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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旁热式辐射与对流粮食干燥机的干燥特点，建立了一种粮食干燥机干燥过程的 ＢＰ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该模型采用了 ３层神经网络结构（８ １０ １），模型输入为粮食干燥机的 ８个变量，模型输出为出口粮食水分比或

干燥速率。通过编写 Ｍａｔｌａｂ建模程序，基于实际干燥实验的样本数据训练与测试网络，实现了红外辐射与对流联

合干燥的动力学模型，并给出了相应的模型数学表达式，模型预测的出口水分比与干燥速率的 Ｒ２分别为０９９８９和

０９９８０，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０００９和 ０００４１，预测结果与实际测量数据拟合较好；另外，结合实验干燥条件对模型

干燥性能的预测结果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依据同样方法建立了顺逆流粮食干燥过程的出口粮食水分比预测模

型，对比了 ２种干燥方式的干燥性能。仿真预测表明用 ＢＰ神经网络方法建模简单，具有自适应性、灵活性和自学

习性等特点，相比于其他粮食干燥的经验数学模型，能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可为红外辐射与对流联合干燥过程

提供一种新的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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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实现粮食干燥的精确控制需要较为精确的数学

模型，然而粮食干燥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复杂系统，

干燥过程中，各变量因素相互耦合，具有滞后性和多

干扰性
［１］
，从而建立一个符合实际干燥过程的数学

模型非常困难。

目前，各项研究中建立的粮食干燥数学模型很

多，主要有单颗粒干燥模型、薄层干燥模型和深床干

燥模型。通常，实际干燥中，针对粮食干燥机的数学

模型均为深床干燥模型，其中的典型模型是 ＰＤＥ偏
微分方程，该类模型基于热质传递原理，通用性较

好，应用广泛。相关学者主要利用此类模型进行干

燥过程的数值模拟，以此了解干燥过程中各个参量

的变化规律，为简化模型提供参考数据。但该类模

型复杂，求解比较困难，无法利用该模型进行有效的

实时控制
［２］
。分布参数 ＤＰ模型计算耗时少，可用

于干燥机的控制
［３－４］

，该类模型通常在分析与计算

时把深床谷物分为若干个薄层，利用现有的薄层方

程计算热空气状态与粮食温度和水分的变化，最后

简化成多个薄层方程的叠加
［４］
。然而，ＤＰ模型通常

在建立时均做了很多假设，而且只考虑了部分因素，

与实际复杂系统有一定的差距。

对于此类复杂不确定系统的数学建模还可以依

靠实验的方法，采集一定的输入、输出数据对系统进

行辨识从而得到数学模型，通常这种方法得到的数

学模型参数可能不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但并不影

响利用该模型进行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分析
［５］
。例

如，神经网络辨识方法在解决复杂系统的辨识方面

具有很大的潜力。

神经网络在粮食等干燥系统辨识和建模中有很

多应用
［６－１０］

，从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利用神经网络

的自学习、自适应功能，以及逼近任意非线性函数的

特点，通过输入、输出数据辨识系统的模型是粮食干

燥过程辨识的有效途径。

红外辐射干燥技术是一种节能、高效、无污染的

新型干燥技术，是粮食干燥技术发 展 的 新 方

向
［１１－１２］

，具有产品干燥品质高、生产效率高、干燥速

率快和节约能源等优点。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在

红外辐射干燥建模方面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
［１２－２５］

。

综合来看，研究文献中所建红外辐射干燥过程模型

基本还是传统的经验和半经验模型或者其它简单回

归模型，未考虑诸多复杂的红外辐射干燥影响因素，

其应用领域也基本在食品及蔬菜方面。

本文基于 ＢＰ神经网络算法，利用实时在线测
量的数据，把干燥时间、入口粮食含水率和温度、出

口粮食温度、红外辐射段的粮温、对流段的粮温、热

风对流温度和排粮速度作为 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的输
入量，预测红外辐射与对流粮食干燥机的出口粮食

水分比和干燥速率，确定粮食被干燥至目标含水率

所需要的循环干燥次数，以期为该粮食干燥机的智

能控制提供预测模型。

１　ＢＰ神经网络

１１　ＢＰ神经网络算法原理

如图 １所示，人工神经元模型是一个多输入多
输出的非线性信息处理节点，把每一个这样的节点

当作一个神经元，由这些神经元组成的网络就是神

经网络
［２６］
。

图 １　人工神经元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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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中，ｘ１～ｘｎ为人工神经元 ｉ的输入，通过权

