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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高层次人才水平的集中体现。
因此，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包括课程学习、文献阅读、课题研究等。
文献阅读与课题研究无疑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样，课程学习也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重要环节。
通过课程学习，使研究生在教师指导下，获取知识并理解知识创新过程与创新方法，对培养研究生创
新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围绕研究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改革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同时，开设了一批
研究型课程，支持编写了一批研究型课程的教材，目的是为了推动在课程教学环节加强研究生创新意
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研究型课程是指以激发研究生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为主要目标，由具有高学术水平的教授作为
任课教师参与指导，以本学科领域最新研究和前沿知识为内容，以探索式的教学方式为主导，适合于
师生互动，使学生有更大的思维空间的课程。
研究型教材应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了解最新的前沿动态，激发研究生科学
研究的兴趣，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把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教学
模式，把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在探索研究与自主学习中掌握知识和培养能力。
　　出版研究型课程系列教材，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有许多艰苦的工作。
虽然已出版的教材凝聚了作者的大量心血，但毕竟是一项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工作。
我们深信，通过研究型系列教材的出版与完善，必定能够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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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故障诊断理论与方法》在内容上吸收了近年来机械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中出现的新方法、
新技术等前沿研究，体现了机械监测和诊断这一研究方向的最新发展，具有了新颖性、创造性和学科
交叉等特点。
本教材的内容大多来源于近年来作者所在单位承担的科研项目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包括了机械状
态监测和故障诊断的信息原理，监测诊断中用于特征提取的最新信号处理理论和方法，以及作为监测
诊断技术核心的模式识别新理论和方法。
在编写上兼顾了方法原理的介绍和实际应用举例，目的在于使读者在学习基本原理、基本理论的基础
上，掌握如何在实践中应用，从而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有利于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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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机械零部件失效信息　　1.2 机械运行信息的获取　　机械运行信息反映了机械的工作状
态。
获取这些信息是了解机械工作状态及失效的第一步。
机械运行信息的获取包括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反映机械失效信息的信号测量；二是测量信号中机械失效信息的提取。
　　1.2.1 包含零部件失效信息的信号测量　　机械零部件失效信息测量中常用的方法可分为两大类：
静态测量法和动态测量法。
静态测量方法即对机器零部件失效的静态信息进行测量。
静态测量方法直接对机械零部件的失效信息进行测量，不需要进行推导计算，有时也称为直接观测法
。
例如直接测量齿轮的啮合间隙得到齿轮齿面磨损情况；直接测量机床导轨表面的磨损量得到导轨的磨
损情况；还有用着色渗透剂探查零件表面，了解零部件的微裂纹；直接观测已经拆卸的滚动轴承内、
外滚道，由此判断轴承的腐蚀、剥落情况。
静态测量得到的信息直接反映了机械零部件的失效情况，比较直观、可靠。
静态测量必须在机器停止状态下，零部件能直接观察到或机器已经拆开的状态下进行。
因此，静态测量法难以实现机器工作过程中零部件失效信息的在线测量。
　　机械零部件失效信息的动态测量是指对含有机械零部件失效信息的动态物理量信息的测量。
这些动态物理量随着时间变化，可以是由零部件的失效产生的，也可以是反映机器总体或部分零部件
性能或效能的一些物理量。
动态测量的物理量值或信号，需要进行某种函数关系运算、变换或加工处理后，才能得到需要的机械
零部件的失效信息。
例如，为了了解磨床上砂轮的平衡状态，可以测量磨床工作过程中砂轮头架的振动信号，通过对测量
得到的动态信号中转频分量幅值的计算来判断砂轮的平衡情况，计算砂轮的失衡校正量。
虽然测量到的振动信号本身并不直接反映砂轮的失衡大小和方位，但经过加工或计算后就可提取出与
失衡大小和失衡方位相关的信息。
同样，滚动轴承失效时会产生振动，对轴承工作过程中的振动信号进行测量，经过对振动信号的频谱
分析等加工处理，最终可判断轴承失效的元件和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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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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