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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滚动轴承工作时的故障信息难以获取ꎬ且其故障信息的辨识也存在困难ꎬ针对这一问题ꎬ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森林(ＲＦ)的滚

动轴承故障辨识方法ꎮ 首先ꎬ采集了滚动轴承的原始振动信号ꎬ并基于时域统计指标提取出了其原始振动数据的特征向量ꎻ然后ꎬ
建立了基于随机森林的轴承故障辨识模型ꎬ同时利用测试集验证了故障分类结果ꎬ给在测试集分类过程中识别率较高的决策树赋

予了较大的权重ꎬ使得对应的决策树在未来的分类过程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ꎻ最后ꎬ用验证集验证了最终的分类结果ꎬ通过多域

多通道的滚动轴承故障特征数据集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ꎮ 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转速和变工况条件下ꎬ基于随机森林的滚动

轴承故障诊断方法都能取得良好的轴承故障辨识效果ꎬ其分类准确率达到 ９６％ ꎻ与采用 ＢＰ神经网络(ＢＰＮＮ)、Ｋ￣近邻算法(ＫＮＮ)、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传统分类器的辨识结果相比ꎬ采用随机森林辨识方法的分类准确率明显更高ꎮ
关键词:滚动轴承ꎻ故障辨识ꎻ特征提取ꎻ随机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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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滚动轴承是旋转机械的关键部件ꎬ一旦其发生故

障ꎬ会严重影响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ꎬ并可能会造成安

全事故ꎬ以及难以估计的经济损失ꎮ 因此ꎬ准确识别滚

动轴承的故障状态ꎬ并对轴承进行故障诊断具有重要



的意义[１ꎬ２]ꎮ
滚动轴承故障辨识属于典型的多分类问题ꎮ 随着

当前机械设备(旋转机械)逐步向大型化和系统化方

向发展ꎬ轴承的故障特征也往往具有多样性ꎻ并且在对

轴承的故障进行信息处理过程中ꎬ还往往存在进化的

知识ꎬ因此ꎬ在处理这类复杂数据时ꎬ采用传统的单一

分类器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ꎮ
为了提高最终的故障辨识效率ꎬ利用融合算法整

合多个分类器ꎬ将是今后轴承故障辨识领域研究的关

键之一[３ꎬ４]ꎮ
随机森林(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ＲＦ)是集成学习的代表

算法之一ꎮ 该算法通过将随机性引入到决策树中ꎬ改
善了决策树易过拟合的现象ꎬ解决了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ＡＮＮ)收敛速度过慢ꎬ且易陷

于过拟合的问题ꎻ同时ꎬ也克服了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ꎬＳＶＭ)在处理大样本数据时能力不足

的缺点ꎮ 随机森林算法具有较强的抵抗噪声干扰能

力ꎬ通过集成多种特征向量ꎬ可以有效地提高故障诊断

的准确率ꎮ
吴海滨等人[５]通过改进多尺度幅值感知排列熵

与随机森林ꎬ解决了滚动轴承故障类别辨识问题ꎬ以
及对故障严重程度进行分类的问题ꎮ 张西宁等人[６]

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维缩放和随机森林的轴承故障诊

断方法ꎻ该方法先利用多维缩放对故障特征集进行

了降维处理ꎬ再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对轴承故障进行

了辨识ꎮ
为了解决传统的随机森林算法存在的故障特征数

目过大、复杂度过高及易产生过拟合等问题ꎬ李兵等

人[７]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随机森林的故障诊断方法ꎻ
该方法分别改进了决策树 ｂａｇｇｉｎｇ 方式和综合投票方

法ꎬ可以很好地对电机轴承故障状态进行识别ꎮ 者娜

等人[８]先利用变分模态分解(ＶＭＤ)方法ꎬ对轴承故障

原始信号进行了预处理ꎬ并提取出了其特征向量ꎬ然后

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反应堆金属撞击信号进行了识

别ꎮ 陈石等人[９]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包能量熵和随

机森林的级联 Ｈ桥多电平逆变器故障诊断方法ꎻ该方

法利用 ＰＣＡ对故障特征进行了降维ꎬ然后再利用随机

森林算法对逆变器故障进行了分类ꎬ提高了逆变器故

障识别的准确率ꎮ
由此可见ꎬ随机森林算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故障

诊断、数据挖掘和图像处理等领域[１０￣１２]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笔者提出一种基于随机森林的滚