与神经元连接；ｗｉｎ为神经元的连接权值；ｙｉ为人工神
经元 ｉ的输出；ｆ（·）为人工神经元的非线性作用函
数。人工神经元 ｉ的输出可以写为

ｙｉ＝ (ｆ∑
ｎ

ｊ＝０
ｗｉｊｘ)ｊ 　（ｘ０＝θｉ；ｗｉ０＝－１） （１）

式中　θｉ———阈值
神经网络有许多不同的算法，其中应用比较广

泛的算法是反向传播（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ＢＰ）学习算
法，简称 ＢＰ算法。

ＢＰ神经网络结构如图２所示，Ｘ和 ｙ是网络的
输入、输出向量，每个神经元用一个节点表示，网络

由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节点组成，隐含层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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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也可以是多层，其模型的可调参数分布在网络

内部的连接权值上，非线性函数隐含在神经元及网

络结构中。

图 ２　ＢＰ神经网络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Ｐ学习算法属于 σ算法，基本思想是最小二

乘算法（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是有导师的学习，
基本原理是最速梯度下降法，由正向传播和反向传

播组成。正向传播中，输入信号从输入层经隐含层

传向输出层，输入层到隐含层的作用函数通常为非

线性函数，隐含层到输出层的作用函数可以是非线

性，也可以是线性函数。若输出层得到了期望的输

出，学习算法结束；否则，转向反向传播。反向传播

是将误差信号（样本输出与网络输出之差）按原连

接通路反向计算，由梯度下降法调整各层神经元的

权值和阈值，使网络输出层误差信号的平方和最

小
［２６］
。其实质是把一组输入输出问题转换为一个

非线性优化问题。

图 ４　粮食干燥机控制系统框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ｇｒａｉｎｄｒｙｅｒ

１２　模型评价指标

评价模型好坏的指标有：和方差、决定系数 Ｒ２、
均方根误差和均方误差。通常，均方根误差和均方

误差越接近于０，Ｒ２越接近于１，函数拟合性能越好。

２　实验装置

２１　旁热式辐射与对流粮食干燥机系统
２１１　机械系统及控制系统结构

实验装置是自行设计的已在东北某机械有限公

司投入使用的旁热式辐射与对流粮食干燥机系统，

系统由机械结构和控制结构组成。其中机械系统结

构如图３所示，主要由存放被干燥粮食的湿谷仓、加
热干燥粮食的 ５ＨＳＨＦ１０型干燥机和存放粮食的干
谷仓组成，其形状均为矩形体。此外还有胶带输送

机、提升机及电动机等。

图 ３　粮食干燥机系统机械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ｒａｉｎｄｒｙ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１、４、８．提升机　２．湿谷仓　３、５、６、９、１１．胶带输送机　７．干谷仓

１０．干燥机
　

粮食干燥机的检测控制系统由计算机、ＰＬＣ、变
频器及各种检测传感器组成，控制方案如图４所示，
主要由检测部分及控制部分组成。实时检测的信息

有２１个温度、３个风速和 ２个湿度，另外干燥机顶
端与底端都安装了电容式水分在线监测装置，可以

实现干燥机入口粮食及出口粮食含水率的实时检

测，各传感器及检测位置如图５中１～１３所示；控制
部分主要对 ３台粮食提升机、５台粮食胶带输送机
以及供热风机、除尘风机、油炉电动机和湿仓阀门电

动机进行启停控制，对混气电动阀门进行开度控制，

对排粮电动机进行变频控制。传感器检测的数据经

ＰＬＣ：ｓ７ ３００输入输出模块采集后，经以太网通
信，在计算机上或触摸屏上进行存储、显示和计

算，操作人员通过计算机或触摸屏对干燥机设备

进行控制。

其中依据出口粮食含水率及相关数据对排粮电

动机进行变频控制是粮食干燥控制的关键，本研究

主要为该粮食干燥机出口粮食含水率的控制建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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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干燥机结构与原理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ｒａｉｎｄｒｙｅｒ
１．主热风道风速传感器监测点　２．热风温度传感器监测点　

