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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制动管路中气液两相流流型聚类分析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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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汽车液压制动系统设计了一套用于检测液压制动管路中气液两相流的实验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图像

的灰度共生矩阵与系统聚类分析的气液两相流流型识别方法。该方法使用高速摄像机采集液压制动管路中的气

液两相流流型图像，然后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提取流型图像的灰度共生矩阵纹理特征参数，并将这些特征参数

作为系统聚类分析的数据，进行系统聚类分析，最终实现流型的识别分类。实验结果表明，选用合适的样品间距和

类间距的系统聚类分析模型，能够快速准确地对汽车液压制动系统管路中的 ４种典型流型进行识别分类，总体识

别率达 ９５６２５％。该方法为液压制动管路中气液两相流流型参数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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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液压制动系统依靠制动液传递制动压力，制动

液的状态直接影响制动性能。在正常工况下，汽车

制动管路中的制动液处于气液两相流动状态
［１－２］

。

受环境温度变化、振动等因素的影响，制动液中的气

液两相流会影响制动效能，严重时甚至威胁行车安

全
［３－４］

。

流型是气液两相流中的重要参数，流型可以反

映气液两相流中气体和液体成分分别所占的比例，

以及气液两相流的流动速度等参数
［５］
。因此，对流

型的研究可以直观快速地了解气液两相流的状态，

并为其他参数的检测找到途径。高速摄影法，是流

型识别的直接方法中的一种
［６］
，由于该方法是一种

非侵入式的气液两相流检测方法，流型识别的原始

数据可以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从采集的图像中提

取，因此该方法直观、便捷
［７］
。目前，已有部分专家

学者在此方法的基础上展开对气液两相流的研

究
［８－１２］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虽

然已经用于流型识别，但方法还不够丰富，工程应用

范围较窄，尤其是适用于检测液压制动系统制动管

路中气液两相流的方法还很少。

本文提出一种用于识别液压制动系统制动管路

中气液两相流流型的方法，该方法使用高速摄像机

采集液压制动管路中的气液两相流流型图像，然后

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提取流型图像的灰度共生矩

阵纹理特征，结合系统聚类分析，最终实现流型的识

别分类。

１　灰度共生矩阵

灰度共生矩阵（Ｇｒａｙｌｅｖｅｌ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
是一种用于描述图像中两个位置的像素空间相关特

