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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热工过程是一个受传热、传质等诸多因素影响且具有非线性、强耦合的复杂物理过程。
该过程中涉及大量的、未知的不精确、不确定性信息。
《热工过程特殊参量的认知建模方法：证据理论的拓展与应用》旨在通过证据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
出新的理论和方法，（主要）用于解决热工过程特殊参量（无样本参量）认知问题，为实现热工对象
的在线可控、在线优化以及提高热工对象的生产能力并降低能耗奠定基础。

　　《热工过程特殊参量的认知建模方法：证据理论的拓展与应用》可作为热能工程、动力机械及工
程、能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应用数学与工程等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文献，也可以作为研究生的教
材或参考读物。
同时对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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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现场实验在一个250 MW热电厂的钢球磨煤机上进行。
钢球磨煤机筒直径3.2m，长4.7 m。
钢球磨煤机的驱动电机为YTM500—6型号电动机。
钢球磨煤机的额定转速为18.42 rpm，额定功率为710 kW。
钢球磨煤机筒内最大存煤量为大约21 t。
钢球磨煤机筒内填充钢球的直径分别为：30 mm，40 mm和60 mm。
对应于这三种直径的钢球的质量配比分别为30%，40％和30％，钢球装载量为34 t。
钢球磨煤机现场实验是在电厂大修后、正常日常生产前进行的。
钢球磨煤机中所有的钢球为新添加无磨损钢球。
实验中，钢球磨煤机筒内煤量的添加通过一台给煤机实现。
为了计算给煤量方便，给煤机挡板被固定在最大位置处，所以给煤量与给煤机转速成正比例关系。
在实验中，以给煤机转速等效给煤量。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必须获得CM、OT、IP、PD和VS的数据用于构建学习样本。
CM、OT、IP和PD的数据可以直接从电厂DCS系统获得。
换句话说，这4个过程参量的运行数据在DCS中每秒采样一次，然后通过数据通信传递到作者设计的数
据处理和存储系统（在本节随后讨论）。
VS通过设计的硬件系统进行采样、数字信号处理获得。
该系统由两个高灵敏度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ICP@、两个变送器（DNZE—Ⅱ，输出电流4～20 mA）、
一块ADAM5000数据采集卡、一台工业控制计算机和一些通信电缆组成。
两个加速度传感器分别被安装在钢球磨煤机的前后两个空心轴承的外部，安装位置详见图7—1所示。
传感器的采样频率和赋值分别为0.5 Hz～10 kHz和±50 g。
该类型的传感器之所以被选用是因为实验用钢球磨煤机中钢球冲击产生的振动信号的频率范围为不大
于4 kH2。
由于没有关于工业用钢球磨煤机轴承振动的完备知识，在此，选择传感器时考虑稍大频率范围的传感
器。
 设计的数据处理和存储系统主要具有两个功能：（1）存储从DCS传送过来的CM、OT、IP和PD的运
行数据；（2）VS信号的获取和处理。
VS信号的获取和处理在KINGVIEW环境和VC++环境中实现。
钢球磨煤机轴承的振动信号通过传感器不断采样，并经过PLS放大器电路放大两倍后传送
给KINGVIEW进行存储。
轴承振动信号的采样频率选为16 kHz，因此，数据获取系统每秒钟将存储容量为78 kb的振动信号。
由于振动信号容量大且对原始振动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耗时较长，基于小波包技术，采用VC++编程
实现振动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将原始振动信号转换为能量信号。
为了与DCS系统的信号采样频率一致，将每秒钟内的能量信号的累加和作为该时刻轴承振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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