３．红外废气温度传感器监测点　４．红外废气风速传感器监测点

５．废气温度和湿度传感器监测点　６．干燥废气风速传感器监测

点　７．入口粮食温度和水分传感器监测点　８．出口粮食温度及

水分传感器监测点　９．对流段粮食温度传感器监测点　１０．红外

辐射段粮食温度传感器监测点　１１．燃烧管温度传感器监测点　

１２．烟气温度传感器监测点　１３．环境温度和湿度传感器监测点

１４．电动调节阀　１５．废气室　１６．油炉
　

测模型。

２１２　粮食干燥机结构及干燥工艺
粮食干燥机结构如图５所示，干燥机长２０６ｍ，宽

１３ｍ，高４７ｍ，主体由储粮段、对流段、辐射段和排
粮段组成，其中储粮段高 １６ｍ，对流段高 １１ｍ，
辐射段高 ０８ｍ，排粮段高 １２ｍ。干燥机的对流
段为组合设计，方便拆解和更换，有 ３种工艺可供
选择：顺流、顺逆流和混流；辐射段 ４个油炉为旁
热辐射式，能自动点火，配有相应安全装置；燃烧

室采用了锅炉钢板结构并且所有钢板均做了防锈

处理。

粮食从干燥机顶端由上而下流动经过对流段与

辐射段依次进行对流干燥与辐射干燥，到达排粮口

时，判断出口粮食水分传感器检测的粮食含水率是

否达到目标值，如达到，则胶带输送机 ６正转，粮食
送入干谷仓，至此干燥结束，如未达到目标含水率，

则胶带输送机６反转，粮食重新进入干燥机，继续循
环干燥。其中辐射段与对流段干燥粮食的基本原理

如下：

辐射干燥时，燃烧机加热的辐射筒温度可以达

到３８０℃左右，利用其高温对辐射段粮食进行红外
辐射干燥。红外辐射干燥后的红外废气温度为

１５０℃左右，利用其余热进行热风对流干燥可有效节
约能源。

对流干燥时，将辐射段产生的红外废气中混入

适量冷空气，通过电动调节阀调节冷风量实现对混

合后空气温度的调节，混合空气经管道进入对流段

与粮食接触进行热风对流干燥。因其利用了红外辐

射干燥的余热进行了热风对流干燥，辐射段与对流

段使用同一热源，实现了能源的循环利用；另外，辐

射干燥时不需要加热中间介质，热量直接传入物料

内部，可使物料内部受热均匀，所以比较节能，干燥

后粮食品质较好。

２２　粮食干燥机出口粮食含水率控制模型

２２１　研究对象的确立
本系统的控制对象为新型粮食干燥机的出口粮

食含水率，该变量是一个随干燥时间连续变化的物

理量，通常，粮食在干燥机中的干燥时间通过排粮电

动机的转速来调节，控制算法的目的是根据粮食干

燥系统的相关影响因素，自动计算出系统所需要的

最优排粮转速，最终将出口粮食含水率稳定调节到

所需要的范围。

２２２　影响因素分析
在粮食干燥机干燥过程中，影响出口粮食含水

率的因素主要有：干燥工艺、环境因素（环境温度、

环境湿度）、谷物因素（品种、初始含水率、排粮速

度、干燥流型）、热风因素（风温、风湿、风量）等。粮

食干燥机控制过程中各变量选择如下：被控变量为

出口粮食含水率；控制变量为排粮电动机转速；干扰

量为粮食初始含水率、各热风段温度、湿度、环境温

度和湿度。

经综合分析，建立粮食干燥机的干燥过程模型

时，设热风风速、风量及品种等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基

本不变，看作常量，主要选取了干燥时间（Ｄｔ）、入口
粮食含水率（Ｍｉｎ）和温度（Ｔｉｎ）、出口粮食温度
（Ｔｏｕｔ）、红外辐射段的粮温（Ｔｉｒ）、对流段的粮温
（Ｔｃｏｎ）、热风对流温度（Ｔｈ）以及干燥机排粮速度
（Ｖ）共 ８个主要影响因素作为 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的
输入，将粮食干燥机的出口水分比或干燥速率作为

