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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产品族设计中核心模块演进问题，研究了产品族核心模块演进规律与演进过程评价，提出了一种模块演

进规律分析与评价方法。该方法研究了客户需求与产品核心模块设计之间的关系，并在现有产品核心模块基础

上，进一步对模块部件的标准化、继承性等指标进行了分析；在需求分析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核

心模块演进分析模型，利用历史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训练，将客户需求作为证据对该模型进行推理，进而得出核心

模块在设计与工艺方面的改变规律；在演进规律分析基础上，对现有核心模块部件设计参数、标准部件重用度进行

了分析，获得了核心模块演进过程综合评价值。最后，用小型轮式装载机后车架模块的演进过程验证了该方法的

可行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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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为了适应动态的市场需求，需要快速、高质量、

高效率、低成本配置出面向不同用户群体的个性化

产品，大批量定制（ＭＣ）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
用

［１］
，这种研发和生产模式正逐渐成为主流

［２］
。产

品族设计作为实施大批量定制生产的有效手段
［３］
，

得到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认同，基于模块化的

产品族设计以灵活、高效的组织形式，实现产品多样

化与生产标准化之间的平衡，被视为增强企业核心

能力的重要手段
［４］
。

基于模块化的产品族设计是 ＭＣ有效设计方
法，通过对产品核心模块添加、删除、替换一个或多

个模块，衍生出不同的产品，同时模块化设计也是实

现产品改进、升级、扩展等创新方法的基础，为客户

提供定制化产品而减少内部多样化的有效策略。目

前，有很多关于产品族模块化设计 与 评 价 研

究
［５－１０］

，这些研究在新产品开发中，产品族模块化

战略能带来竞争优势，同时产品族演进评价也是产

品族创新决策的基础，以上研究对基于模块化的产

品族设计、产品族评价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

大多数研究局限于产品族模块规划研究与评价，即

根据产品实现功能对产品族进行模块划分或规划，

从整体上分析产品族模块之间的关系，而针对某个

具体功能模块的演进研究较少，尤其缺少对产品族

核心模块的演进研究，产品族演进评价大多停留在

产品族整体上，也未能对产品族具体模块演进过程

进行分析评价。

本文从微观角度，以产品族核心模块为研究对

象，提出核心模块演进规律分析和评价方法，建立产

品族核心模块贝叶斯网络分析模型，从概率论的角

度，充分考虑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与产品模块设计

方法的多样性，通过大量客户需求数据和模块设计

历史数据对建立的网络模型进行训练，经网络模型

推理得出产品族核心模块的演进规律，同时对产品

族核心模块演进过程做出综合评价，利用模块设计

方法对模块演进规律进行分析和评价。

１　传统的模块设计与综合演进设计方法

自上而下法与自下而上法是产品模块设计的

两种基本方法
［１１］
。自上而下法是一种前置模块设

计方法，即根据客户需求，主观地提前确定产品模

块设计框架，确定有关参数范围；自下而上法是一

种对现有产品模块进行修正的演进设计方法，并

对产品模块演进创新进行评判，设计者可以充分

利用现有的类似模块设计出新模块，从而节省设



计时间。

１１　自上而下法与自下而上法
在模块设计出来之前，有意识地提前规划产品

核心模块来开发产品族，主要基于各种优化算法，通

过确定模块设计参数范围，适用于产品模块变量不

多的情况，设计比较困难，但模块演进创新空间比较

大，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的设计，ＰＰＣＥＭ
模块设计方法为典型自上而下设计法。对已经存在

的一组类似模块进行功能分析和重新设计，将模块

部件标准化，得到更具竞争实力的产品，优点在于模

块部件设计的标准化和设计重复的最小化，设计者

可以利用类似的部件设计出新的产品，大大节省设

计时间，Ｄａｈｍｕｓ模块设计方法为典型自下而上设计
法。

以上两种设计方式都能对产品模块进行演进设

计，创新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ＰＰＣＥＭ方法通过改
变模块中一个或多个参数，来满足不同的市场和顾

客需求，设计过程难度较大，演进跨度较大，研究成

果相对较少；Ｄａｈｍｕｓ方法通过吸取已有模块设计精
华，设计出更具有标准化的产品模块，利用各种优化

方法可以对已有产品模块进行优化，利用以前类似

模块部件设计出新的模块部件，但该方法只能在已

经存在模块基础上进行设计，演进层次比前一种设

计方法低，也没有充分考虑市场需求与环境的变化

对产品模块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模块综合设计的

角度对核心模块的演进进行分析。

１２　产品模块综合演进设计方法
在产品族设计中，为了实现产品模块的设计满

足客户市场需求，同时继承原有产品类似模块的优

良元素，采取用户需求与实例产品共同驱动的方式

进行产品模块设计，即综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

研究方法对产品模块进行设计。首先要有产品模块

总体设计（自上而下法），在具体结构设计时，尽可

能选用已经有的标准件和通用件（自下而上法），以

减少设计的重复性，提高模块的通用性。产品模块

的规划与设计不仅涉及到原有产品，继承已有模块

的优良特性，而且企业外部与内部因素存在诸多的

不确定性，模块规划需要满足市场需求，综合考虑外

部环境及其自身的特点进行演进是产品模块设计的

必然趋势。产品族模块演进与产品模块设计方法有

着极其重要的联系，同时，客户需求变化也是驱动产

品族模块演进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从模块设计方

式和客户需求两个方面综合分析产品族模块的演进

规律，并对产品族核心模块的演进过程进行综合评

价。

２　产品族核心模块演进分析流程

通过上节对产品族模块设计方式的分析可知，

模块演进不仅涉及到客户需求的动态市场，而且需

要充分考虑现有产品模块设计，产品族模块演进分

析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 １　模块演进分析总体框架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ｍｏｄｕｌ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由图１可知，在客户需求变化频繁，市场多极化