性的常用方法，常用两个像素之间的联合概率定义，

它反映了具有同样亮度或近似亮度的像素之间的位

置分布特性和图像的亮度特性
［１３］
。

灰度共生矩阵不能直接用于描述图像纹理特

征，所以常用以下统计量来反映矩阵状况
［１４－１６］

：

（１）能量 ＡＳＭ：也称为角二阶矩，由灰度共生矩
阵元素值的平方和计算得到，是图像灰度分布均匀

程度和纹理粗细程度的反映。其计算公式为

ＡＳＭ＝∑
Ｌ－１

ｉ＝０
∑
Ｌ－１

ｊ＝０
Ｐ２（ｉ，ｊ） （１）

式中　ｉ、ｊ———像素灰度
Ｌ———图像灰度级别
Ｐ（ｉ，ｊ）———归一化后各像素点频度

（２）对比度 ＣＯＮ：也称为惯性矩，它是图像清

晰度和纹理沟纹深浅程度的反映。其计算公式为

ＣＯＮ＝∑
Ｌ－１

ｉ＝０
∑
Ｌ－１

ｊ＝０
（ｉ－ｊ）２Ｐ（ｉ，ｊ） （２）

（３）相关性 ＣＯＲ：它是空间灰度共生矩阵元素
在行或列方向上相似程度的度量，是图像中局部灰

度相关性的反映。其计算公式为

ＣＯＲ＝
∑
ｉ
∑
ｊ
ｉｊＰ（ｉ，ｊ）－μｘμｙ

σ２ｘσ
２
ｙ

（３）

其中 μｘ＝∑
ｉ
ｉ∑

ｊ
ｐ（ｉ，ｊ｜ｄ，θ）

μｙ＝∑
ｊ
ｊ∑

ｉ
ｐ（ｉ，ｊ｜ｄ，θ）

σ２ｘ＝∑
ｉ
（ｉ－μｘ）

２∑
ｊ
ｐ（ｉ，ｊ｜ｄ，θ）

σ２ｙ＝∑
ｊ
（ｊ－μｙ）

２∑
ｉ
ｐ（ｉ，ｊ｜ｄ，θ）

式中　ｄ———两个像素间的距离
θ———灰度共生矩阵生长方向，一般取 ０°、

４５°、９０°、１３５°
ｐ（ｉ，ｊ｜ｄ，θ）———θ方向上距离为 ｄ的一对像

素灰度分别为 ｉ和 ｊ的概率
式中 ｉ、ｊ为整数，取值范围为［０，２５５］。

（４）熵 Ｈ：它是图像中所具有的信息量的度量，
具有随机性。其计算公式为

Ｈ＝－∑
Ｌ－１

ｉ＝０
∑
Ｌ－１

ｊ＝０
Ｐ（ｉ，ｊ）ｌｇＰ（ｉ，ｊ） （４）

（５）逆差矩 Ｅ：也称局部均匀性，它是图像纹理
局部变化的度量，也是图像纹理同质性的反映。其

计算公式为

Ｅ＝∑
Ｌ－１

ｉ＝０
∑
Ｌ－１

ｊ＝０

Ｐ（ｉ，ｊ）
１＋（ｉ－ｊ）２

（５）

２　系统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一种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它将样品

或变量按照它们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进行分析，然

后用距离尺度或相似系数来描述样品或变量之间的

亲疏程度
［１７］
。与神经网络等模式识别方法不同，聚

类分析是一种数据驱动的无监督式学习分类方

法
［１８］
。在进行聚类分析之前不需要知道样本数据

的先验知识，而由分类系统本身通过一种有效的方

法去发现样本的内在相似性，然后将数据的特征向

量以聚类的形式分组。

系统聚类是一种常用的聚类分析方法。系统聚

类首先将待识别的 ｎ类样品或指标各自看成一类，
计算样品或指标的亲疏程度，将亲疏程度最高的两

类合并，然后计算合并后的类与其他类之间的亲疏

程度，再进行合并。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所有样品或

指标合并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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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聚类过程中，样本间距最小的样本数据

首先被聚为同一类，然后计算类间距，类间距最小的

两类将被继续合并为新类，因此计算样本之间的距

离以及类之间的距离是决定聚类效果的关键步骤。

相同的数据经过不同距离公式的计算分类结果不尽

相同，因此要考虑计算距离公式的合理性。常用的

几种用于计算样本之间距离的方法有：欧氏距离、方

差加权距离、绝对距离、闵氏距离、切氏距离、夹角余

弦距离和相关距离。常用的几种用于计算类之间距

离的方法有：最短距离、最长距离、中间距离、重心距

离、离差平方和距离
［１９］
。

３　实验

３１　实验设备
该实验是在一套改造过的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上

进行的，实验系统由汽车液压制动系统和图像采集

系统组成，如图 １所示。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主要由
汽车液压制动系统实验台架、流型观察台架组成，汽

车液压制动系统使用桑塔纳 ２０００型专用制动液。
该汽车液压制动系统实验台架可控制车速在０～
８０ｋｍ／ｈ范围内变化，实验平台运转平稳，噪声和振
动小。流型观察台架包括一段内径为４ｍｍ，长度为
１５ｃｍ的透明石英管道，该管道安装在实验台架右
前轮液压制动管路中间，用于观察并拍摄制动管路

中制动液的流型。为便于观察及减小实验台架运行

时所带来的振动影响，该透明石英管道被水平放置

在观察台架上并固定。

图 １　液压制动系统气液两相流实验系统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ａｓｌｉｑｕｉｄ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ｂｒａ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图像采集系统主要包括高速摄影机和照明光