模型的输出。

２２３　控制策略
神经网络预测控制模型结构如图 ６所示，首先

依据干燥实验中传感器检测的实验数据，建立粮食

干燥机的神经网络模型，对该模型进行离线训练和

学习，实时控制过程中在线优化神经网络模型参数，

使模型逼近实际干燥过程。该控制器不是单纯的依

据出口粮食含水率来调整排粮速度，而是综合了多

种因素，当其中的任何一个相关因素发生变化时，神

经网络模型都能自动计算分析，得到下一时刻出口

粮食含水率的预测值，控制模型中的智能控制器依

据该预测值优化计算出该时刻排粮电动机的转速最

优值给变频器，从而控制粮食在干燥机中的干燥时

间，实现出口粮食含水率的最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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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干燥机控制算法原理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ｄ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ｒａｉｎｄｒｙｅｒ

３　粮食干燥机的神经网络模型建立

３１　实验条件及计算公式
进行实验的玉米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农户

当季自然收获的品种星星一号，初始含水率在 ２８％
左右，实验环境温度为 －１０～８℃，湿度 ６０％ ～
７０％，热风温度在８０～１２０℃之间，热风风速 １２ｍ／ｓ，
出口粮食水分传感器校准采用 １０５℃标准干燥箱法
进行（ＧＢ／Ｔ５４９７—１９８５）。

实验过程中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干燥箱试样粮食含水率计算公式为

Ｍ＝（Ｗ１－Ｗ２）／（Ｗ１－Ｗ０）×１００％ （２）
式中　Ｗ０———称量瓶质量，ｇ

Ｗ１———干燥前试样和称量瓶质量，ｇ
Ｗ２———干燥后试样和称量瓶质量，ｇ

ｔ时刻出口粮食含水率（湿基含水率）计算公式
为

Ｍｔ＝ｗｈ（ｔ）／ｗ（ｔ）×１００％ （３）
式中　ｗｈ（ｔ）———ｔ时刻粮食中水分的质量，ｋｇ

ｗ（ｔ）———ｔ时刻粮食的总质量，ｋｇ
ｔ时刻的粮食水分比与初始含水率、ｔ时刻的粮

食湿基含水率以及 ｔ时刻的平衡含水率有关，公式
为

ＭＲ＝（Ｍｔ－Ｍｅ）／（Ｍ０－Ｍｅ） （４）
式中　Ｍ０———初始含水率，％

Ｍｅ———ｔ时刻的平衡含水率，％
平衡含水率会随着干燥过程中空气温度和湿度

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干燥机出口粮食的平衡含水率

是一个随出口空气温度与湿度变化的值，计算公式

为

　１－ＲＨ ＝ｅｘｐ（－１１×１０
５
（１８Ｔ＋４９２））Ｍ１９ｅ （５）

式中　ＲＨ———ｔ时刻干燥机出口空气相对湿度，％
Ｔ———ｔ时刻干燥机出口空气温度，℃

ｔ时刻瞬时干燥速率计算公式为
ＤＶ＝（Ｍ１－Ｍ２）／Δｔ （６）

式中　Ｍ１———ｔ１时刻的湿基含水率，％
Ｍ２———ｔ２时刻的湿基含水率，％
Δｔ———ｔ１到 ｔ２之间的时间差，ｍｉｎ

３２　实验数据选取
为了建立神经网络模型，首先需采集实验样本

数据，神经网络依靠学习样本来确定网络中的权值

和阈值等参数。表 １为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２５日顺流红
外辐射干燥实验中各传感器采集到的部分实测样本

数据，实测样本数据为粮食干燥机运行 ０５ｈ后，辐
射温度达到３８０℃左右，热风温度达到１２０℃后各传
感器每隔１ｍｉｎ采集的干燥数据。表１中 ＤＲ为该点
附近１０个瞬时干燥速率的平均值。

首先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剔除明显不合理

表 １　粮食干燥机实验部分样本数据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ｇｒａｉｎｄｒｙｅｒ

Ｄｔ／ｍｉｎ Ｍｉｎ／％ Ｔｉｎ／℃ Ｔｏｕｔ／℃ Ｔｉｒ／℃ Ｔｃｏｎ／℃ Ｔｈ／℃ Ｖ／Ｈｚ ＭＲ ＤＲ／（％·ｍｉｎ
－１）

３８ ２７８４ ２８７１ ３４００ ４３４４ ４４５７ １２０５５ ２００２ ０９５６ ０１９３

４４ ２７１３ ２５４９ ３３９２ ４２９４ ４４４５ １２２３７ ２００９ ０９７６ ０１９３

６１ ２２８９ ２９９９ ３４１３ ４３２０ ４４８５ １２３１１ ２０１３ ０９５７ ０１８３

６６ ２４４７ ２８５５ ３４２３ ４３４８ ４５０６ １２１４４ ２０１２ ０９５９ ０１５１

７２ ２５９５ ２８６７ ３４１５ ４３８５ ４５０１ １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０９３１ ０１５０