的情况下，产品模块演进分析应充分考虑市场客户

需求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随机性，因此，本文采取

贝叶斯网络模型对用户需求、产品模块设计数据进

行分析，即用企业数据库中市场需求数据与产品模

块设计数据对网络进行训练，同时加入领域专家的

经验知识对训练好的网络进行修正，使建立的贝叶

斯网络分析模型不仅具有客观性，同时也融入了领

域专家的先验知识，对核心模块的演进创新程度给

出主观评价。贝叶斯网络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客户

需求及动态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建立的网络模型进

行推理，进而得出隐藏的市场需求与模块参数或属

性变化关系，进一步得出产品模块在市场驱动下的

演进规律，并从产品模块的设计方面对产品族模块

的演进创新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在已有产品族模块

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演进模块之间的通

用性、模块部件标准化进行分析评价，最后，通过以

上两方面的评价分析对产品族模块演进做综合评

价。

产品族模块的演进分析关键在于分析隐藏

在客户需求与模块设计、工艺之间的规律，在客

户需求方面，客户只关心定制化的产品是否满足

自身的需求，在设计方面，设计者着重在满足客

户需求的同时尽量减少设计，模块的演进分析应

同时针对以上两个方面，其具体分析过程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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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产品模块演进分析过程

Ｆｉｇ．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ｏｄｕｌｅｓ
　

３　产品核心模块贝叶斯网络演进模型建立

３１　贝叶斯网络

贝叶斯网络
［１２］
也称为信念网络，是描述数据变

量之间依赖关系的一种图像模式，可以用来推理的

一种模型，主要用来处理不确定性问题，为人们提供

一种方便的框架结构来表示因果关系，使不确定性

推理在逻辑上变得更为清晰，可以利用贝叶斯网络

分析产品族中产品核心模块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理解性强。贝叶斯网络由代表变量的节点及连接

这些节点的有向边构成，其具体描述如下：

定义：设变量集 Ｘ＝｛Ｘ１，Ｘ２，…，Ｘｎ｝，其中 Ｘｉ的

定义域为一个有限集 Ｖａｌ（Ｘｉ），以二元组 Ｎ＝＜Ｇ，Ｐ＞
表示一个建立在变量集 Ｘ上的贝叶斯网络，其中 Ｇ
代表一个有向无环图，其节点的取值为变量集 Ｘ中
的随机变量 Ｘ１，Ｘ２，…，Ｘｎ，其有向边代表节点间的
因果关系，Ｐ为 Ｇ中节点的条件概率，图中每个节点
Ｘｉ都有一个条件概率表：Ｐ（Ｘｉ｜Ｐａ（Ｘｉ），Ｘｉ∈Ｘ），表
达了在其父节点 Ｐａ（Ｘｉ）发生的前提下节点 Ｘｉ的条

件概率，则整个网络 Ｎ的联合分布［１３］
为

Ｐ（Ｘ１，Ｘ２，…，Ｘｎ）＝∏
ｎ

ｉ＝１
Ｐ（Ｘｉ｜Ｐａ（Ｘｉ）） （１）

一个简单的贝叶斯网络如图３所示。
其特点为：①可以直观地从贝叶斯网络中得出

属性间的条件独立以及依赖关系，每个节点代表一

个研究的属性／变量，节点间的弧代表概率的依赖关
系（因果关系），利用贝叶斯网络进行推理和预测，

可以使研究对象属性之间变得清晰。②贝叶斯网络
用另外一种形式表示出了事件的联合概率分布，根

据网络的结构以及条件概率表可以快速推断每个事

件的概率。

３２　贝叶斯网络演进模型的建立
３２１　网络模型结构

（１）学习算法确定网络结构
网络结构的学习被证明是 ＮＰ难问题，比较著

图 ３　一个简单的贝叶斯网络

Ｆｉｇ．３　Ａｓｉｍｐｌ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名的结构学习算法有 ＴＡＮＣ算法、Ｋ２算法、贪婪搜
索 ＧＳ算法以及爬山 ＨＣ算法等。通常情况下，网络
通过互信息衡量节点间关系依赖程度，如节点间的

互信息大于给定的某个阈值 α时，则网络中这两个
节点之间就存在一条边，两个节点 Ｘ１、Ｘ２的互信

息
［１４］Ｉ（Ｘ１，Ｘ２）为

　Ｉ（Ｘ１，Ｘ２）＝∑
Ｘ１Ｘ２

Ｐ（Ｘ１，Ｘ２）ｌｇ
Ｐ（Ｘ１）Ｐ（Ｘ２）
Ｐ（Ｘ１，Ｘ２）

（２）

在数据完备的情况下，贝叶斯网络结构学习就

是在给定的数据集中找出一个能最好解释样本数据

集的有向无环图，其原理为：设训练数据集 Ｄ，令 Ｓｈ

为网络结构的某种假设，从数据集 Ｄ中学习出最好
的结构 Ｓ，其实质就是找到 Ｐ（Ｓｈ｜Ｄ）取最大值的过
程，根据贝叶斯定理有

Ｐ（Ｓｈ｜Ｄ）＝Ｐ（Ｓ
ｈ
，Ｄ）

Ｐ（Ｄ）
＝Ｐ（Ｄ｜Ｓ

ｈ
）Ｐ（Ｓｈ）

Ｐ（Ｄ）
（３）

式中　Ｐ（Ｄ）———与网络无关的常数
Ｐ（Ｄ｜Ｓｈ）———网络的边界似然
Ｐ（Ｓｈ）———网络结构先验概率，取值为常数

因此，确定网络结构的后验分布等同于为每个

可能的结构计算数据的极大可能的假设。

（２）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网络结构
为了保证建立的网络结构具有客观性，核心模