源。高速摄影系统采 用 德 国 ＢａｓｌｅｒａｃＡ２０００
１６５ｕｍ型高速摄像机，摄像机镜头为日本 ＳＣＨＯＴＴ
ＭＯＲＩＴＥＸ显微镜头，该高速摄影系统最大分辨率为
２０４８像素 ×１０２４像素，最大帧率为 ２００帧／ｓ，能够

清晰抓拍汽车液压制动系统制动管道中的流型图

像。为了使拍摄的图像光亮度分布均匀，照明光源

采用３２００～５５００Ｋ的双色温平板式 ＬＥＤ聚光灯，
光线明亮照射面均匀。由于汽车制动液和空气都是

透明的，与透明石英管道的区分度较低，为了增强图

片中气泡和透明石英管的对比度，可在透明石英管

的后侧粘贴上一层硫酸纸，并将光源放置在透明石

英管道后侧，采用逆光照明，可以明显改善照片

质量。

３２　流型图像采集与处理
在水平透明石英管道中采集的流型图像尺寸

为 １５００×４００像素，帧率为 １４０帧／ｓ。实验系统
启动并保持稳定后，调整系统时速分别为 ５、２０、
３５、５０ｋｍ／ｈ，在每种时速下分别采集 ４０幅流型图
像，共 １６０幅流型图像。根据文献［５］中流型的分
类标准，这 １６０幅图片分为 ４种流型，分别为泡状
流、塞状流、弹状流、环状流，每种流型对应 ４０幅
图片。

原始的流型图像（图２）受实验台架震动和电器
设备电磁干扰的影响，会包含很多噪声，图像质量受

到很大影响，为此应选择合适的预处理方法滤除图

像噪声，并增强图像中的流型特征。双边滤波是一

种常用的图像滤波方法，该方法会在有效滤除图片

噪声的同时很好地保留图像的高频信号。因此，先

对拍摄的流型图像进行双边滤波，再去除图像中的

干扰信号，同时强化流型边缘细节，然后调整图像的

对比度和亮度，解决由于照明不足或不均、以及透镜

光圈设置误差所引起的图像对比度较低的问题。经

过预处理后流型图像如图 ３所示，与原图像（图 ２）
对比可以看出，图像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图像噪点被

消除，图像背景灰度降低并均匀化，气泡区域的图像

图 ２　预处理前的流型图像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ｆｌｏｗ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图 ３　预处理后的流型图像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ｆｌｏｗ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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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提高，流型区域的形状和细节更加明显，纹理信

息被加强。提取使用处理后的流型图像的灰度共生

矩阵特征时，由于流型区域的图像纹理信息被加强，

而流型区域之外的图像纹理信息被减弱，不同种类

流型的图像灰度共生矩阵特征值差异更加明显，使

用这些灰度共生矩阵特征值进行聚类分析时，将会

缩短分类识别时间，提高识别准确率。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４１　聚类分析样品间距和类间距
对采集的流型图像，提取经预处理后的样本图

像的灰度共生矩阵，然后根据灰度共生矩阵特征参

数的计算公式，计算样本数据的灰度矩阵特征参数，

部分结果数据如表１所示。
将１６０组灰度共生矩阵特征参数进行标准化处

理，再将标准化处理后的 １６０组数据作为系统聚类
的初始样品数据，然后选择聚类分析所采用的样品

间距与类间距。为选择最适合的聚类距离计算方

法，可以计算样本间距和类间距的复合相关系数，复

合相关系数可以描述样品间距和类间距之间的相关

性，复合相关系数越接近 １，则该聚类方法越理
想

［２０］
。表 ２为各种样品间距和类间距组合的复合

相关系数计算结果，由表 ２可以看出不同样品间距
和类间距之间的相关性，当样品间距采用绝对距离，

类间距采用离差平方和距离时，样品间距与类间距

　　

