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第 ４９卷 第 １２期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８．１２．０５０

基于结构 整机性能映射模型的机床薄弱件结构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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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一种基于结构 整机性能映射模型的机床薄弱件结构优化方法。首先，通过机床动静态特性分析确定

薄弱结构部件。其次，提出基于扩展常数自组织选取椭圆基函数（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ＢＦ）的结构 动静态性能

映射元模型建模方法：对椭圆基函数神经网络进行改进，提出基于扩展常数自组织选取的 ＥＢＦ建模方法，通过扩展

系数的自组织选取以确定不同椭圆基函数合理的参与度与重叠性，避免所有椭圆基函数图形偏平或偏尖而影响

ＥＢＦ建模精度；基于改进后的椭圆基函数神经网络构建薄弱件结构 整机动静态性能映射元模型。通过实例样本

数据检验得到，所构建的机床实例映射元模型计算结果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检验复相关系数均在 ０９９５以上，说

明了该结构 整机性能映射元模型构建方法的正确性。在此基础上，根据上述薄弱件结构 整机动静态性能映射关

系，以整机动静态性能为评价指标，以薄弱结构部件为优化对象，基于多目标优化算法，实现面向机床整机性能的

薄弱件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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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市场发展及汽车、船舶、军工等行业需求的

不断提高，其对现代数控机床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１－３］

，而通过其结构部件的优化设计来提高机床

性能一直是相关研究的热点
［４－６］

。

根据机床结构部件优化设计方法中优化目标评

价尺度的不同，可以将机床结构部件优化设计方法

大致分为两类：第 １类是以结构件自身性能作为结
构优化评价指标，采用元结构法

［７－８］
、灵敏度分析

法
［９］
、仿生法

［１０－１１］
、拓扑法

［１２－１３］
等，面向结构件自

身动静态性能进行结构件优化设计。第２类是以机
床整机动静态性能等作为评价指标，面向整机性能

进行结构部件的优化设计
［５，１４－１６］

。

在第１类研究中，由于其仅针对单个机床结构
件自身动静态性能且在非实际装配条件下对结构

件优化设计，忽略了装配边界约束影响，边界条件

设置不准确，无法判定结构件在装配约束工况下

的结构性能；此外，数控机床整机包含有多个结构

部件，无法通过单个结构部件性能优化精确反映

整机性能；且优化结构对象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盲

目性，无法判定该结构件是否属于整机薄弱环节，

优化效率偏低。

在第 ２类研究中，部分研究通过对整机的动静
态性能分析，找出其薄弱结构部件，并通过对该薄弱

结构件的优化设计实现整机性能的改善。这种基于

整机分析对结构件指导优化的思路可以有效提高优

化效率。但因其无法构建装配工况下薄弱结构件参

数与整机性能之间的映射关系，其在整机分析确定

薄弱结构件的基础上，仍然只能选取薄弱结构件自

身动静态性能作为结构件优化评价指标，对薄弱结

构件进行类似于第 １类方法的孤立式结构优化，依
然无法真正实现面向整机性能的薄弱件结构优化

设计。

此外，部分商用软件
［１７］
可以实现整机装配约束

工况下对特定部件的结构优化设计，但其优化评价

指标选择多受限于软件本身，且随着产品复杂程度

的不断增加，整个优化过程十分耗时甚至无法实现，

其普适性受到一定制约。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结构 整机性

能映射元模型的机床薄弱件结构优化方法。该方法

首先通过机床整机性能分析确定薄弱结构部件。其

次，提出基于扩展常数自组织选取椭圆基函数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ＢＦ）的结构 动静态性能