１４３ ２１４１ ３４８９ ３６４８ ４８６９ ４６６６ １１９４９ ２０１８ ０６８９ ０１５６

１４８ ２１０４ ３４５９ ３６２８ ４８４９ ４５８０ １１９４５ ２０１８ ０７０３ ０２０１

１７５ ２０８１ ３５２８ ３８３５ ５３５０ ５２３０ １１８２８ ２０１８ ０６１８ ００８１

２３６ １６５２ ３６０９ ４４００ ５７７０ ５１９２ １０４８０ ２０１８ ０５４４ ００６２

２５３ １５４２ ３５６８ ４５８５ ６０１９ ５３４５ １０３１５ ２０１２ ０５０２ ０１０５

２５５ １５０９ ３５６１ ４６２６ ６０５２ ５３４６ １０２９９ ２０１３ ０５０６ ００９６

２８２ １３９４ ３６８０ ４９３７ ６２７２ ５５３７ １０６２６ ２０１３ ０４９０ ００６９

２８４ １３９７ ３６８７ ４９３６ ６２８８ ５５７９ １０５１７ ２０１１ ０４８５ ００５３

２９２ １３６８ ３７０６ ５０２２ ６３８２ ５７３７ １０５９０ ２０１３ ０４６７ ００６０

３０２ １３２３ ３７６６ ５０９３ ６５２０ ５８６１ １０３６０ ２０１３ ０４４４ ００６４

５５３第 ３期　　　　　　　　　　代爱妮 等：基于 ＢＰ神经网络的旁热式辐射与对流粮食干燥过程模型



的数据，例如，实验初始，粮食内部结冰现象造成的

粮食水分传感器测量不准确，或供热系统故障等产

生的随机误差影响较大的不符合正常干燥过程的数

据等，最终选择了２７４组实验样本数据，其中随机选
择了２０４组数据作为网络训练集，剩余７０组数据作
为预测验证集。

训练时，将数据进行了归一化操作，标准的归一

化公式为

Ｘ′＝
Ｘｉ－Ｘｍａｘ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７）

式中　Ｘｉ———样本数据中输入／输出向量的实测值
Ｘｍａｘ———样本数据中输入／输出向量的最大值
Ｘｍｉｎ———样本数据中输入／输出向量的最小值

３３　ＢＰ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结构
根据采集到的数据特点，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编写神

经网络建模程序，确立新型粮食干燥机的神经网络

预测模型结构如图 ７所示，输入层 Ｍ有 ８个节点，
分别为选定的影响粮食干燥的 ８个主要影响因素，
隐含层 Ｎ有１０个节点，输出层 Ｌ有 １个节点，为出
口粮食水分比或干燥速率。最佳隐含层的个数满足

公式

Ｎ＜ Ｍ＋槡 Ｌ＋ａ （８）
式中　ａ———１～１０之间的常数

图７　建立的３层共１９个神经元的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结构

Ｆｉｇ．７　Ｂ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ｗｉｔｈ１９ｎｅｕｒｏｎｓ
　

图７中 ｘｊ为网络的第 ｊ个输入变量值；ｎｉ为隐
含层第 ｉ个节点的输入；Ｏｉ为隐含层第 ｉ个节点的输
出；Ｎ′１为输出层节点 ｙ１的输入；Ｎ′２为输出层节点 ｙ２
的输入；ｙ１、ｙ２分别为水分比模型 ＭＲ、干燥速率模型
ＤＲ的输出；ｗｉｊ为输入层到隐含层的权值；ｗｋｉ为隐含
层到输出层的权值。隐含层到输出层的作用函数为线