的复合相关系数为０８７５７，为所有复合相关系数中
的最大值，故认为样品间距采用绝对距离，类间距采

用离差平方和距离最好。

表 １　灰度共生矩阵特征参数

Ｔａｂ．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ｇｒａｙｌｅｖｅｌ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

序号
特征参数

能量 熵 惯性矩 相关性 逆差矩

１ ０３５３９ １３２６２ ０１３７９ ０８９４５ ０３５３８

２ ０４０７５ １２３４２ ０１４５５ ０８４４６ ０４０７４

３ ０３１７６ １３８２４ ０１１９２ ０７９６３ ０３１７６

４ ０３４５１ １４０１６ ０１８３８ ０６４９８ ０３４５１

５ ０３０９６ １４５５１ ０１６２１ ０６２９２ ０３０９５

６ ０２７８７ １９４７５ ０２３０８ ０１４７８ ０２７８５

７ ０１９０８ ２３０２１ ０２７３４ ０１３８９ ０１９０５

８ ０２４５７ １９７０５ ０１７２０ ０１７８３ ０２４５５

９ ０２０９９ ２１４３４ ０１９９９ ０１６０２ ０２０９７

１０ ０１９４３ ２２４３６ ０２３９７ ０１５３６ ０１９４０

１１ ０１３９５ ２７２４４ ０５１４６ ０１２１７ ０１３８８

１２ ０１４７５ ２７３１３ ０４２２３ ０１１０２ ０１４６８

１３ ０１５６１ ２６１２１ ０４２５０ ０１４４７ ０１５５４

１４ ０１６６４ ２５０４３ ０３８５２ ０１３２２ ０１６６０

１５ ０１１０６ ２８９９４ ０５５４２ ０１１４７ ０１０９７

１６ ００８２９ ３０１６８ ０６４４８ ０１４２６ ００８１２

１７ ００７３５ ３１８４２ ０７５３１ ０１１４２ ００７１９

１８ ００６８２ ３１８６０ ０６２５９ ０１１５９ ００６６７

１９ ００７５３ ３０９１０ ０６４８０ ０１３５４ ００７３６

２０ ００７９１ ３０７４４ ０５７５６ ０１２０８ ００７７７

表 ２　复合相关系数计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类间距
样品间距

欧氏距离 绝对距离 闵氏距离 方差加权距离 切氏距离 夹角余弦距离 相关距离

最短距离 ０８１６５ ０８２８１ ０８３３１ ０７９１０ ０７８５８ ０８６１６ ０８５０１

最长距离 ０８７５４ ０８６７７ ０８５９４ ０８３６６ ０８３４４ ０８６０３ ０８４６２

重心距离 ０８６７８ ０８７４７ ０８７３４ ０８５９３ ０８０７９ ０８６４６ ０８６７３

中间距离 ０８７２９ ０８７４６ ０８７４９ ０８５８７ ０８０７９ ０８６４５ ０８６８７

离差平方和距离 ０８７２６ ０８７５７ ０８７５４ ０８５７７ ０８５６１ ０８６３８ ０８０３４

４２　液压制动管路气液两相流流型聚类分析
根据流型图像的类别，将数据分类结果设定为

４类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聚类谱系总图如图 ４所示。
图５为聚类分析分类结果，由图５可以看出，当类间
距离为５时，数据被分为 Ｇ１、Ｇ２、Ｇ３、Ｇ４４种类型，其
中 Ｇ１类包含 ３７个数据，Ｇ２类包含 ４７个数据，Ｇ３类
包含３６个数据，Ｇ４类包含 ４０个数据，如图 ６所示。
将聚类分析后每一类的数据与４种流型的数据进行
对比可知，Ｇ１类为环状流，Ｇ２类为弹状流，Ｇ３类为塞
状流，Ｇ４类为泡状流。此外，由聚类谱系总图 ４可
知，采用流型图像的灰度共生矩阵特征参数作为流

型特征时，Ｇ４类与其他 ３类的类间距最大，因此 Ｇ４

类的数据最先被分为 １类，所以泡状流的流型特征
与其他的 ３种流型特征差别最大。Ｇ２类和 Ｇ３类的
数据最后被分别分为 ２类，可知弹状流和塞状流的
特征差异最小。