映射元模型建模方法，对 ＥＢＦ神经网络进行改进，
提出基于扩展常数自组织选取的 ＥＢＦ建模方法，通
过扩展系数的自组织选取确定不同椭圆基函数合理

的参与度与重叠性，避免所有椭圆基函数图形偏平

或偏尖而影响 ＥＢＦ建模精度；基于改进后的椭圆基
函数神经网络构建薄弱件结构 整机动静态性能映

射元模型。通过实例样本数据验证该映射元模型有

效性和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根据上述薄弱件结构

整机动静态性能映射关系，以薄弱结构部件为优化

对象，以整机动静态性能为评价指标，以期实现面向

机床整机动静态性能的薄弱结构部件结构优化。

１　基于动静态特性分析的机床薄弱结构件
确定

　　通过有限元方法构建机床结构力学分析模型，
并对其进行动静态特性分析，确定薄弱结构部件，以

进一步实现基于结构 整机性能映射元模型的机床

薄弱件结构优化，并且将此分析结果作为约束条件，

确保优化后机床的动静态性能优于优化前。

以某型号机床为例，基于商用有限元软件构建

该机床有限元模型，床身、主轴箱、床鞍、刀架等部件

采用三维实体单元进行建模，采用灰铸铁材料，弹性

模量为１１８ＧＰａ，泊松比为０２８，密度为７２００ｋｇ／ｍ３，其
他构件为结构钢材料，弹性模量为 ２１０ＧＰａ，泊松比
为０３，密度为７８００ｋｇ／ｍ３。由于机床结构复杂，存
在如小倒角、小圆角、螺纹孔、高度较小的阶梯结构

等细微结构，为便于网络划分，可以将其去除。主轴

箱和床身采用固定连接，床鞍与床身之间采用导轨

滑块进行连接，通过查询产品零件技术参数手册，可

得其导轨滑块切向、垂向刚度分别为５６６×１０９、
３７６×１０９Ｎ／ｍ，刀架与床身之间采用导轨滑块进行

连接，其导轨滑块切向、垂向刚度分别为１７３×１０８、

１３８×１０８Ｎ／ｍ，实际建模中采用切向弹簧和垂向弹
簧进行模拟，该机床结构整体有限元模型见图１。

采用指数模型对切削力进行推导计算，其模型

为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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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某型号机床结构整体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ｎｅ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ｏｏ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ｃ＝ＣＦｃａ
ｘＦｃ
ｐ ｆ

ｙＦｃｖｎＦｃｃ ＫＦｃ
Ｆｐ＝ＣＦｐａ

ｘＦｐ
ｐ ｆ

ｙＦｐｖｎＦｐｃ ＫＦｐ
Ｆｆ＝ＣＦｆａ

ｘＦｆ
ｐ ｆ

ｙＦｆｖｎＦｆｃ ＫＦ
{

ｆ

（１）

式中　Ｆｆ———牵引切削力
Ｆｐ———背向切削力
Ｆｃ———主切削力　　ａｐ———切削深度
ｖｃ———切削速度　　ｆ———进给速度
ＣＦｃ、ＣＦｐ、ＣＦｆ———切削系数，根据加工条件决定
ｘＦ、ｙＦ、ｎＦ———各因素对切削力的影响程度

指数

ＫＦｃ、ＫＦｐ、ＫＦｆ———不同加工条件对各切削分力
的影响修正系数

一般在粗加工时切削力大，故按粗加工情况

进行切削力计算，根据该机床产品的切削指导手

册，将执行粗加工的参数代入式（１）进行计算，其中
所选的切削用量参数为 ａｐ＝３ｍｍ、ｆ＝０３ｍｍ／ｒ、
ｖｃ＝３２５ｍ／ｍｉｎ，最终得 Ｆｃ＝１４２７５Ｎ、Ｆｐ＝１０６３４Ｎ、
Ｆｆ＝１１５９７Ｎ，在进行静态特性分析时，将该载荷施
加在刀具中心点位置处。

图 ２　静力变形云图（刀具中心点变形量为 ２１２μｍ）

Ｆｉｇ．２　Ｃｌｏｕｄ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ｃｅｎｔｅｒ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２１２μｍ）

对其进行动静态特性分析，计算得到静载变形

云图 如 图 ２所示，其中刀具中心 点 变 形 量 为
２１２μｍ，通过模态分析计算得到机床的前 ３阶固
有频率及振型描述见表 １，其中第 １阶振型云图见
图３。从动态特性的振型描述及振型云图可以看
出，低阶振型多表现为床鞍及其所承载托架跟随其