性函数，输入层到隐含层作用函数及其导数形式为

ｆ（ｘ）＝１／（１＋ｅ－ｘ） （９）
ｆ′（ｘ）＝ｆ（ｘ）（１－ｆ（ｘ）） （１０）

网络初始权值和阈值为（０，１］之间的随机数，
初始迭代次数为１００次，学习率为 ０１，训练目标误
差为００００４。
３４　ＢＰ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实现

网络预测模型的训练过程采用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ＬＭ）算法，学习算法流程如图８所示。

图 ８　ＢＰ神经网络模型学习流程

Ｆｉｇ．８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
　
输入学习样本为 ｘｐ＝（ｘ１ｐ，ｘ２ｐ，…，ｘ８ｐ），已知对

应的输出样本为 ｄｐ＝ｄ１ｐ（若为干燥速率模型则为
ｄ２ｐ，学习的目的是用网络的预测输出 ｙ１ｐ（若为干燥
速率模型则为 ｙ２ｐ）与目标量 ｄ１ｐ或 ｄ２ｐ的误差来修正
其权值，使误差信号逐渐减少。

对于每一个样本 ｐ的二次型误差准则函数 Ｅｐ，
取 Ｌ２范数，即

Ｅｐ＝‖ｄｋｐ－ｙｋｐ‖ ＝
１
２∑

Ｌ

ｋ＝１
（ｄｋｐ－ｙｋｐ）

２＝

１
２∑

Ｌ

ｋ＝１
ｅ２ｋｐ （１１）

系统Ｐ个训练样本训练后的总误差准则函数为

Ｅ＝１
２∑

Ｐ

ｐ＝１
∑
Ｌ

ｋ＝１
（ｄｋｐ－ｙｋｐ）

２
（１２）

每次迭代时的误差梯度下降法公式为

　Δｗｋｉ＝－η
Ｅ
ｗｋｉ

＝－ηＥ
ｎｋ
ｎｋ
ｗｋｉ

＝ηδｋＯｉ （１３）

Δｗｉｊ＝－η
Ｅ
ｗｉｊ
＝ηＯｉ（１－Ｏｉ (） ∑

Ｌ

ｋ＝１
δｋｗ )ｋｉ ｘｊ

（１４）
ｗｉｊ＝ｗｉｊ＋Δｗｉｊ （１５）
ｗｋｉ＝ｗｋｉ＋Δｗｋｉ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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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δｋ＝－
Ｅ
Ｎ′ｋ
＝－Ｅ
ｙｋ
ｙｋ
Ｎ′ｋ
＝ｅｋｐｆ′（ｘ） （１７）