块贝叶斯网络模型的建立需要综合考虑市场需求、

设计工艺的变化。网络的确定应加入模块设计领域

专家的先验知识以及对演进创新程度进行评价，其

中包括节点的依赖关系及其概率的大小，使建立的

网络结构层次清晰，更容易理解，同时也便于网络的

推理，以及后期对分析模型的修正。

在确定贝叶斯网络分析模型结构过程中，应首

先确定网络分析模型中的节点变量，利用产品核心

模块的历史数据对网络结构进行训练，初步确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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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关系；然后，充分考虑领域专家的模块设计经

验，对训练好的网络结构进行修正，确定网络的边是

否存在，并加入对产品核心模块创新程度进行量化

的节点（即加入该领域专家的经验知识，对演进创

新程度给予评价），以便能对核心模块的演进过程

做出评价，为进一步综合评价提供理论依据。本文

以机械产品核心模块为研究对象，将网络结构从上

至下分为 ４层：需求层（Ａ）、设计工艺层（Ｂ）、模块
指标层（Ｃ）以及创新评价层（Ｄ），网络的上一层是
下一层的原因，网络模型中的虚线表示复杂的隐藏

关系，建立的基于贝叶斯网络的产品核心模块分析

模型如图４所示。

图 ４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产品核心模块演进分析模型

Ｆｉｇ．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ｒｅｍｏｄｕｌｅ
　
３２２　产品核心模块贝叶斯网络参数学习及推理

在给定的训练样本集 Ｄ和网络拓扑结构 Ｓｈ的
情况下，利用先验知识，确定网络节点变量的概率密

度。设变量集 Ｘ１＝｛ｘ１，ｘ２，…，ｘｎ｝，其中 ｎ为变量个

数，对每个节点变量 ｘｉ其值域为｛ｘ
１
ｉ，ｘ

２
ｉ，…，ｘ

ｒｉ
ｉ｝（假

设变量 ｘｉ是 ｒｉ维的），ｆｉ是节点 ｘｉ的父节点集，令

θｉｊｋ＝Ｐ（ｘ
ｋ
ｉ｜ｆ

ｊ
ｉ）表示在给定父节点集 ｆｉ为第 ｊ种可能

取值时（假设有 Ｒｉ种可能的取值），节点 ｘｉ为第 ｋ
种取值的概率，则对整个网络各节点的概率密度即

为：Ｐ（θ｜Ｄ，Ｓｈ）。为表示方便，定义参数向量

θｉｊ＝（θｉｊ１，θｉｊ２，…，θｉｊｒｉ）

（ｉ＝１，２，…，ｎ；ｊ＝１，２，…，Ｒｉ） （４）
在样本数据比较完备，参数 θｉｊ相互独立，每一

个参数向量θｉｊ有先验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分布Ｄｉｒ（θｉｊ｜αｉｊ１，αｉｊ２，

…，αｉｊｒｉ）的假设情况下，则后验概率分布为
［１５］

Ｐ（θｉｊ｜Ｄ，Ｓ
ｈ
）＝Ｄｉｒ（θｉｊ｜αｉｊ１＋Ｎｉｊ１，αｉｊ２＋Ｎｉｊ２，…，

αｉｊｒｉ＋Ｎｉｊｒｉ） （５）

式中，Ｎｉｊｋ为第 ｉ个节点为第 ｋ种取值且父节点集为
第 ｊ种取值时，数据集 Ｄ中的样本数采用贝叶斯学
习算法对网络分析模型进行参数学习时，关于网络

分析模型的推理，常见的有联合树推理、全局联合树

推理、信念传播推理以及变量消元推理算法等，本文

利用联合树推理算法对网络模型进行推理。

４　产品核心模块部件通用化与标准化分析

通过产品核心模块贝叶斯网络建模推理，对核

心模块的演进设计满足了模块定制化需求，另一方

面，提高核心模块部件标准化和继承性又有利于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规模经济效益。设核心模块中有