产生的运动，由此可确定床鞍即为对低阶振型影响

程度大的结构件。

表 １　前 ３阶固有频率及其振型描述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ｅｏｒｄｅｒ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阶次 固有频率／Ｈｚ 振型描述

第１阶 ３６６２ 床鞍及其所承载托架绕 ｚ轴摆动

第２阶 ４７２３ 床鞍及其所承载托架绕 ｘ轴摆动

第３阶 ７２７５
床鞍及其所承载托架绕 ｙ轴摆动，

刀架绕 ｚ轴发生摆动

图 ３　第 １阶振型云图（３６６２Ｈｚ）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３６６２Ｈｚ）
　

２　基于扩展常数自组织选取 ＥＢＦ的动静态
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建模

２１　基于扩展常数自组织选取的改进 ＥＢＦ建模
设 ｘ１，ｘ２，…，ｘｉ，…，ｘＮ 为输入样本，且 ｘｉ＝

（ｘ（１）ｉ ，ｘ
（２）
ｉ ，…，ｘ

（ｉ）
ｉ ，…，ｘ

（ｎ）
ｉ ）

Ｔ
，其中 Ｎ为输入样本点

个数，ｎ为设计变量数，已知样本点输出值为 ｙ（ｘｉ），
设待求未知量为 ｘ，选取输入样本点为基函数中心，
待求未知量对应的输出值 ｙ^（ｘ）可以由以 ｘ到基函
数中心 ｘｊ之间马氏距离为自变量的基函数线性加
权组合而成，即

ｙ^（ｘ）＝∑
Ｎ

ｊ＝１
λｊｇｊ（‖ｘ－ｘｊ‖ｍ）＋λＮ＋１ （２）

将λ写作λ＝（λ１，λ２，…，λＮ＋１），ｇｊ（‖ｘ－ｘｊ‖ｍ）为

椭圆基函数，可写作 ｇｊ（ｘ），‖ｘ－ｘｊ‖ｍ 为马氏

距离。

对于 Ｎ个输入输出样本（ｘｉ，ｙ（ｘｉ））（ｉ＝１，２，
…，Ｎ），式（２）应满足

ｙ（ｘ１）＝∑
Ｎ

ｊ＝１
λｊｇｊ（‖ｘ１－ｘｊ‖ｍ）＋λＮ＋１

　　

ｙ（ｘｉ）＝∑
Ｎ

ｊ＝１
λｊｇｊ（‖ｘｉ－ｘｊ‖ｍ）＋λＮ＋１

　　

ｙ（ｘＮ）＝∑
Ｎ

ｊ＝１
λｊｇｊ（‖ｘＮ －ｘｊ‖ｍ）＋λＮ＋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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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３）写作矩阵形式
Ｙ＝ＧλＴ＋λＮ＋１Ｅ （４）

其中 Ｇ＝

ｇ１（ｘ１） … ｇＮ（ｘ１）

 

ｇＮ（ｘ１） … ｇＮ（ｘＮ









）

Ｙ＝［ｙ（ｘ１）　…　ｙ（ｘｉ）　…　ｙ（ｘＮ）］
Ｔ

ｇｊ（ｘｉ）＝ｇｊ（‖ｘｉ－ｘｊ‖ｍ）

式中　Ｅ———单位向量
因待求加权系数向量 λ包含 Ｎ＋１个变量，因

此增加约束方程，令

∑
Ｎ

ｊ＝１
λｊ＝０ （５）

若在椭圆基函数 ｇｉ（ｘｊ）＝ｇｉ（‖ｘｊ－ｘｉ‖ｍ）确定

的情况下，联立式（４）、（５）便可以求解得到线性加
权系数向量 λ＝（λ１，λ２，…，λＮ＋１）。因 Ｍｕｌｔｉｑｕａｄｒｉｃ
函数具有全局性估计的特点，求解时选取其作为椭