η为学习速率，范围在（０，１］之间。
最终水分比预测模型经过１３次迭代（干燥速率

模型经过２４次迭代）后网络训练结束。建立的顺流红
外辐射的出口水分比 ＭＲ及干燥速率预测模型 ＤＲ的
公式分别为（输出层的激励函数为线性函数）

ＭＲ＝ｙ１＝ｆ（Ｎ′１）＝∑
Ｎ

ｉ＝０
ｗ１ｉＯｉ＝２３５Ｏ１＋

１６６Ｏ２－０１３Ｏ３－０３３Ｏ４＋０１４Ｏ５－０４４Ｏ６－
０２５Ｏ７＋０６８Ｏ８－１５５Ｏ９＋０３２Ｏ１０＋１１６

（１８）

ＤＲ＝ｙ２＝ｆ（Ｎ′２）＝∑
Ｎ

ｉ＝０
ｗ２ｉＯｉ＝４７４Ｏ１－

３３５Ｏ２＋８２Ｏ３＋３７４Ｏ４＋０７９Ｏ５＋１４３５Ｏ６＋
５６７Ｏ７＋１０３９Ｏ８－５６８Ｏ９＋２６２Ｏ１０－０９９

（１９）
其中

Ｏｉ＝ｆ（ｎｉ）＝ (ｆ∑
Ｍ

ｊ＝０
ｗｉｊｘ)ｊ ＝

１／（１＋ｅ－∑
Ｍ

ｊ＝０
ｗｉｊｘｊ）

ｘ０＝θｉ　ｗｉ０＝－１　（ｉ＝１，２，…，１０）

ＭＲ模型和 ＤＲ模型的 ｗｉｊ权系数矩阵和 θｉ阈值
矩阵分别如表２和表３所示。

表 ２　水分比和干燥速率模型的权系统矩阵

Ｔａｂ．２　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ＭＲａｎｄＤＲｍｏｄｅｌｓ

ｉ ｗｉ０ ｗｉ１ ｗｉ２ ｗｉ３ ｗｉ４ ｗｉ５ ｗｉ６ ｗｉ７ ｗｉ８
１ －１ １４９ ０８５ ０３２ －０６４ －１９０ －０６６ １４０ ００２

２ －１ －２５０ ０２９ ０６４ １０２ １７５ －１３４ ０６６ －０２８

３ －１ １９１ －０１３ －４０２ －０１８ －１５２ －０５０ －０４２ －２５９

４ －１ －０３０ １０１ －１４９ ２１２ １０３ ２１６ ０６７ ０７６

水分比 ＭＲ预测模型权系数
５ －１ －１３２ －１５８ １６０ －１０６ ０７３ ５０５ －２２５ －０９０

６ －１ ０９９ １４４ ００４ ０３７ －０１１ ０５６ －１２６ －１７６

７ －１ －３５８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５７ ０９８ ０４０

８ －１ －２６３ －０２１ ２２３ ２９６ －４２３ ２５９ －０３８ －０４６

９ －１ ２１７ ０６３ ０９６ １９７ －０４５ －０２２ １５０ ０３７

１０ －１ －０６８ －２０４ －１９７ －２５３ －０６６ －１１５ －１２１ １１７

１ －１ －０４７ －１３４０ ４８８ －７１５ ０８１ １０５ －２７０ －０３２

２ －１ １３５ －７１９ －３４９ ６４５ ０２４ －８０５ １７７ ０１６

３ －１ －１２４０ ５０１ －４６５ －０４７ ５５９ －７６９ ０８８ ３９０

４ －１ －４０８ －７３７ －５９０ １８８ ２３１ －２２４ ５７０ －０８２

干燥速率 ＤＲ预测模型权系数
５ －１ －５３３ －０５０ ３６１ －４５７ －１４８ ２９１ －０２７ －１４７

６ －１ ５９６ ５３３ －５３９ ９４０ ２４８ ４１２ －１９９ －０１０

７ －１ －４５１ －０２６ ０１８ １３９ －４７４ －１２１０ －０６７ －０５５

８ －１ －２１３０ ５１７ －６３８ ２３０ ００２ １２５０ －０９２ １０８

９ －１ ０２０ －５０２ ６５７ －３１６ １１１０ －８１２ ０３０ －０７９

１０ －１ ３５５ －０９６ １４０ －０２０ ０７２ －０１４ １８８ ０

表 ３　水分比和干燥速率的 θｉ阈值矩阵

Ｔａｂ．３　θｉ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ＭＲａｎｄＤＲｍｏｄｅｌｓ

θ１ θ２ θ３ θ４ θ５ θ６ θ７ θ８ θ９ θ１０
ＭＲ －３９６ ２７０ －３５９ －２８１ １４５ ０２４ －０９４ ２２６ １６９ －４９６

ＤＲ ０２１ －０５４ －０３８ ０２５ －１０６ －０８３ ０６４ １０５ ０６４ ０２１

３５　ＢＰ神经网络预测结果分析
网络训练结束后，利用７０组验证数据集进行测

试，其中出口粮食水分比模型训练的均方根误差为

０００９；Ｒ２为 ０９９８９，总误差为 ０５０４，绝对误差在
±００３范围内，相对误差在 ±００４范围内；干燥速
率模型预测的均方根误差为 ０００４１，Ｒ２为 ０９９８０，
预测的总误差为０２１２，绝对误差在 ±００２范围内，
大多集中在 ±０００５附近，相对误差基本在 ±０１范

围内。

基于均方根误差的水分比模型和干燥速率模型

的训练性能曲线分别如图 ９ａ、９ｂ所示；出口水分比
和干燥速率的模型预测总误差分别如图９ｃ、９ｄ所示。

４　模型应用结果分析

应用上述模型分别预测了新型粮食干燥机干燥

过程的出口水分比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干燥速率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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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粮食干燥机的神经网络模型预测性能

Ｆｉｇ．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ｇｒａｉｎｄｒｙｅｒ
　

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 １０ａ所示；干燥水分比、干燥
速率及对流热风温度变化关系如图１０ｂ所示。通过
与实际实验曲线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预测曲线与实

