+

"

T,+8(+

9I

0+

9

:F2)V

I

(+

6)-20

C

.*4

H

)4+A

I

N4,B50

9

+,-V424A20(+642E(V1,54V(+

52(AE,520A*45(+,+A42)+0+

9

1

I

6)-20

C

5A,-4+(054

)

'

*

:

34,5)*464+2

"

#$%&

"

&D

#

?&$C?&>:

!"#"

第
#

期 陈长征"等#

PQFR

匹配的
KLM

随机共振轴承故障诊断



)

U

*

"

韩东颖"丁雪娟"时培明
:

基于自适应变尺度频移带通

随机共振降噪的
M38

多频微弱信号检测)

'

*

:

机械工

程学报"

#$%!

"

&U

%

"

&#

%$C%":

T,+8(+

9I

0+

9

"

80+

9

f)4

@

),+

"

FE0Q4060+

9

:3)-20

C

.*4

C

H

)4+A

I

N4,B50

9

+,-V424A20(+1,54V(+M38,.24*V4

C

+(050+

9

1

I

,V,

=

20c4*4

C

5A,-0+

9

.*4

H

)4+A

I

C

5E0.24V1,+V

C

=

,5552(AE,520A*45(+,+A4

)

'

*

:'()*+,-(. 34AE,+0A,-

M+

9

0+44*0+

9

"

#$%!

"

&U

%

"

&#

%$C%":

%

0+bE0+454

&

)

%$

*蔡道勇"许同乐"李璞晟"等
:

基于
K,52Lb<

自适应双稳

随机共振方法的轴承信号特征提取)

'

*

:

中国农机化学

报"

#$%>

"

!D

%

?

&#

?&C?U:

b,08,(

I

(+

9

"

f) S(+

9

-4

"

W0Q)5E4+

9

"

42,-:X4,*0+

9

50+

9

,-.4,2)*44J2*,A20(+1,54V(+K,52Lb<,V(

=

20c410

C

52,1-452(AE,520A*45(+,+A4642E(V

)

'

*

:'()*+,-(.bE0

C

+454<

9

*0A)-2)*,-34AE,+0O,20(+

"

#$%>

"

!D

%

?

&#

?&C?U:

%

0+bE0+454

&

)

%%

*谢有浩"刘晓乐"刘后广"等
:

基于改进移频变尺度随机

共振的齿轮故障诊断)

'

*

:

农业工程学报"

#$%>

"

!#

%

"

&#

D$CD>:

f04g()E,(

"

W0)f0,(-4

"

W0)T()

9

),+

9

"

42,-:L6

=

*(c4V

.*4

H

)4+A

I

C

5E0.24V,+V*4

C

5A,-0+

9

52(AE,520A*45(+,+A4

.(*

9

4,*.,)-2V0,

9

+(505

)

'

*

:S*,+5,A20(+5(.2E4bE0+454

F(A042

I

(.<

9

*0A)-2)*,-M+

9

0+44*0+

9

"

#$%>

"

!#

%

"

&#

D$C

D>:

%

0+bE0+454

&

)

%#

*高仕龙"钟苏川"韦
!

"等
:

基于混沌和随机共振的微弱

信号检测)

'

*

:

物理学报"

#$%#

"

>%

%

%"

&#

&?C?%:

d,(FE0-(+

9

"

_E(+

9

F)AE),+

"

e40Y)+

"

42,-:e4,B50+

C

9

,-V424A20(+1,54V(+AE,(5,+V52(AE,520A*45(+,+A4

)

'

*

:<A2,QE

I

50A,F0+0A,

"

#$%#

"

>%

%

%"

&#

&?C?%:

%

0+bE0

C

+454

&

)

%!

*

W0'064+

9

"

bE4+f)4.4+

9

"

T4_E4+

9@

0,:<V,

=

20c452(

C

AE,520A*45(+,+A4642E(V.(*06

=

,A250

9

+,-V424A20(+

1,54V(+5-0V0+

9

N0+V(N

)

'

*

:34AE,+0A,-F

I

52465,+V

F0

9

+,-Q*(A4550+

9

"

#$%!

"

!>

%

#

&#

#&$C#??:

)

%&

*

W0'064+

9

"

_E,+

9

g)+

9

,+

9

"

f04Q0+

9

:<+4N,V,

=

20c4

A,5A,V4V52(AE,520A*45(+,+A4642E(V.(*06

=

,A2.4,

C

2)*454J2*,A20(+0+

9

4,*.,)-2V0,

9

+(505

)

'

*

:34,5)*4

C

64+2

"

#$%>

"

U%

#

&UUC?$":

)

%?

*刘进军"冷永刚"赖志慧"等
:

基于频域信息交换的随机

共振研究)

'

*

:

物理学报"

#$%>

"

>?

%

##

&#

%U!C#$>:

W0)'0+

@

)+

"

W4+

9

g(+

99

,+

9

"

W,0_E0E)0

"

42,-:F2(AE,520A

*45(+,+A41,54V(+.*4

H

)4+A

I

0+.(*6,20(+4JAE,+

9

4

)

'

*

:<A2,QE

I

50A,F0+0A,

"

#$%>

"

>?

%

##

&#

%U!C#$>:

%

0+

bE0+454

&

)

%>

*

W0d)(

I

0+

9

"

W0'064+

9

"

e,+

9

FE010+

"

42,-:P),+202,

C

20c44c,-),20(+(+2E4

=

4*.(*6,+A4,+V.4,2)*44+

C

E,+A464+2(.52(AE,520A*45(+,+A4.(*14,*0+

9

.,)-2V0

C

,

9

+(505

)

'

*

:34AE,+0A,-F

I

52465,+VF0

9

+,-Q*(A455

C

0+

9

"

#$%>

"

"%

#

%$"C%#?:

)

%D

*

W)F0-0,+

9

"

T4P0+

9

1(

"

8,08,(

I

0

"

42,-:Q4*0(V0A.,)-2

50

9

+,-4+E,+A464+20+*(2,20+

9

6,AE0+4c01*,20(+5c0,

52(AE,520A*45(+,+A4

)

'

*

:'()*+,-(./01*,20(+,+Vb(+

C

2*(-

"

#$%>

"

##

%

#$

&#

&##DC&#&>:

)

%"

*

f)bE,(

"

_E,+

9

Q40-0+

"

e,+

9

T),0

9

),+

9

"

42,-:h-2*,

C

5(+0A4AE(N,c45E,

=

4.4,2)*454J2*,A20(+1,54V(+PQ

C

FRC6,2AE0+

9=

)*5)02.(*(+-0+4N4,*V41*05V05A*060+,

C

20(+

)

'

*

:34AE,+0A,-F

I

52465,+VF0

9

+,-Q*(A4550+

9

"

#$%?

"

>$

#

!$%C!%?:

第一作者简介#陈长征"男"

%U>&

年
U

月

生"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振动!

噪声分析与控制'曾发表-基于遗传算

法的快速多极基本解法的源点分布优化

分析.%-机械工程学报.

#$%>

年第
?#

卷

第
D

期&等论文'

MC6,0-

#

AE4+AO>>UU

$

50+,:A(6

&"#

振
"

动!测
"

试
"

与
"

诊
"

断 第
!"

卷
"



?"#"

第
#

期 陈长征"等#

PQFR

匹配的
KLM

随机共振轴承故障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