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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系统中的智能故障诊断与预测》

内容概要

《工程系统中的智能故障诊断与预测》以视情维修中预测与健康管理（CBM／PHM）技术的工程应用
为背景，系统地论述工程系统中的智能故障诊断与预测技术，并给出了故障诊断与预测的跨学科研究
方法。《工程系统中的智能故障诊断与预测》强调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典型应用，并侧重理论研究
和工程实践的有机结合，内容涉及电气、机械、工业、管理、计算机等诸多学科，充分体现了故障诊
断和预测的技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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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5.1 核查和验证CBM／PHM系统 CBM／PHM技术的核查和验证（V&V）是为了
确保设计的性能满足系统要求。系统的性能指标为V&V提供了基础，并且这对系统的设计改进也很有
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正式的或普遍接受的技术和方法。在下面的小节中，将讨论有助于PHM系统
（V&V）的方案和指标。系统核查和验证行为支持系统的开发，以实现系统的认证。当以下问题得到
肯定的答案时，一个系统的认证便成功了。这个问题是“是否相信该系统在指定的限制条件下，可以
满足性能指标要求？”这是对核查和验证正式定义之前的一个启发性问题： 核查回答这个问题：“我
是否正确地建立了系统？”（这个系统的搭建是否符合所述的性能指标） 验证回答这个问题：“我是
否建立了正确的系统？”（系统模型是否足够接近实际的物理系统，性能指标和系统约束是否正确） 
休斯（1997）提出了模型验证的定义：模型验证是一个确定的过程，它确定了一个模型的实施可以准
确反映开发者的概念性的描述和规范。 CBM／PHM系统的核查和验证框架可能需要对构造模块的理
解——由于固有的系统复杂性，理解一个已定的CBM或PHM系统的构造成为了重大的挑战，并对使用
有效的V&V方法构成显著障碍。一种可能的方法概述如下： （1）将系统分解成一些子系统，并定义
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约束，也就是把问题分解为能够理解的子问题。 （2）使用对象管理组的接口定
义语言（IDL），捕获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3）使用通用建模语言（UML），捕获系统的行为
，以构建系统架构和描述子系统。 理解系统的架构、子系统建模以及系统验证这一系列的离线处理过
程，可以按如下步骤进行： （1）建立一套CBM（诊断，预测等）架构，并划分为多个功能模块。 
（2）把模块按计算结构划分。 （3）选择一套质量属性，用以评估所建的架构（选择成功的标准）。 
（4）选择用以测试所需的质量属性的具体任务。 （5）评估每个构架对每个任务的支持程度。 2.5.2 性
能指标 故障诊断及预测的功能指标，构成了CBM／PHM绩效评价的核心。仿真结果与实际故障数据
用来反映系统的性能。设备状态监测和统计信号检测技术可以为性能指标的发展奠定一个基础。故障
诊断及预测性能将在第7章详尽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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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系统中的智能故障诊断与预测》既可作为高校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又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
应用参考书，还可为高年级本科生或其他科研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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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偏向工程实践，有很多实际的例子，是一本很实用的书，值得一读。
2、书可以做参考，简单翻阅了下，还没哟自己研究
3、内容还可以，覆盖面广，但是深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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