际实验曲线拟合良好，证明该模型能正确预测该粮

食干燥机的动力学曲线。

图１０ａ为干燥３０ｍｉｎ之后的干燥特性曲线，此
时的辐射筒温度已经升高到 ３８０℃左右，干燥时的
热风温度基本维持在 １２０℃，干燥初期，储粮段粮食
会有吸湿现象，越上层吸湿现象越明显，被干燥粮食

含水率出现分层现象，越靠近上层含水率越高，因最

下层的粮食首先到达排粮段，所以出口粮食水分比

会出现不降反升的现象，随着干燥时间的进行，粮食

水分比开始下降，说明粮食开始被干燥。干燥速率

随着辐射筒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升到最大值，之后开

始出现的下降 上升 下降趋势，应该与干燥条件变

化、辐射温度变化和粮食含水率分布不均等诸多影

响因素有关，大约经过 ９０ｍｉｎ，粮食水分比下降到
０７左右，平均干燥速率下降，粮食含水率减小
７％ ～８％，此后粮食水分比与干燥速率重复相同变
化趋势，同样大约持续 ９０ｍｉｎ，重复刚才趋势，粮食
含水率减小 ３％ ～４％，之后经过两次同样变化趋
势，每次都比前一次稍微变缓，平均干燥速率比前一

次下降，由此可以推断，红外辐射与对流粮食干燥机

循环干燥时一个干燥循环大约需要 ９０ｍｉｎ，此次干
燥大约需４个循环。

从图 １０ｂ基本可以看出前 ９０ｍｉｎ平均干燥速
率较快，此阶段热风温度基本维持在 １２０℃，粮食含
水率较高，粮食内部水气分压较大，平均干燥速率较

图 １０　红外辐射对流联合干燥的干燥动力学预测

曲线分析

Ｆｉｇ．１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ｒｙ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ａｉｎｄｒｙｅｒ
　

快，粮食吸收的热量与蒸发水分所用热量大致平衡，

因此粮食升温并不明显；９０～１８０ｍｉｎ平均干燥速度
比第一次循环下降，温度比第一次循环干燥时上升，

变化不大；１８０ｍｉｎ后虽然热风温度降为 １００℃，仍
可以看出粮食温度有明显的升高，粮食干燥进入降

速段，此时蒸发吸热减少。

依据同样的建模方法，利用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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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数据建立顺逆流干燥水分比预测模型（网络

结构为７ １０ １，模型去掉了一个影响因素：辐射
粮温），与建立的红外辐射对流联合加热的模型预

测的出口水分比进行对比分析，由图１１可以看出，根
据干燥到相同水分所用时间的对比，红外辐射与对流

联合干燥所用时间最短，干燥速度最快，证明红外辐射

与对流联合干燥相对于普通对流干燥有明显的优势。

图 １１　对流干燥与红外辐射对流联合干燥的水分比

预测曲线对比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Ｒ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ｄｒｙｉｎｇ

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ｄｒｙｉｎｇ
　

５　结束语

建立了粮食干燥的水分比与干燥速率的神经网

　　

络模型，模型结构为 ８ １０ １，给出了模型的数学
表达式及拟合指标值，Ｒ２分别为０９９８９和０９９８０，
均方根误差分别为０００９和０００４１，能较好地预测
红外辐射与对流联合加热的干燥机干燥性能，同时

对红外辐射与对流粮食干燥的动力学特性进行了分

析，分析了该粮食干燥机干燥过程中的出口水分比

及干燥速率的变化情况以及各个干燥阶段粮食温度

的变化情况，总结了本次红外辐射对流粮食干燥机

的循环干燥过程大约需要经过４个循环到达目标水
分。相比于其它经验模型，该模型能综合考虑多个

影响因素，能较真实地反映粮食干燥的实际实验情

况；最后利用该方法建立了顺逆流干燥实验的出口

水分比预测模型，其预测性能较好，说明神经网络建

模方法具有普遍适用的辨识结构，并且通过对 ２种
不同干燥工艺的出口粮食水分比预测分析，证明了

红外辐射干燥与对流联合干燥相对于普通对流干燥

的优越性。该建模方法可以为红外辐射与对流联合

干燥过程提供一种新的建模方法，应用该方法可以

更好地指导实际生产，为不确定系统的建模方法及

其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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