ｍ个部件，每个部件设计参数为 ｎ个；模块间相同的
部件（共享部件）数为 Ｃ；则构成的核心模块部件设
计参数矩阵为

Ａ＝

ｐ１１ … ｐ１ｎ
 

ｐｍ１ … ｐ









ｍｎ

（６）

式中　ｐｍｎ———模块中部件 ｍ第 ｎ个设计参数
ｍ个部件两两比较并计算其相似性度，部件 ｉ，ｊ

的相似性 ｒｉｊ为

ｒｉｊ＝
１
ｎ

∑
ｎ

ｋ＝１
（ｐｉｋ－ｐｊｋ）

２

Ｓ２ｋ
（ｉ＝１，２，…，ｍ；ｊ＝１，２，…，ｍ） （７）

其中　 　Ｓ２ｋ＝
１
ｍ∑

ｍ

ｉ＝１
（ｐｉｋ－ｐｋ）

２

ｐｋ＝
１
ｍ∑

ｍ

ｉ＝１
ｐｉｋ　（ｋ＝１，２，…，ｎ）

得到对称矩阵

Ａ′ｍ×ｍ＝

１ ｒ１２ … ｒ１ｍ
ｒ２１ １ … …

… … … …

ｒｍ１ … …













１

（８）

对式（８）矩阵进行０ １归一化处理得

Ａ″ｍ×ｍ＝

ｒ′１１ … ｒ′１ｍ
 

ｒ′ｍ１ … ｒ′









ｍｍ

（９）

则产品模块评价指数 Ｓ可由标准化和继承性两
部分组成，标准化主要针对模块部件设计参数，使设计

达到标准和统一；继承性主要使模块演进前后相同部

件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减少重复设计，其计算方式为

Ｓ＝
∑
ｍ

ｉ＝１
∑
ｍ

ｊ＝１
ｒ′ｉｊ

２ｍ２
＋Ｃ
２ｍ

（１０）

式中　ｒ′ｉｊ———归一化矩阵 Ａ″ｍ×ｍ元素值
Ｓ（Ｓ∈０，１）越大说明核心模块的标准化与继承

性的程度越高，反之越低。通过控制产品核心模块

设计参数和共享零部件，在产品核心模块满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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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基础上使 Ｓ越大。

５　应用实例

为了实现小型轮式装载机大批量生产，企业大

多采取基于模块化的产品族设计，对于轮式装载机

产品族，其结构复杂，组成零部件众多，而后车架是

装载机产品族行走系统中的核心模块，同时也是实

现装载机产品族派生和变型的基础，因此，本文以某

企业生产的小型轮式装载机后车架模块（核心模

块）为例，对提出的核心模块演进进行实例分析，验

证面向产品族设计的后车架模块设计演进规律。

装载机的后车架是整机的主要承载骨架。随着

装载机的大型化，装载强度提高，后车架容易断裂或

变形，在保证后车架功能不变的情况下，其设计需要

综合考虑成本、结构通用性，工艺等方面来满足质量

要求，某型号装载机后车架示意图如图５所示。

图 ５　装载机后车架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ａｒｆｒａｍｅ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ａｌｏａｄｅｒ
１．转向油缸支座　２．前封板　３．加强侧板　４．付车架加强板　

５．左侧主梁　６．吊耳　７．弯板　８．牵引座　９．尾架　１０．水箱支

架　１１．发动机支座　１２．右侧主梁　１３．箱板　１４．付车架　

１５．垫板　１６．贴板　１７．后铰接座　１８．变速箱支架　１９．支架

２０．筋板
　

５１　后车架模块演进过程
在装载机系统中，后车架模块不是一个单独的

系统模块，而与其他系统存在紧密联系，后车架模块

的演进分析应同时考虑其他系统模块，客户需求的

改变可能不会直接影响后车架模块的设计，但通过

其他系统会间接影响后车架模块的设计。后车架模

块设计与客户需求以及其他系统模块之间隐藏着极

其复杂的关系如图６所示。
后车架承载后车的整体质量，其关联系统的主

要部件与关联描述如表１所示。
由表 １可知，后车架模块与其他系统存在紧密

联系，关联有强有弱，客户需求的变化通过作用于相

关系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后车架模块设计的变化，

图 ６　后车架模块的关联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ｒｅａｒｆｒａｍｅｍｏｄｕｌｅ
　

表 １　后车架主要部件与关联描述

Ｔａｂ．１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ａｒｆｒａｍ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关联系统 主要关联部件 关联描述 关联类型

动力系统 内燃机 直接连接 强

传动系统
变矩器、变速箱、传动轴、驱

动桥

直接连接与

间接连接
强

制动系统 制动器 间接连接 弱

行走系统 车轮／履带 间接连接 中

液压系统
转向油缸、液压马达、液压

泵、液压油箱
直接连接 强

电气系统 发电机、蓄电池 直接连接 中

这种通过其他系统隐藏在客户需求与后车架演进之

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例如客户需要掘取力大的装载

机，间接关系中：掘取力增大要求内燃机型号改变，

内燃机型号不同最终导致内燃机固定在后车架模块

上的接口发生变化；直接关系中，掘取力增加，要求

后车架强度提高，否则在高强度的工况下后车架会

发生断裂或变形。因此，为更好地反映这种隐藏在

客户需求与后车架模块演进之间的关系，通过大量

客户需求与后车架模块设计历史数据，建立贝叶斯

网络模型对隐藏在需求与核心模块演进设计之间的

复杂关系进行分析。

５１１　后车架模块贝叶斯网络分析模型的建立

为了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结合后车架的具体设

计过程，按 ３２节方法将后车架贝叶斯网络模型分

为４层：需求层、设计工艺层、模块指标层以及创新

评价层，每一层又包含多种属性，为了便于网络模型

的推理，网络模型节点属性均为离散节点（取值 １，

２），具体指标与取值定义如表２所示。

由表 ２可知，装载机需求的变化是后车架设计

与工艺变化的根本原因，设计与工艺会直接影响通

用性与经济性，最终影响车架核心模块的创新程度，

因此建立的后车架模块贝叶斯网络演进分析模型如

图７所示。

建立的网络模型分为需求层、设计工艺层、模块

指标层以及创新评价层。用大量客户需求与设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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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后车架模块关联指标