圆基函数，将其写为

ｇｊ（ｘ）＝（‖ｘ－ｘｊ‖
２
ｍ＋σ

２
ｊ）
１／２

‖ｘ－ｘｊ‖
２
ｍ＝（ｘ－ｘｊ）

ＴＳ（ｘ－ｘｊ）

Ｓ＝ｄｉａｇ（Ｓｉ
{

）

（６）

式中　Ｓ———协方差矩阵
Ｓｉ———Ｓ的对角线元素
σｊ———扩展常数

从式（６）可以看出，椭圆基函数不仅含变量 ｘ
且包含扩展常数 σｊ，因此在联立式（４）、（５）求解线
性加权系数向量 λ时必须确定扩展常数 σｊ，扩展常
数 σｊ表征了椭圆基函数的宽度，扩展常数 σｊ越小，
椭圆基函数的宽度越小，椭圆基函数的选择性越强、

参与度越大，从椭圆基函数图形来看其就越尖；反之

扩展常数 σｊ越大，基函数宽度越大，从而其选择性
降低，不同基函数之间的重叠性较大，从椭圆基函数

图形来看其就越平坦
［１９－２０］

。因此，需要选取合适的

扩展系数以确定不同椭圆基函数合理的参与度与重

叠性，避免所有椭圆基函数图形偏平或偏尖。而通

常情况下，为便于求解，常设定所有的扩展常数 σｊ
相等且根据经验进行取值，势必会造成不合理的椭

圆基函数的参与度与重叠性，从而影响 ＥＢＦ建模的
精度。因此，提出基于样本点数据的扩展常数自组

织选取确定方法，通过样本点数据的训练学习，依赖

于样本数据自身特性来选取确定扩展常数 σｊ。
定义误差

ｅｋ＝｜ｙ（ｘｋ）－ｙ^（ｘｋ）｜　（ｋ＝１，２，…，Ｎ） （７）
将式（２）与式（６）代入式（７），可得

ｅｋ＝

ｙ（ｘｋ） [－ ∑
Ｎ

ｊ＝１
λｊ（‖ｘｋ－ｘｊ‖

２
ｍ＋σ

２
ｊ）
１／２＋λＮ ]＋１

（ｋ＝１，２，…，Ｎ） （８）

定义目标函数

ｍｉｎ∑
Ｎ

ｋ＝１
ｅｋ＝ｍｉｎ∑

Ｎ

ｋ＝１
ｙ（ｘｋ）

[
－

∑
Ｎ

ｊ＝１
λｊ（‖ｘｋ－ｘｊ‖

２
ｍ＋σ

２
ｊ）
１／２＋λＮ ]＋１ （９）

将 Ｎ个样本点数据（ｘｋ，ｙ（ｘｋ））代入式（９），通
过样本点数据的训练学习，采用多目标优化算法可

以求解得到当目标函数式（９）取得最小值时的 σ^ｉ，
从而最终实现了基于样本点数据的扩展常数自组织

选取，根据该求解结果可定义扩展系数向量 σ^＝
（σ^１，^σ２，…，^σｉ），并将其代入式（６），可以得到基于
扩展常数自组织选取的椭圆基函数，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将式（６）代入式（２）便可以得到基于扩展常数
自组织选取的改进 ＥＢＦ模型。
２２　基于改进 ＥＢＦ的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

构建

基于上述改进 ＥＢＦ模型，构建结构 整机性能

映射关系元模型，将改进后 ＥＢＦ模型的输入向量ｘ＝
（ｘ（１），ｘ（２），…，ｘ（ｉ），…，ｘ（ｎ））Ｔ对应于结构件的一系
列结构参数变量，其中 ｘ（１）为结构件的某一结构参
数变量；将改进后 ＥＢＦ模型的输出向量 ｙ（ｘ）＝
（ｙ（１），ｙ（２），…，ｙ（ｉ），…，ｙ（Ｐ））Ｔ对应于一系列动静态
性能评价指标，例如选取低阶固有频率作为动态性