经过系统聚类分析得知，如表３所示，实际属于
环状流的 ４０组数据中，有 ３组被识别为弹状流，分
别为第 １８组、第 ２６组、第 ３９组数据，识别率为
９２５％，如表４所示，实际属于塞状流的 ４０组数据
中，有 ４组被识别为弹状流，分别为第 １组、第 １３
组、第１５组、第 １６组数据，识别率为 ９０％，实际属
于弹状流的４０组数据全部被识别为弹状流，识别率
为１００％，实际属于泡状流的４０组数据全部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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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聚类谱系总图

Ｆｉｇ．４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图 ５　聚类分析分类结果

Ｆｉｇ．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图 ６　数据分类结果

Ｆｉｇ．６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ａｔａ
　

表 ３　环状流识别结果

Ｔａｂ．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ｎｎｕｌａｒｆｌｏｗ

序号
特征参数

能量 熵 惯性矩 相关性 逆差矩
识别结果

１ ０２７８７ １９４７５ ０２３０８ ０１４７８ ０２７８５ 环状流

２ ０１９０８ ２３０２１ ０２７３４ ０１３８９ ０１９０５ 环状流

３ ０２４５７ １９７０５ ０１７２０ ０１７８３ ０２４５５ 环状流

４ ０２０９９ ２１４３４ ０１９９９ ０１６０２ ０２０９７ 环状流

５ ０１９４３ ２２４３６ ０２３９７ ０１５３６ ０１９４０ 环状流

６ ０１７６２ ２４６３４ ０３５５３ ０１０４０ ０１７５８ 环状流

７ ０２１５４ ２１４３９ ０２０４９ ０１５７４ ０２１５２ 环状流

８ ０２１９２ ２１７１４ ０２２５６ ０１５１８ ０２１９０ 环状流

９ ０１８７２ ２２４６２ ０２２０１ ０１４８５ ０１８７０ 环状流

１０ ０１９０８ ２３０２１ ０２７３４ ０１３８９ ０１９０５ 环状流

１１ ０２０９９ ２１４３４ ０１９９９ ０１６０２ ０２０９７ 环状流

１２ ０１９４３ ２２４３６ ０２３９７ ０１５３６ ０１９４０ 环状流

１３ ０２３８１ １９６７８ ０１５６８ ０１７７７ ０２３８０ 环状流

１４ ０２１９２ ２０２３７ ０１６５２ ０１７１４ ０２１９１ 环状流

１５ ０２５５７ １９８２４ ０１９０２ ０１６０４ ０２５５６ 环状流

１６ ０２４７３ １８９１４ ０１６０１ ０１８５５ ０２４７２ 环状流

１７ ０１９１８ ２４３９２ ０３８４４ ０１０８２ ０１９１３ 环状流

１８ ０１８０５ ２５３７７ ０３５２１ ０１０２４ ０１７０１ 弹状流

１９ ０２９８９ １９４８１ ０２４２９ ０１２４９ ０２９８８ 环状流

２０ ０２４８８ ２２０３１ ０３０１７ ０１０５６ ０２４８５ 环状流

序号
特征参数

能量 熵 惯性矩 相关性 逆差矩
识别结果

２１ ０２４３１ ２０５５２ ０２１５３ ０１３０１ ０２４３０ 环状流

２２ ０２２７２ ２１５６０ ０２４９７ ０１１９３ ０２２７０ 环状流

２３ ０２３７１ ２０４８７ ０２１４２ ０１２２４ ０２３７０ 环状流

２４ ０２７３６ １８５０４ ０１７０９ ０１６２８ ０２７３５ 环状流

２５ ０２１５９ ２３６０７ ０３１０５ ０１０４６ ０２１５５ 环状流

２６ ０１８４３ ２５６２７ ０４２４９ ０１０１２ ０１７３８ 弹状流

２７ ０２４１８ ２００７３ ０２０８０ ０１３１８ ０２４１６ 环状流

２８ ０１８６１ ２４４０７ ０３５２６ ０１０８７ ０１８５７ 环状流

２９ ０１９７１ ２３８７８ ０３４３０ ０１１１６ ０１９６８ 环状流

３０ ０２３１３ ２１１５９ ０２２９５ ０１２６７ ０２３１１ 环状流

３１ ０２２３２ ２２５２４ ０２７３８ ０１１６８ ０２２２９ 环状流

３２ ０２７３５ １９９７５ ０２３２３ ０１３５４ ０２７３４ 环状流

３３ ０２０１５ ２４０９２ ０３５４８ ０１１３１ ０２０１１ 环状流

３４ ０１８８５ ２３７８５ ０２８４１ ０１１７４ ０１８８３ 环状流

３５ ０２９４０ １８９６５ ０１８４９ ０１４２４ ０２９３８ 环状流

３６ ０２９３８ １８３９５ ０１６２３ ０１６８５ ０２９３７ 环状流

３７ ０２２５９ ２１５８９ ０２３６２ ０１２１９ ０２２５７ 环状流

３８ ０２１６３ ２３５４７ ０３１４５ ０１１５７ ０２１６０ 环状流

３９ ０１８８７ ２５８９３ ０４２６８ ０１１１５ ０１７８１ 弹状流

４０ ０２２０２ ２４３９５ ０３５４５ ０１１４８ ０２１９７ 环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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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塞状流识别结果