动轴承故障模式辨识方法ꎮ 首先ꎬ提取出滚动轴承振

动信号的时域统计指标ꎬ作为特征向量ꎻ然后ꎬ利用随

机森林算法对滚动轴承故障进行诊断ꎻ最后ꎬ利用综合

故障模拟实验台的轴承数据ꎬ将其与传统分类器的诊

断结果进行对比ꎬ以验证该模式辨识方法的有效性ꎮ

１　 原理介绍

随机森林(ＲＦ) [１３ꎬ１４]是以 ＣＡＲＴ 决策树作为弱分

类器的一种集成学习算法ꎮ 该算法在决策树的基础上

引入随机属性选择ꎬ其本质是一个包含多个决策树的

组合分类器ꎬ由 Ｌｅｏ Ｂｒｅｉｍａｎ和 Ａｄｅｌｅ Ｃｕｔｌｅｒ于 ２００１ 年

提出ꎮ
随机森林由多个决策树{ｈ(ｘꎬθｍ)ꎬｍ ＝ １ꎬ２ꎬＭ}

组成ꎬ其中ꎬθｍ 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向量ꎬ其最终的分类

结果由多个决策树的综合投票来决定ꎮ 相比于单个分

类器ꎬ随机森林算法具有更好的分类结果ꎬ可以有效地

提升学习系统的泛化能力ꎮ
假定一数据集为 Ｄ ＝ {Ｘ ｉꎬＹｉ}ꎬＸ ｉ∈ＲｋꎬＹｉ∈{１ꎬ２ꎬ

ｃ}ꎬ随机地建立一个由多个决策树{ｈ(ｘꎬθｍ)ꎬｍ ＝ １ꎬ
２ꎬＭ}组成的森林ꎬ各决策树之间没有关联ꎬ当输入

样本 ｘｉ 时ꎬ随机森林的基决策树都会给出各自的识别

结果ꎬ最后将投票数多的类别作为该输入的最终分类ꎮ
随机森林算法流程如下:
(１)利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重采样方法[１５]从原始数据集

中随机抽取 ｎ 个样本ꎬ组成单决策树的训练集(依次

为每一个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训练集训练组建分类数ꎬ共产生 ｎ
棵决策树构成一片“森林”ꎬ这些决策树均不进行剪

枝)ꎬ每个训练集大小约为原始数据集的 ２ / ３ꎮ 虽然随

机的有放回采样存在一定的重复率ꎬ但可以避免决策

树陷入局部最优的情况ꎻ
(２)定义训练样本的输入特征个数为 Ｍꎮ 随机森

林中的单棵决策树从根节点开始自上而下递归分裂ꎬ
每棵决策树在每个节点上分裂时ꎬ从 Ｍ 个特征向量里

随机(无放回)选择 ｍ 个特征向量(ｍ 取 Ｍ 的向下整

数)ꎬ然后按照分裂节点不纯度最小的原则从上述特

征中挑选出一个最好的特征进行分裂生长ꎮ ｍ 在整个

森林生长的过程中保持不变ꎬ重复上述过程依次分裂ꎬ
直至该决策树遍历所有的特征属性ꎻ

(３)在分类阶段ꎬ通过集合 ｎ 棵决策树的分类结

果ꎬ采用相对多数投票原则来决定样本的类别ꎮ
随机森林的分类原理决定了它在处理数据时ꎬ能

够避免由于模型输入数据维数上升而使得分类精度下

降的情况ꎬ保证了在原始信号特征维数较大的情况下ꎬ
仍能获得良好的分类效果ꎮ

随机森林分类过程如图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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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随机森林分类过程

２　 随机森林分类模型

２. １　 振动信号采集

此处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一双跨双转子综合故障模

拟平台—ＨＺＸＴ￣ＤＳ￣００１ 型综合故障模拟实验台ꎮ
该综合故障模拟平台实物图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双跨双转子综合故障模拟平台

该综合故障模拟平台的轴承安装端实物图ꎬ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故障轴承安装端

由图 ３ 左半部分可见ꎬ采样通道共 ５ 个ꎮ
实验中ꎬ笔者测得滚动轴承 ＮＳＫ６３０８ 在滚动体故

障、保持架故障、内圈故障、外圈故障、正常情况共 ５ 种

状态下的振动信号各 ８０ 组ꎮ 其中ꎬ训练样本 ３０ 组ꎬ测
试样本 ２０ 组ꎬ剩下 ３０ 组作为验证样本ꎮ

采样转速分别为 ２ ６００ ｒ / ｍｉｎ、２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３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ꎬ采样频率为 ８ ｋＨｚꎮ