能评价指标、选取刀具中心点最大变形量作为静态

变形评价指标等，其中 Ｐ为动静态性能评价指标
个数。借助基于有限元构建的机床力学分析模

型，求解得到一系列结构 整机性能样本数据点

（ｘｉ，ｙ（ｘｉ）），即
ｙ（ｘｉ）＝Ｆ（ｘｉ）　（ｉ＝１，２，…，Ｎ） （１０）

式中　Ｆ（·）———基于机床有限元模型的动静态特
性分析求解过程

将上述得到的结构 整体性能样本数据点（ｘｉ，
ｙ（ｘｉ））代入式（４）～（６）、（９），依照前述基于扩展
常数自组织选取的改进 ＥＢＦ建模方法，可优化求解
得到自组织选取扩展系数及最终的基于扩展常数自

组织选取的改进 ＥＢＦ模型，该模型的输入为结构参
数变量，输出为整机性能评价指标，从而构建基于改

进 ＥＢＦ的结构 整体性能映射关系。

综上所述，并结合 ２１节内容，基于改进 ＥＢＦ
的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建模过程如图 ４所
示，从图４可以看出，在结构 性能元模型建模的基

础上，通过定义各个结构设计变量的范围、动静态性

能目标函数、约束条件等，基于多目标优化算法可以

实现基于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的机床薄弱件

结构优化。

从图 ４可以看出，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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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建模及薄弱件

结构参数优化过程

Ｆｉｇ．４　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ｌｓ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建模及结构参数优化过程，需要定义结构设计变量、

元模型误差检测方法、样本 ＤＯＥ实验设计方法等。

可以通过整机分析选取其薄弱结构部件作为设计对

象；常用的元模型误差评价方法包括显著性检验、复

相关系数法、均方误差法（ＲＭＳＥ）等［２１－２３］
；实验设

计方法包括全因子方法、中心复合法、超拉丁方方法

等
［２１－２３］

。此外可以看出，当通过样本检测后结构性

能映射元模型误差较大不满足要求时，则需要适当

增加样本采集点重新构建映射关系模型，从而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以尽可能少的样本点设计来建立满足

误差要求的结构 性能映射元模型的目的，这对于求

解样本点实际值时需要耗费计算成本较大的情况是

非常有利的。此外，不同于以往优化过程中设计响

应目标函数只能选择商用软件所设置提供的目标函

数类型，基于结构 整机性能映射元模型的动静态性

能优化过程中设计响应目标函数选取可以不受软件

限制，亦可以选取其他动静态性能评价指标如动态

响应中的结构最大振幅、振动衰减时间等来构建该

评价指标与结构之间映射关系元模型，从而进一步

实现结构性能优化。

３　基于薄弱件结构 整机性能映射元模型的

薄弱件结构优化

　　根据第 ２节中基于改进 ＥＢＦ的动静态性能结
构映射元模型建模方法，构建所研究机床实例的薄

弱件结构 整机动静态性能元模型，并通过实例样本

数据验证所建立映射元模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在

此基础上，根据上述薄弱件结构 整机动静态性能映

射关系，实现面向机床整机动静态性能的薄弱结构

部件结构优化。

通过前述分析得到所研究实例机床薄弱件为床

鞍，选取其结构参数作为设计变量，根据其结构特点

选取其两侧板厚度为变量 ｘ１、前侧板厚度为变量
ｘ２、底板厚度为变量 ｘ３、背部肋板厚度为变量 ｘ４、底
部肋板为变量 ｘ５。两侧板、前侧板、底板、背部肋
板、底部肋板具体位置如图 ５所示。所对应的设计
变量变化范围如表 ２所示；选取一阶固有频率作为
动态性能评价指标；选取刀具中心点变形量作为静

态性评价能指标。根据前述改进 ＥＢＦ的结构 整机

性能元模型建模方法，考虑装配边界约束影响，在实

图 ５　机床薄弱结构部件实例

Ｆｉｇ．５　Ｄｅｓｉｇ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ｆｏｒｗｅａ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表 ２　设计变量范围