Ｔａｂ．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ｌｕｇｆｌｏｗ

序号
特征参数

能量 熵 惯性矩 相关性 逆差矩
识别结果

１ ００８７７ ２９８４１ ０５６５２ ０１３９９ ００８６０ 弹状流

２ ００８２９ ３０１６８ ０６４４８ ０１４２６ ００８１２ 塞状流

３ ００７３５ ３１８４２ ０７５３１ ０１１４２ ００７１９ 塞状流

４ ００６８２ ３１８６０ ０６２５９ ０１１５９ ００６６７ 塞状流

５ ００７５３ ３０９１０ ０６４８０ ０１３５４ ００７３６ 塞状流

６ ００７９１ ３０７４４ ０５７５６ ０１２０８ ００７７７ 塞状流

７ ００７８０ ３０４８９ ０６０３５ ０１３４２ ００７６５ 塞状流

８ ００７１２ ３１７５６ ０６７７０ ０１１９０ ００６９６ 塞状流

９ ００７０９ ３１８４５ ０７２３２ ０１１３２ ００６９４ 塞状流

１０ ００６９０ ３１４９６ ０６２９７ ０１１５２ ００６７６ 塞状流

１１ ００７１１ ３１７９１ ０７１７５ ０１１２６ ００６９５ 塞状流

１２ ００７１８ ３１５９９ ０７１５３ ０１２００ ００７０２ 塞状流

１３ ００８０５ ２９９４５ ０５８１２ ０１５５０ ００７８８ 弹状流

１４ ００７２９ ３１４７６ ０７１６９ ０１２０６ ００７１３ 塞状流

１５ ００８２３ ２９７８８ ０５８０７ ０１６０３ ００８０７ 弹状流

１６ ００７２３ ３１３７４ ０７０６０ ０１２３４ ００７０８ 弹状流

１７ ００８８２ ２９３１３ ０４８４８ ０１５２７ ００８６７ 塞状流

１８ ００７０７ ３１５４０ ０７０８８ ０１２４７ ００６８９ 塞状流

１９ ００６９２ ３１６８５ ０７０２８ ０１２５５ ００６７６ 塞状流

２０ ００７２８ ３１４３６ ０７２５２ ０１２２３ ００７１３ 塞状流

２１ ００６８７ ３１８１８ ０７４３９ ０１２６６ ００６７０ 塞状流

２２ ００６６２ ３２６６６ ０９２２７ ０１０３０ ００６４９ 塞状流

２３ ００６８０ ３２２５９ ０８３３７ ０１０５２ ００６６６ 塞状流

２４ ００６７３ ３２６０５ ０８６２７ ０１０４３ ００６５８ 塞状流

２５ ００６７７ ３２３５１ ０８２６７ ０１０６２ ００６６１ 塞状流

２６ ００７７９ ３１６５５ ０７７９１ ０１０６０ ００７６３ 塞状流

２７ ００６６３ ３２４３９ ０８５９１ ０１０５５ ００６４８ 塞状流

２８ ００７０７ ３１７３７ ０７４２３ ０１２００ ００６９１ 塞状流

２９ ００７２５ ３１５７８ ０７１６３ ０１１８６ ００７０８ 塞状流

３０ ００７３９ ３１３４６ ０７３３７ ０１２１５ ００７２３ 塞状流

３１ ００７３２ ３１３５８ ０７１１０ ０１２２９ ００７１８ 塞状流

３２ ００７８１ ３０８２３ ０６７５５ ０１３３１ ００７６５ 塞状流