２. ２　 振动信号处理及特征提取

采样转速在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下ꎬ在通道 １ 中采集到滚

动轴承的 ５ 种运行状态结果ꎬ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滚动轴承在部分故障下的振动信号

为了降低采集到的原始信号中环境噪声等干扰信

息ꎬ笔者先将原始振动信号经一维小波消噪ꎬ然后再提

取信号中所包含的时域、频域和时频域的多域特征ꎮ
最后笔者提取到的 １６ 个多域特征如表 １ 所示ꎮ
由于有 ５ 个通道ꎬ此处共可得到 ５ × １６ ＝ ８０ 维的

特征ꎬ笔者将原始的特征数据集归一化处理至[ － １ꎬ
１]的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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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为 ｃｈｉ 通道构造的原始特征参数( ｉ ＝１ꎬ２ꎬ３ꎬ４ꎬ５)

序号 特征 序号 特征

１ 峰峰值 ７ 频谱二阶矩

２ 波形指标 ８ 标准偏差频率

３ 峰值指标 ９ 频率峭度

４ 脉冲指标 １０ 均方根频率

５ 裕度指标 １１ 中心频率

６ 峭度指标 １２ ~ １６ ＩＭＦ分量奇异值

２. ３　 基于随机森林的故障辨识模型建立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故障辨识具体流程如下:
输入:高维特征训练集 Ｔ 和测试集 Ｕꎻ
输出:故障类别集 Ｓꎻ
(１)采集振动数据ꎬ并进行处理ꎻ
(２)从时域、频域和时频域方面提取特征指标ꎬ构

建原始数据特征集并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ꎻ
(３)随机森林故障辨识

１)Ｆｏｒ ｉ ＝ １ ∶ Ｎ( ｉ 为基学习器数目ꎬ此处的基学习

器为决策树)
①对训练集 Ｔ 采用 Ｂａｇｇｉｎｇ 方法中的重采样算

法ꎬ得到训练子集 Ｔ ｉꎻ
②利用训练子集 Ｔ ｉ 训练出决策树ꎬ为 Ｈｉꎻ
③将测试集 Ｕ 输入至 Ｈｉꎬ得到结果 Ｓｉꎻ
２)对 Ｓｉ 利用相对多数投票法得到最终分类结果 Ｓꎻ
Ｅｎｄ
随机森林中基决策树数目与辨识精度的关系曲线

图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随机森林中基决策树数目与辨识精度的关系

从图 ５ 中可以看出:随着基决策树数目增多ꎬ随机

森林的分类准确率逐渐增加ꎮ
图 ５ 中ꎬ由于基决策树数目为 ３０ꎬ笔者在保证单

个决策树的识别精度不低于 ６５ 的基础上ꎬ将每个输入

值各决策树的特征数设为 ３５ꎮ

３　 实验与结果分析

３. １　 不同转速下随机森林法辨识结果

为了对随机森林故障辨识模型的故障分类能力进

行验证ꎬ在 ２ ６００ ｒ / ｍｉｎ、 ２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３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几种采样转速下ꎬ笔者分别对几种故障状

态进行故障辨识ꎮ
不同转速下ꎬ随机森林的分类识别率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随机森林不同转速下故障辨识结果

转速 /
( ｒｍｉｎ － １)

滚动体
故障

保持架
故障

内圈
故障

外圈
故障

分类准确率 / (％ )
２ ６００ １００ 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８００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９７
３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９ ９７ １００
３ ２００ ９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９

　 　 从表 ２ 中看出:在不同转速下ꎬ随机森林对几种故

障状态的分类准确率都比较高ꎮ

３. ２　 不同分类器的辨识精度对比

为了验证随机森林法在故障辨识精度上的优越

性ꎬ笔者将该算法获得的分类准确率与分类器ꎬ即 ＢＰ
神经网络( 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ＢＰＮＮ)、ｋ
近邻分类(ｋ￣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ＫＮＮ)、支持

向量机(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ꎬＳＶＭ)获得的分类准

确率进行了对比ꎮ
不同分类器的分类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不同分类器的分类准确率

转速

/ ( ｒｍｉｎ － １)
ＲＦ ＢＰ ＫＮＮ ＳＶＭ

分类准确率 / (％ )
２ ６００ ９９ ８５ ９５ ９０
２ ８００ １００ ９２. ５ ９５ ９０
３ ２０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９５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
在不同转速下ꎬ随机森林的分类准确率高于其他