Ｔａｂ．２　Ｒａｎｇｅ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ｍｍ

初始值 下限 上限

两侧板厚度 ｘ１ ４０ ３０ ５０

前侧板厚度 ｘ２ ４０ ３０ ５０

底板厚度 ｘ３ ３２ ２２ ４２

背部肋板厚度 ｘ４ ２０ １０ ３０

底部肋板厚度 ｘ５ ２０ １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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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装配条件下以整机动静态性能为评价指标，以薄

弱结构部件为优化对象，基于多目标优化算法，对所

研究机床实例的床鞍结构进行优化。

　　以优化前机床的动静态性能作为约束条件，在
保证床鞍质量不多于优化前质量以及刀具中心点位

移不大于优化前刀具中心点变形量的情况下，尽量

使其一阶固有频率最大。定义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ｆ（ｘ）｝
ｓ．ｔ．δ（ｘ）≤δ０
　　 Ｍ（ｘ）≤Ｍ０
　　 ｆ（ｘ）≥ｆ０
ｘ＝（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

ｘ１ｘ≤ｘ１≤ｘ１ｓ
　　
ｘ５ｘ≤ｘ５≤ｘ５



















ｓ

（１１）

式中　Ｍ０———床鞍初始质量，为０９９８ｔ
ｘ１ｘ、ｘ２ｘ、…、ｘ５ｘ———设计变量的下限值
ｘ１ｓ、ｘ２ｓ、…、ｘ５ｓ———设计变量的上限值
δ０———初始变形量
ｆ０———初始频率

基于优化拉丁方设计方法进行试验设计，根据

　　

优化拉丁方法设计原理，为保证计算精度，本文选取

样本点最大间隔
１
Ｎ－１

ｍａｘ（ｘｉｓ－ｘｉｘ）＝０５ｍｍ，其中

ｘｉｓ为第 ｉ个设计变量的上限，ｘｉｘ为第 ｉ个设计变量的
下限，因此 Ｎ＝４１。基于式（１０）借助所研究机床有
限元模型求解结构设计试验样本点对应的动静态性

能评价指标，提取前述定义结构设计变量与动静态

性能指标，最终形成动态特性评价指标样本，限于篇

幅，表３为部分设计变量与动静态性能指标，其中 ｆ
为一阶固有频率，δ为刀具中心点变形量，Ｍ为床鞍
质量。

根据第 ２节基于改进 ＥＢＦ的动静态性能结构
映射元模型建模方法，按照图 ４所示的动静态性
能结构映射元模型建模过程，将样本数据（ｘ１，ｘ２，
ｘ３，ｘ４，ｘ５，ｙ１，ｙ２，ｙ３）代入式（４）～（６）、（９），其中一
阶固有频率 ｆ为 ｙ１，刀具中心点变形量 δ为 ｙ２，质
量 Ｍ为 ｙ３，可得到 ＥＢＦ的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

模型加权系数向量 λ如表 ４所示，其中 λｆｉ为结构

频率映射元模型加权系数，λδｉ为结构 刀具中点变

形量映射元模型加权系数，λＭｉ 为质量映射元模型
加权系数。

表 ３　结构设计变量及动静态性能指标部分样本数据

Ｔａｂ．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ｏｆｄ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ｘ１／ｍｍ ｘ２／ｍｍ ｘ３／ｍｍ ｘ４／ｍｍ ｘ５／ｍｍ ｆ／Ｈｚ δ／ｍｍ Ｍ／ｔ