Ｔａｂ．２　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ｒｅａｒｆｒａｍｅｍｏｄｕｌｅ

网络层次 属性 取值（二值法）

Ａ１工矿要求（矿洞、颠簸路面等） 简单：１；特殊：２

Ａ２掘取力 小：１；大：２

需求层 Ａ３转弯半径 小：２；大：１（取值相反）

Ａ４卸载高度与距离 低：１；高：２

Ａ５作业快慢（前进与后退速度） 慢：１；快：２

Ｂ１尺寸变化（长、宽、高、重心设计等） 小：１；大：２

设计工艺层

Ｂ２样式（板式、箱式等） 板式：１；箱式：２

Ｂ３设计加强（加强板、材料厚度等） 加强度低：１；加强度高：２

Ｂ４工艺加强（焊接顺序、新材料、新技术、钢材） 加强度低：１；加强度高：２

模块指标层
Ｃ１通用性（相同零件使用数量、相同属性、工艺等） 低：１；高：２

Ｃ２经济性（成本等） 低：１；高：２

创新评价层 Ｄ平台综合创新指数 低：１；高：２

图 ７　后车架模块贝叶斯网络演进分析模型

Ｆｉｇ．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ｒｅａｒｆｒａｍｅｍｏｄｕｌｅｓ
　

据对网络模型进行训练，得出网络节点条件概率分

布，部分条件概率分布可由领域专家根据经验进行

修正。经过企业调研，收集得到后车架模块原始数

据如表３所示。
对表３数据进行数值化（比如工况要求用 １表

示地面，用２表示井下）、归一化和离散化处理为二
值后得到的数据如表４所示。

通过以上数据对后车架模块网络模型第一部分

进行训练，并结合领域专家的经验知识，确定网络模

型第二部分条件概率如表５所示。

表 ３　后车架模块设计原始数据

Ｔａｂ．３　Ｒａｗｄａｔａｉｎｒｅａｒｆｒａｍｅｄｅｓｉｇｎｓ

型号 工矿要求 掘取力 转弯半径 高度与距离 作业快慢 尺寸变化 样式 设计加强 工艺加强 通用性 经济性

Ｉ 地面 ４８ ４５５ ３１５２ １４８ ０３４０ 板式 无 无 ２ ８０２５

ＩＩ 地面 ４８６７ ４６ ３２４６ １５ １２９９ 箱式 有 有 ２ ８１３９

ＩＩＩ 地面 ６０ ４７ ３４８ ２３ １０２２ 箱式 有 有 ２ ８１８５

ＩＶ 井下 ５０ ４６ ２６２５ １８６ １１３２ 板式 无 有 １ ８２３７

           

表 ４　离散化的后车架数据

Ｔａｂ．４　Ｄａｔａ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ｒｆｒａｍｅｓ

型号 工矿要求 掘取力 转弯半径 高度与距离 作业快慢 尺寸变化 样式 设计加强 工艺加强 通用性 经济性

Ｉ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ＩＩ １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ＩＩＩ １ ２ １ ２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ＩＶ ２ ２ ２ １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１

           

　　在没有加入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后车架模块贝
叶斯网络模型进行推理，得到网络节点边缘分布如

表６所示。
由表 ６节点边缘分布 Ｐ（Ｘ）可知（Ｘ代表相应

的网络节点取值），除 Ａ１、Ｃ１节点外，其余节点
Ｐ（Ｘ＝１）都小于 Ｐ（Ｘ＝２），说明用户需求在不断

提高，设计工艺不断改进，后车架模块设计都具有

明显创新性，而 Ａ１、Ｃ１节点 Ｐ（Ｘ＝１）大于 Ｐ（Ｘ＝
２），说明用于井下的装载机后车架模块设计较少，
经济性方面还有待改善，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验

证了建立的后车架模块贝叶斯网络模型的正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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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后车架模块部件的标准化与通用化
通过需求分析，对建立的后车架贝叶斯网络模

型的推理，可以确定后车架模块部件设计参数或属

性的演进规律（即变化概率的大小）。结合现有后

车架模块部件，按第 ４节方法对后车架模块进行标
准化与通用化分析。在标准化方面，在满足设计参

数或属性的范围内，尽量与已有车架模块参数靠近，

以保持一定的标准性；通用性方面，主要考虑后车架

模块部件（比如各种支座）的重复利用，提高其通用

性，减少设计成本。

表 ５　领域专家确定的条件概率

Ｔａｂ．５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ｒｏｍｅｘｐｅｒ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

条件节点 节点

Ｃ１ Ｃ２ Ｄ

条件概率

Ｐ（Ｄ｜Ｃ１Ｃ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０５

１ ２ １ ０３

２ ２ １ ００１

１ １ ２ ０

２ １ ２ ０５

１ ２ ２ ０７

２ ２ ２ ０９９

表 ６　网络模型节点边缘分布

Ｔａｂ．６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ｎｏｄｅｓ

网络节点
离散概率 Ｐ

Ｘ＝１ Ｘ＝２

Ａ１ ０７５ ０２５
Ａ２ ０４ ０６
Ａ３ ０５ ０５
Ａ４ ０２５ ０７５
Ａ５ ０４５ ０５５
Ｂ１ ０４７２３ ０５２７７
Ｂ２ ０４２９４ ０５７０６
Ｂ３ ０４６ ０５４
Ｂ４ ０４４ ０５６
Ｃ１ ０５０７ ０４９３
Ｃ２ ０４４２１ ０５５７９
Ｄ ０４１８４ ０５８１６

５２　后车架模块的演进规律验证
选取某企业设计生产的 ４款后车架为 ９１５、

９１６Ｂ、９１８以及 ９１８Ｔｅ模块的演进过程对本文提出
的综合演进分析方法进行验证，其演进过程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４款后车架模块的演进过程

Ｆｉｇ．８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ｆｏｕｒｒｅａｒｆｒａｍｅｓ
　
由后车架演进过程可知，演进的根本原因可以

