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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监测诊断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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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工业大学 建筑工程系
,

辽宁 沈阳 加

省
·

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从故障诊断的实际出发
,

根据设备提供信息的多样性及故障表征形式的复杂性
,

分析了信

息领域的信息融合技术 阐述了故障诊断过程和与其相关的应用技术的关系 说明了集成神经网 络

故障诊断方法和集散监测诊断系统的特点 建立了基于集成神经网络的集散监测诊断系统
·

用两

个故障诊断实例说明了基于集成神经网络的集散监测诊断系统的先进性

关 扭 词 故障诊断 集成神经网络 集散监测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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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备的特点是趋于复杂化和大型化
,

一

个完善 的系统通常是 由若 干个子 系统组 成 系统

的分层
、

分块特性使得需要监测 的部位非常多
·

以

前 的方 法是 局部 监测
、

局部诊 断
,

即只在某些 关

键的部位进行监测 和诊 断
,

各部位
、

各设备之 间

互不 干扰 随着技术 的进步
,

这种 方式 已 不适 合

生产实际
,

它一方面造成监测设备 的重复设置
,

另一方面又很难使各监测信号之 间形成有效的祸

合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进 行 全 方 位 的 监 测
,

即 对 设

备
、

车 间
、

甚 至整个企业 形成 统一 的监测诊断 网

络
,

这就是集散监测诊断系统哩

集散监测诊断系统和集成神经网络

集散监测诊 断 系 统 ‘ 喇

是受集散控制 系统 的启发

而产 生 的 集 散控 制系统 由于具有 可靠性 高
、

性

能 好
、

分 散 控 制
、

集 中管理 等特 点 深 受 用 户 欢

迎
,

并很快成为控制系统 的一个重要发 展方 向

同一时期
,

机械设备在结构 和功 能上 也 日益复杂

和强大
,

这样
,

集散监测诊断系统 也就应运 而 生

了 该系统的特点是形 成分布式的监测 网络
,

各

监测点的数据统 一 由诊断 中心进行处 理和诊断

它可以提供一 个统 一 的开放 式框架
,

使各监测 点

易于加 人这一 系统
,

便于 管理
,

提高 确诊 率

由于集散监测诊断系统刚刚出现
,

思路较新
,

因此体系还没完全形成 该系 统 总 的 目标是分散

监测
,

集 中管理 和诊断 它 的基本 结 构可 由图

表示二

设 备 设 备

测 点 ⋯ 测 点 。 测 点
’ ‘ ’

侧查全

〔巫乡
分集成中心

总 集 成 中 心

图 集 散监 测诊 断系 统 示 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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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集散监测诊断系统的特点
,

通过它把 各

个需要监测 的设备全部互 联起来
·

图 给 出了 一

个车间的监测诊断 网络构 成 图
,

但 它 已 基本具备

了集散监测诊断系统 的全部特点 由于它是一个

在 人机结合中
,

强调人的因素
,

力 图在集 成神 经

网 络 中引人综合集成的思想 集 散监测诊断系统

的核心是诊 断 中心
·

由于诊断餐能 自动化 的要

求
,

诊 断 中心 的诊 断任务多 由专家系统神经网 络

担 任 来 自不 同设备
,

不 同 设 备 部 位 的 数据
,

势

必 要求 由不 同 的 子 神经 网 络 来 处 理 和诊 断 从

故 障的类型 上讲
,

千差 万 别 的故 障也有 同 样 的

要求 这种不 同的子神经 网络所 组成 的大 神经网

络系统就是集成神经网络

图 回转塔大轴承集散监测诊断图

开放型系统
,

其它车 间 的 网 络也 很容 易 加 人
,

这

样
,

网络 规模 将不 断扩大
,

可形 成跨厂
,

跨 地 区

的监 测诊 断系 统 从结 构上来 看
,

形成 了 工作站
、

分站
,

总 站 的 分 级 体 系 结 构 工 作 站 为 某 台

组 设备
,

分站为单个车间
,

总站为全厂

集 散 监 测 诊 断 系 统 的 目标是 非常宏伟 的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
,