４１５ ４８５ ２６５ １５５ ２８０ ３６６４７ ００１９５１７９８ １０４４

４９０ ４４５ ３９０ ２２５ ２５５ ３６３６２ ００１６６２４３０ １１２６

３０５ ３６５ ３８５ ２１５ ２７５ ３８６６９ ００２２９５１４８ ０９０５

４６０ ３９０ ２５５ １３５ １２０ ３７１４４ ００１９１０６６２ １０３６

３６０ ３６０ ２７５ ２５５ １００ ３８４９４ ００２１２７３１６ ０９２８

４８０ ４２０ ２６０ ２６０ １２５ ３７１２６ ００１７３０５２０ １０７５

３５５ ３３０ ２９５ １２５ １３０ ３８５４９ ００２２０９０８４ ０９０３

３５０ ４３０ ２２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３８０３０ ００２２４８９９３ ０９３１

４８５ ４５０ ３３５ １１０ ２２０ ３６２０９ ００１８４０５５９ １１０８

５００ ４１０ ２４５ １９０ ２３０ ３６９８８ ００１７０６８５６ １０８７

３８５ ４１５ ２２５ ２５０ ２６５ ３７８７３ ００１８８１５５０ ０９７７

４１０ ４３５ ３６０ １０５ １１５ ３６７４２ ００２０８８０９４ １０２６

　　得到的 ＥＢＦ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协方
差矩阵 Ｓ为

Ｓ＝

８９４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８６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８５４６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４３５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６２７

（１２）
借助机床有限元模型求解得到的检验用样本数

据（表５）对该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进行检
验，从表 ５可以看出，　通过结构映射元模型得到的

计算结果与实际值误差较小，采用复相关系数评价

动静态结构映射元模型计算结果与真实值之间误

差，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其复相关系数均在０９９５以上，
说明所建立映射元模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从而验证

了该结构 整机性能映射元模型构建方法是正确的。

根据上述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数学映射

关系，基于多目标优化算法，对上述优化问题进行求

解。图６为基于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得到的
ｘ１－ｘ２－ｙ１和 ｘ１－ｘ２－ｙ２关系图；优化前后设计变
量及动静态特性评价指标见表 ６，可以看出优化后，
设计变量 ｘ４较初始值增加，ｘ１、ｘ２、ｘ３、ｘ５较初始值减

５２４第 １２期　　　　　　　　　　杨勇 等：基于结构 整机性能映射模型的机床薄弱件结构优化方法



　　 表 ４　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部分加权系数 λ
Ｔａｂ．４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

ｉ λｆｉ λδｉ λＭｉ ｉ λｆｉ λδｉ λＭｉ
１ －０００６０５０ －００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７３９０ １５ ００７８１１４ ００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１７３０

２ ０１７０１３９ ３７５×１０－５ －００１３４４０ １６ ００２０２６１ －５９１×１０－５ ０００２９３８

３ －０１４４０１０ －４５７×１０－５ ０００１５８１ １７ ００５７０６９ －００００９０１ ００００２１８

４ －００４７６００ ２５８×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９０ １８ ００１７４８５ ９９２×１０－５ －００００２７０

５ －００７８０４０ －００００２６１ ０００２８７５ １９ －００００７８０ ００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０５６０

６ ０００５１２０ －００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０３２９ ２２ －００１９１００ １６４×１０－５ ０００２１５１

７ １１３４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１１１５ ２３ －０１２００３０ ３９８×１０－５ ０００１５７５

８ －００７２２６０ ００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３８１５ ２４ －００７９８３０ －８７３×１０－５ －０００４０２０

９ ００６８３３１ －００００４７９ ０００６３６１ ２５ －０００３６２０ －２３０×１０－６ －０００４６２０

１０ ０１５５７８５ ５０４×１０－６ －００１２１９０ ２６ －０２３９７５０ －００００２３３ ００１４６２３

１１ ００５４０２７ －６３３×１０－５ －０００９９３０ ２７ ０１１６２３９ －００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２３４３

１２ ０１１４８７２ －２２８×１０－５ －０００３３１０ ２８ －０１３０２５０ １３６×１０－５ －０００１１５０

１３ ０１１５７４８ ０００２２７３ －０００６０８０ ２９ －０３１３１５０ －６２０×１０－６ ０００３６３３

１４ －００７１９４０ ４０７×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３３ ３０ －００８２８００ －２１３×１０－５ ００１２０３３