３ 种分类方式ꎮ 这是因为相比传统的分类器 ＢＰ、
ＫＮＮ、ＳＶＭꎬ随机森林不需要繁琐的参数寻优过程和最

优的特征向量选择ꎻ
同时ꎬ随机森林算法可以利用简单的弱分类器

(决策树)ꎬ以投票的形式产生最终的分类结果ꎬ从而

可以有效地提高诊断的精度ꎮ

３. ３　 变工况下随机森林法的辨识精度

在变工况和转速波动条件下ꎬ为了验证随机森林

方法的辨识精度ꎬ笔者分别选择 ２ ６００ ｒ / ｍｉｎ ~ ２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ꎬ２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ꎬ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 ３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ꎬ２ ６００ ｒ / ｍｉｎ ~ ２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的 ４ 个转

速范围对随机森林方法的辨识性能进行验证ꎮ
在变工况下ꎬ随机森林分类识别率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表明ꎬ在转速波动时ꎬ随机森林方法仍然具有

较高的辨识精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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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随机森林在变工况下分类准确率

转速 /
( ｒｍｉｎ － １)

滚动体
故障

保持架
故障

内圈
故障

外圈
故障

分类准确率 / (％ )
２ ６００ ~ ２ ８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８００ ~ ３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０００ ~ ３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６００ ~ ２ ８００ ~ ３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４　 不同训练样本数下随机森林法的辨识精度

为了进一步测试不同训练样本数目对随机森林法

故障辨识精度的影响ꎬ笔者随机设置训练样本数目分

别为 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ꎬ经测试ꎬ得到了不同训练样本

数目与故障识别率的关系ꎬ如图 ６ 所示ꎮ

图 ６　 不同训练样本比例对应的平均识别正确率

从图 ６ 可以看出:
(１)随着训练样本数目的增加ꎬ几种分类器故障

识别准确率不断增大ꎻ
(２)在训练样本数较少的情况下ꎬ随机森林分类

识别准确率一直保持稳定ꎬ而其他传统分类器的故障

分类准确率则受训练样本数目的影响较大ꎮ

３. ５　 不同分类器的抗噪性对比

由于在实际情况下采集到的滚动轴承振动信号往

往伴随噪声等干扰信息ꎬ为了验证随机森林法的抗干

扰能力ꎬ笔者在所建立的测试集中加入随机扰动ꎮ
扰动矩阵定义为 Ｍ ＝ ０. ２∗Ｆ(１２０ꎬ１６)ꎬＦ 为随机函

数ꎬ旨在产生区间为[０ꎬ１]的随机数ꎻ１２０表示测试样本的

数量为 １２０个ꎬ１６表示测试集特征参数的个数为 １６个ꎮ
各分类方法故障识别率如图 ７ 所示ꎮ

图 ７　 各分类方法在抗噪性方面的对比

图 ７ 结果表明:
与传统的分类方法相比ꎬ随机森林具有更好的抗

噪声等干扰能力ꎮ
由此可见ꎬ笔者提出的方法在滚动轴承故障辨识

方面有良好的工程实用价值ꎮ

４　 结束语

针对滚动轴承故障诊断中存在的特征选取困难ꎬ
以及分类精度较低的问题ꎬ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

森林的滚动轴承故障辨识方法ꎮ 首先ꎬ提取出滚动轴

承振动信号中的时域特征ꎬ将其作为特征向量ꎻ然后ꎬ
以这些特征向量作为随机森林算法的输入ꎬ对轴承进

行了故障诊断ꎻ最后ꎬ利用 ＳＱＩ 实验平台轴承数据ꎬ对
该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进行了验证ꎮ

研究结果表明:
(１)在不同转速下ꎬ随机森林对几种故障状态分

类准确率都比较高ꎻ并且在变工况和波动转速下ꎬ随机

森林方法也具有良好的辨识性能ꎻ
(２)在不同转速下ꎬ与 ＢＰ、ＫＮＮ、ＳＶＭ ３ 种分类方

式相比ꎬ随机森林的分类准确率更高ꎻ
(３)在样本数目较少的情况下ꎬ随机森林仍然能

保持稳定的分类识别率ꎻ
(４)相较于 ＢＰ、ＫＮＮ、ＳＶＭ 分类器ꎬ随机森林算法

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能力ꎮ
在 ＶＭＤ 的分解中ꎬ分解个数 Ｋ 值的选择直接决

定着 ＶＭＤ分解的结果ꎬ因此ꎬ在后续的工作中ꎬ笔者

将对如何合理有效地选取 Ｋ 值做进一步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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