该系统是设备 管理系统的

一部分 随着监测 系统 向生 产系统 的 逐步介入
,

企业 的 系统 将进 一步 完 善
,

集 散型监测诊

断系统最 终会并人企业 的 系统

集散监测 系 统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 对集散监 测诊断系统 的研究 刚 刚起

步
,

因此 目前 尚存在许 多 问题 急待解决 下 面 提

出几个将要研究的方向 伙

设备诊 断 的终极 目标是把故 障准确定位

到一 台 组 设备 的 某 一 部 位
,

并 给 出故 障 的类

型
,

原 因和程 度 集 散监测诊 断系统 同样 以 此 作

为 主要 目标 因此
,

从该 系统 的角 度出发
,

把 工作

重 点 集 中在 一 台设 备 的 综 合 诊 断 上
,

完全能体

现该 系统的设计思想

单 台 组 设备 的故 障表现 为不 同的症

状信 息 这些信 息从 不 同的侧 面反应 了故 障
,

因

此
,

对这些信息进行集成处 理必 然会 提 高故 障的

确诊率 单个神经网络在设备诊断 中已有较广泛

的应 用 但种 种 迹象表 明
,

多个 神经 网 络 的组 合

必然有更大的优势

根据钱学森所提 出的综合 集 成的思 想
,

集散监测 系统实例

集成 神经 网 络集散监测 诊断 系统 的概念可

由炼钢厂钢包 回转塔监测系统加 以说 明 钢包 回

转塔是炼 钢厂 的重要设备
,

它承接来 自熔炼车间

的钢包
,

旋转
。

后对准浇铸位置 钢包的重 量

满 包
,

空 包
,

因此
,

回转塔大轴承承载

很重 大轴承 的运 行状态 直接关系到该厂的生六
因此 对大轴承 的监测诊 断就非常必要 另外

,

配电

系 统
、

液压系统也需要作辅助监测 该车间共有

台回转塔 同 时 需 要 监 测
·

由于 各塔 在该结 构 中冲

台塔 的状 态数据 分散进 行采集
,

在诊断 中心 集

中进行 监测 诊 断 每 台塔形成 自己 的诊断子网络

各子 网络 的启 动 由控制 网络 完 成 这样
,

诊 断 中

心就形 成一较 简单 的集成神经网络

另一个例子是 输油管道远程监测诊断方案

远距离输油 管道每 设置一 个加压 泵

站
,

为保证 输油 畅通
,

需 要 对每个泵 站进 行监 测

和诊断 为此
,

采用微波通讯技术
,

把每个泵站 的

信息传到诊断中心
,

形成一个典型 的分散采样
,

集 中监测诊断的分布式集 散监测系统 其 中的诊

断部分也采用了集 成神经 网络 图 显 示 了这

种结 构 各泵 的诊 断 由各子 网络 完成
,

融 合决 策

网络则给 出最后 的决策

从上述两例可 以看 出
,

集 成 网络集 散监测诊

图 精油管道远程监测诊断图

断系统的提 出是 非常 自然 的 它是设备 自身分

层分 部特性的客观 要求 从信 号的类 型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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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信号 的类型 讲
,

即有运行参数
,

如 振 动
、

位移
、

力 等
,

又有工艺 参数
,

如 压力
、

流量 等 因此
,

子设备的 网络 由此 又可 由若干个子网络组成

集成神经网络集散监测诊断系统充分利用 了

各种 类型 的信 息
,

有利 于提 高确诊率
,

开放 式 的

网络结构使子网络的加人 和撤 出都很 容 易 每 个

部件形 成一个子网络也有利于故障的定位
,

另外
,

子网络结构简单
,

可单独 训练
,

有利 于提 高诊断

速度

究 了它在设备诊断中的建模方法
,

解决 了其在应

用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结束语

本文研究 了基于集成神经网络的集散监测诊

断系统在设备诊断 中的应 用
,

分析 了 当前 国 内外

集散监测诊断技术的研究现状及理论研究热点

论述 了设备故障诊断与其它应 用技术 的关 系 阐

述了单子神经网络的有关 问题
,

说 明 了集成神经

网络用于故障诊断的有效性 提 出了基 于集 成神

经网络和集散监测 系统 的故障诊 断方 法
,

并且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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