表 ５　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求解与实际值比较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ｆｒｏ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

ｘ１／ｍｍ ｘ２／ｍｍ ｘ３／ｍｍ ｘ４／ｍｍ ｘ５／ｍｍ

ｆ／Ｈｚ δ／ｍｍ Ｍ／ｔ

有限元计算
映射元

模型计算
有限元计算

映射元

模型计算
有限元计算

映射元

模型计算

３１４ ４４２ ４００ ２２８ １１４ ３７７２６ ３７８００ ００２３１８０ ００２２７６ ０９４９１ ０９５１７

３２８ ４２８ ２５７ ２５７ ２５７ ３８１０９ ３８２００ ００１９１１０ ００１８５５ ０９３２８ ０９３２４

３４２ ３８５ ２８５ ２００ ２２８ ３８４７９ ３８２６０ ００２１８４７ ００２１３２ ０９２５７ ０９１８９

３５７ ４７１ ２２８ １５７ ３００ ３７５７９ ３７６１４ ００２０６９７ ００２００６ ０９６６６ ０９６４２

３７１ ４１４ ３１４ ２４２ ２７１ ３７６０２ ３７３９１ ００１９３４４ ００１９８２ ０９８３２ ０９８０５

４００ ３２８ ３５７ ３００ ２８５ ３８２１３ ３８３０８ ００１９８７９ ００１９５４ ０９９１４ ０９８６９

４１４ ３４２ ２４２ １８５ １７１ ３８４３７ ３８１３５ ００１８７７３ ００１８２６ ０９６０７ ０９６４９

４２８ ３５７ ３４２ ２８５ ２００ ３７９２１ ３７８２２ ００１９３７９ ００１９１８ １０２４３ １０２１８

４４２ ５００ ２７１ ２１４ １４２ ３６２７１ ３６３７７ ００１７０９４ ００１７５１ １０８０３ １０７９０

图 ６　基于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得到的 ｘ１ ｘ２ ｙ１和 ｘ１ ｘ２ ｙ２关系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ｇｒａｐｈｏｆｘ１ ｘ２ ｙ１ａｎｄｘ１ ｘ２ ｙ２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表 ６　优化前后设计变量及动静态性能评价指标

Ｔａｂ．６　Ｄｅｓｉｇ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ｘ１／ｍｍ ｘ２／ｍｍ ｘ３／ｍｍ ｘ４／ｍｍ ｘ５／ｍｍ δ／ｍｍ ｆ／Ｈｚ Ｍ／ｔ

优化前 ４０ ４０ ３２ ２０ ２０ ００２１２０ ３６６２ ０９９８

优化后 ３５９８ ３１２３ ２３１４ ２６２１ １５９５ ００１８４７ ３９１８ ０９０６

变化率／％ －１２８ ６９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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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且其中 ｘ２、ｘ３降低程度较大，优化前后刀具中心
点变形量降低了１２８％，而床鞍质量下降了 ９７％，
并且整机一阶固有频率增加了６９％。

４　结论

（１）提出了一种基于结构 整机性能映射元模

型的机床薄弱件结构优化方法。首先通过机床动静

态特性分析确定薄弱结构部件。其次，提出基于扩

展常数自组织选取椭圆基函数的结构 动静态性能

映射元模型建模方法，构建薄弱件结构 整机动静态

性能物理映射关系。最后，根据上述薄弱件结构 整

机动静态性能物理映射关系，以薄弱结构部件为优

化对象，基于多目标优化算法，实现面向整机动静态

性能的机床薄弱部件结构优化。

（２）以某型号机床为例，通过样本数据检验得
到：所建立的动静态性能结构映射元模型计算结果

与实际值之间复相关系数均在 ０９９５以上，说明所
建立映射元模型的准确性，验证了该结构 整机性能

映射元模型构建方法的正确性。根据其薄弱结构

件 整机性能映射关系对薄弱件优化后，刀具中心点

变形量降低了１２８％，而床鞍质量下降了 ９７％，且
整机一阶固有频率增加了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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