归结为客户需求变化和科技进步，进而引起设计和

工艺的变化，经需求调研分析，４款车架演进的需求
变化如表７所示。

表 ７　后车架演进需求变化

Ｔａｂ．７　Ｄｅｍ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ｒｅａｒｆｒａｍ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演进过程 需求变化（证据）

９１５→９１６Ｂ Ａ２＝２；Ａ４＝２；Ａ５＝２

９１６Ｂ→９１８ Ａ２＝２；Ａ５＝２；Ｃ１＝２；Ｃ２＝２

９１６Ｂ→９１８Ｔｅ Ａ１＝２；Ａ３＝２；Ａ４＝１；Ａ５＝２；Ｃ２＝２

　　由表７可知，９１５演变到 ９１６Ｂ是因为需求 Ａ２＝
２，Ａ４＝２，Ａ５＝２的变化（即需求：掘取力增大，卸载
高度与距离增加，作业速度提高），将表 ７后车架模
块演进过程需求变化的数据作为后车架模块贝叶斯

网络模型推理的证据，用联合树推理算法进行推理，

设计工艺层变化较大的节点如表８所示。
由表８的推理结果可以看出，９１５在 Ａ２、Ａ４、Ａ６

的需求驱动下（证据），经后车架贝叶斯网络模型推

理，设计工艺层 Ｂ１、Ｂ２、Ｂ３改变的概率较大（｜Ｐ（Ｘ＝
２）－Ｐ（Ｘ＝１）｜＞０１，其余节点改变的概率都小于
　　表 ８　设计工艺层的变化较大节点概率

Ｔａｂ．８　Ｎｏｄ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ａｒｇ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ａｙｅｒ

演进过程 需求变化（证据）
设计工艺层变化较大节点

节点 Ｐ（Ｘ＝１） Ｐ（Ｘ＝２） ｜Ｐ（Ｘ＝２）－Ｐ（Ｘ＝１）｜
联合概率

Ｂ１ ０４３８５ ０５６１５ ０１２３０

９１５→９１６Ｂ Ａ２＝２；Ａ４＝２；Ａ５＝２ Ｂ２ ０３８２４ ０６１７６ ０２３５２ 表９

Ｂ３ ０３７８８ ０６２１２ ０２４２４

Ｂ１ ０６６０３ ０３３９７ ０３２０６

９１６Ｂ→９１８ Ａ２＝２；Ａ５＝２；Ｃ１＝２；Ｃ２＝２ Ｂ３ ０３４４１ ０６５５９ ０３１１８ 表１０

Ｂ４ ０３４４１ ０６５５９ ０３１１８

Ｂ２ ０１６７１ ０８３２９ ０６６５８

９１６Ｂ→９１８Ｔｅ Ａ１＝２；Ａ３＝２；Ａ４＝１；Ａ５＝２；Ｃ２＝２ Ｂ３ ０１６０５ ０８３９５ ０６７９ 表１１

Ｂ４ ０１６０５ ０８３９５ ０６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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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联合概率（９１５→９１６Ｂ）

Ｔａｂ．９　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９１５ｔｏ９１６Ｂ

节点

Ｂ１ Ｂ２ Ｂ３

联合概率

Ｐ（Ｂ１，Ｂ２，Ｂ３）

１ １ １ ００９３８

２ １ １ ００９３８

１ ２ １ ００９４７

２ ２ １ ００９６５

１ １ ２ ００９５６

２ １ ２ ００９９２

１ ２ ２ ０１５４４

２ ２ ２ ０２７２１

表 １０　联合概率（９１６Ｂ→９１８）

Ｔａｂ．１０　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９１６Ｂｔｏ９１８

节点

Ｂ１ Ｂ３ Ｂ４

联合概率

Ｐ（Ｂ１，Ｂ３，Ｂ４）

１ １ １ ０１３６４

２ １ １ ００３４１

１ ２ １ ０１３８１

２ ２ １ ００３５５

１ １ ２ ０１３８１

２ １ ２ ００３５５

１ ２ ２ ０２４７７

２ ２ ２ ０２３４６

０１，值越小说明二者都保持在 ０５的概率，即不需
要改变），即需要改变外形尺寸，主框架应改为箱

型，设计强度上应该进一步加强；表 ９反映了 Ｂ１、
Ｂ２、Ｂ３组合状态改变的概率，比如 Ｂ１＝１，Ｂ２＝２，
Ｂ３＝１表明 Ｂ１保持不变，Ｂ２变化较大，Ｂ３保持不
变的概率为 ００９４７，说明这种组合改变的概率较
小，即Ｐ（Ｂ１＝１，Ｂ２＝２，Ｂ３＝１）值为００９４７；而Ｂ１、

表 １１　联合概率（９１６Ｂ→９１８Ｔｅ）

Ｔａｂ．１１　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９１６Ｂｔｏ９１８Ｔｅ

节点

Ｂ２ Ｂ３ Ｂ４

联合概率

Ｐ（Ｂ２，Ｂ３，Ｂ４）

１ １ １ ００３８４

２ １ １ ００３８５

１ ２ １ ００３８６

２ ２ １ ００４５１

１ １ ２ ００３８６

２ １ ２ ００４５１

１ ２ ２ ００５１５

２ ２ ２ ０７０４３

Ｂ２、Ｂ３同时变化的概率最大，即 Ｐ（Ｂ１＝２，Ｂ２＝２，
Ｂ３＝２）值为０２７２１，说明需要对９１５后车架模块在
设计工艺层 Ｂ１、Ｂ２、Ｂ３上做相应的改变，而在 ９１５
到９１６Ｂ后车架模块演进的实际过程中，设计工艺
层 Ｂ１、Ｂ２、Ｂ３的改变最大，推理结果与实际的演进
过程相吻合，９１５后车架最终演变为 ９１６Ｂ后车架，
在不同需求的驱动下，对设计工艺层做相应的改进