３３ ００７１６ ３１５１７ ０６５６６ ０１２２０ ００７００ 塞状流

３４ ００７６５ ３１０１４ ０６０４１ ０１１８４ ００７４９ 塞状流

３５ ００７６７ ３１３３１ ０６３１８ ０１１３２ ００７５１ 塞状流

３６ ００７９５ ３１１６３ ０６３１６ ０１１２４ ００７７９ 塞状流

３７ ００７１６ ３１５４１ ０６９１２ ０１２１５ ００７００ 塞状流

３８ ００７１５ ３１５６２ ０６４３６ ０１１９３ ００６９９ 塞状流

３９ ００７２１ ３１４０６ ０６７８７ ０１２２４ ００７０５ 塞状流

４０ ００７３３ ３１３７５ ０６８０１ ０１２２９ ００７１７ 塞状流

为泡状流，识别率为 １００％，总识别结果如表 ５所
示。在１６０组原数据中，共有 １５３组数据被正确分
类，有 ７组数据分类错误，总识别率为 ９５６２５％。
为了对分类结果的有效性进行公正客观评价，使用

外部评价法中 Ｆｍｅａｓｕｒｅ综合指标对分类结果进行
评价。经计算，环状流、弹状流、塞状流、泡状流的 Ｆ
值分别为９６１０％、９１９６％、９４７４％、１００％，对这 ４
种流型的 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总 Ｆ值为
９５５５％。因为 Ｆ值越大表示分类误差越低，可知
本方法分类效果好，能满足液压制动系统中对两相

流在线识别系统的要求。

表 ５　系统聚类分析结果

Ｔａｂ．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流型
聚类结果

Ｇ１ Ｇ２ Ｇ３ Ｇ４
识别率／％

环状流 ３７ ３ ０ ０ ９２５

弹状流 ０ ４０ ０ ０ １００

塞状流 ０ ４ ３６ ０ ９００

泡状流 ０ ０ ０ ４０ １００

５　结论

（１）在液压制动管路中，处于气液两相流状态
的制动液主要存在４种流型分别为泡状流、塞状流、
弹状流、环状流。

（２）从图像的灰度共生矩阵提取的特征值，对
液压制动管路中气液两相流的流型有着很好的分辨

能力。从结果来看，这些特征参数是一种非常有效

的图像聚类分析的度量标准。

（３）系统聚类分析不需依赖于预先定义的训练
实例，聚类算法可自动寻找最合适的分类效果，将该

方法用于液压制动管路中气液两相流流型的识别，

在数据量较大时可提高流型的在线识别速度，其外

部评价指标总 Ｆ值为 ９５５５％，也表明该方法可靠
性高，分类效果好。

（４）实验证明，流型图像提取的灰度共生矩阵
特征参数和系统聚类分析结合的方法是可靠的，能

够快速准确地识别出液压制动管路中的４种典型流
型，总识别率为 ９５６２５％，特别对于弹状流和泡状
流，识别率可达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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