设计，另外 ２种演进过程：９１６Ｂ到 ９１８，９１６Ｂ到
９１８Ｔｅ的演进也符合模型的推理结果，以上数据的
解释与９１５演变到 ９１６Ｂ的过程类似，此处不再赘
述。因此，上述推理过程验证了建立的核心模块贝

叶斯网络分析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具体演进过

程如表１２所示。
在推理模型中，设计者可以利用不同客户需求

作为证据对网络模型进行推理，推理结果能给出设

计工艺层的合理改变（概率），在设计中为设计者提

供理论参考。在分析了核心模块演进规律的基础

上，对其演进过程进行综合评价：即对演进过程的创

表 １２　后车架模块演进设计过程

Ｔａｂ．１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ｅａｒｆｒａｍｅｓ

演变过程 需求变化 设计工艺变化 演进设计过程

９１５→９１６Ｂ

Ａ２＝２；

Ａ４＝２；

Ａ５＝２

Ｂ１＝２；

Ｂ２＝２；

Ｂ３＝２

１重心由高变低（主梁上支座改为垫板）

２尺寸（长、宽、高）由小变大

３样式（车架主梁）由板式变为箱式

４加强板（主梁）由无变有

５钢板厚度由薄变厚

９１６Ｂ→９１８

Ａ２＝２；

Ａ５＝２；

Ｃ１＝２；

Ｃ２＝２

Ｂ１＝２；

Ｂ３＝２；

Ｂ４＝２

１通用性提高

２尺寸（长、宽、高）有微小变化

３工艺加强（焊接保护，新材料应用）

４经济性提高（材料利用率提高，成本降低）

５作业速度提高

９１６Ｂ→９１８Ｔｅ

Ａ１＝２；

Ａ３＝２；

Ａ４＝１；

Ａ５＝２；

Ｃ２＝２

Ｂ２＝２；

Ｂ３＝１；

Ｂ４＝２

１钢材变薄

２尺寸（长、宽、高）变小

３转弯半径变小

４重心降低

５工艺加强（焊接保护，新材料应用）

６经济性提高（材料利用率提高，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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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程度（模型推理中的 Ｐ（Ｄ））、标准化以及继承性
程度（式（１０））进行总体评价。其演进过程的创新
程度可以由模型推理得出，其标准化以及继承性程

度可以对后车架模块部件的统计分析，对以上 ３个
演进过程的创新程度进行推理，同时对标准化与继

承性指数 Ｘ进行计算，结果如表１３所示。

表 １３　后车架模块演进过程综合评价

Ｔａｂ．１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ａｒｆｒａｍｅｓ

指标 ９１５→９１６Ｂ ９１６Ｂ→９１８ ９１６Ｂ→９１８Ｔｅ

标准化与继承

性指数
０５４２ ０７６３ ０６６４

创新指数 ０７３ ０９８ ０８４

　　由表１３可知，９１６Ｂ到９１８的演进过程中，模块
标准化与继承性程度最高，即 Ｓ＝０７６３，同时创新
指数也较大，即 Ｐ（Ｄ＝２）＝０９８，符合 ９１８是目前
小型轮式装载机市场主流的客观实际，同时进一步

证明了评价模型的客观性和正确性；９１６Ｂ到 ９１８Ｔｅ
演进中，标准化和继承性指标较高，创新指数稍显不

足；９１５到 ９１６Ｂ的演进指标最低，尤其是标准化和
继承性指标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以上两项指标是核

心模块演进创新的综合评价指标，创新指数越高，该

演进过程创新程度就越大，标准化与继承性指数越

高，零部件的标准性和重复性利用程度就越大。综

上所述，在产品核心模块的演进过程中，为达到产品

核心模块综合绩效最大化，设计者应同时考虑两项

指标。

６　结论

（１）分析了产品族模块设计通用方法，以产品
族核心模块演进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基于贝叶斯

网络的产品族核心模块演进分析模型，从概率论

的角度分析客户需求不确定性和核心模块设计多

样性，利用客户需求与模块设计历史数据对演进

模型进行了训练，加入不同客户需求证据对核心

模块演进模型进行了推理，获得了产品核心模块

演进规律。

（２）核心模块设计在不同客户需求驱动下不断
更新，在核心模块演进过程中，重点考虑核心模块创

新指数、标准化与继承性指数，建立的综合评价模型

对核心模块的演进过程进行了评价，给出了演进设

计中的优点与不足。

（３）应用某企业小型轮式装载机后车架模块演
进实例描述了该方法的分析过程，验证了核心模块

演进分析与评价模型的正确性。

参 考 文 献

１　ＦｌａｖｉｏＳＦ，ＧｉｏｖａｎｉＪＣ，ＢｏｒｅｎｓｔｅｉｎＤ．Ｔｈｅｍａｓｓ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ａｄｅ：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３８（１）：１４－２５．

２　ＶｉｎｏｄｈＳ，ＳｕｎｄａｒａｒａｉＧ，ＤｅｖａｄａｓａｎＳＲ．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ｓｃｕｓｔｏ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ｇｉｌ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ｉｎａ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ｓｗｉｔｃｈ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
４８（７）：２１４１－２１６４．

３　武守飞，潘晓弘．面向大批量定制的设计重用策略与应用［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９，４０（１）：１８９－１９３．
ＷｕＳｈｏｕｆｅｉ，Ｐａｎ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ｕ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ｍａｓｓ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９，４０（１）：１８９－１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ＺｈｅｎＬ，ＪｉａｎｇＺ，Ｓｏｎｇ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４９（１０）：２９５９－２９７６．

５　陈兴玉．面向产品族的模块化产品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Ｄ］．合肥：合肥工业大学，２００９．
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ｙ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ｏｄｕｌａ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ａｍｉｌｙ［Ｄ］．Ｈｅｆｅｉ：Ｈｅｆ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侯亮，王浩伦，穆瑞，等．模块化产品族演进创新方法研究［Ｊ］．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４８（１１）：５５－６４．
Ｈｏｕ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Ｈａｏｌｕｎ，ＭｕＲｕｉ，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ｄｕｌａ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ａｍｉｌ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４８（１１）：５５－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王日君，张进生，张明勤，等．产品模块化设计中接口信息模型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９）：２２６－２２９．
ＷａｎｇＲ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ｑｉｎ，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ｏｄｕｌａｒｄｅｓｉｇ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４３（９）：２２６－２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李宪华，郭永存，张军，等．模块化六自由度机械臂逆运动学解算与验证［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３，４４（４）：２４６－２５１．
ＬｉＸｉａｎｈｕａ，ＧｕｏＹｏｎｇｃｕｎ，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ｒｓ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ｕｌａｒ６ＤＯＦ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３，４４（４）：２４６－２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ＴｈｅｖｅｎｏｔＨＪ，ＳｉｍｐｓｏｎＴＷ．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ｅｔｒｉｃ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ａｍｉｌ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０７，１８（６）：５７７－５９８．

１０　ＡｌｉｚｏｎＦ，ＳｈｏｏｔｅｒＳＢ，ＳｉｍｐｓｏｎＴＷ．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ｉｔｈｉｎ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ａｍｉｌｙ［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０９，２０（４）：２４１－２５３．

１１　ＷａｎｇＲＹ，ＳｔｏｒｅｙＶＣ，ＦｉｒｔｈＣＰ．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ａｔ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２０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Ｄａｔ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５，７（４）：６２３－６４０．
１２　ＤａｖｉｄＨ．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ｏｒ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Ｊ］．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１９９７，１（１）：７９－１１９．
１３　徐欣，李德玉．贝叶斯网络中因果链搜索算法及其应用研究［Ｊ］．计算机科学，２００８，３５（４）：１５４－１５６．

ＸｕＸｉｎ，ＬｉＤｅｙ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ｃａｕｓ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ｃｈａｉｎｓｉｎ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５（４）：１５４－１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王越，谭暑秋，刘亚辉．基于互信息的贝叶斯网络结构学习算法［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１１，３７（７）：６２－６４．
ＷａｎｇＹｕｅ，ＴａｎＳｈｕｑｉｕ，ＬｉｕＹａｈｕｉ．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７（７）：６２－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李晓毅，徐兆棣，孙笑微．贝叶斯网络的参数学习研究［Ｊ］．沈阳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３８（１）：１２５－１２８．
ＬｉＸｉａｏｙｉ，ＸｕＺｈａｏｄａｉ，ＳｕｎＸｉａｏｗｅｉ．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３８（１）：１２５－１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ｒｅＭｏｄｕ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ａｍｉｌｙ

ＷｕＹｏｎｇｍｉｎｇ　ＨｏｕＬｉａｎｇ　Ｚｈｕ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ＬａｉＲｏｎｇｓｈｅｎ　ＱｉａｎＹａｏｙｉ　ＬｉｎＳｅｎｑｕ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ｏｒｅｍｏｄｕｌｅ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ａｍｉｌｙ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ｌａｗ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ｍｏｄｕ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ｗａｓａｌｓｏ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ｃｏｒｅｍｏｄｕｌ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ｏｒｅｍｏｄｕｌ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ｎｅｅｄ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ａｔａ．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ｌａｗ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ｒａｆｔ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ｄｅｍ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ｉｎｃｏｒｅｍｏｄｕ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ｒｅｕｓｅｄｅｇｒｅｅ
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ｆｏｒｃｏｒｅｐａｒｔ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ｃｏｒｅｍｏｄｕｌ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ｇａｉｎ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ｃｏｒｅｍｏｄｕ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ｗｈｅｅｌ
ｌｏａｄ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ｓｓ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ｅｍｏｄｕｌｅ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



ｔｗｏｒｋ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上接第 ２６３页）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ｄｇ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ＬｉＷｅｉｔａｏ１，２　ＰｅｎｇＤａｏｌｉ１　ＷｕＪｉａｎ２

（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Ｓｉｌｖ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Ｃｈｕ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ｕｚｈｏｕ２３９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ｒｅｔｈｅｋｅｙｓｏｆ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ｄｇ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ａｌｌｏｏｎ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ｄｅｔｏｓｐｌｉｔ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ｉｎｗａ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ｍａｄｅ
ｕｐｏｆ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ｈａｐ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ｔｏ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８６％ ｂｙ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１２％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ＫＡＰＰＡ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ｓ０８１４５，０１１５９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ｕｌｄ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ｑｕｉｃｋｌ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Ｉｔ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ｏ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ｄ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３０３第 ４期　　　　　　　　　　　　　吴永明 等：基于产品族的核心模块演进分析与评价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