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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含转子不平衡 松动藕合故障的转子一滚动轴承一机匣藕合系统动力学模型
。

在模型中
,

考虑转子不平衡和轴承

座松动故障的藕合
、

滚动轴承间隙
、

滚动轴承滚珠与滚道的非线性赫兹接触力以及由滚动轴承支撑刚度变化而产生的变柔性

振动
。

运用数值积分方法获取系统响应
,

并利用振幅一转速曲线
、

分叉图
、

相平面图
、

频谱图
、

耐 断面图和轴心轨迹

图研究系统的分叉与混沌运动
,

分析旋转速度
、

轴承座质量
、

转子偏心量
、

轴承座与机匣间的连接刚度以及机匣与基础间的

连接刚度对系统响应的影响
,

得到了在不平衡 松动故障祸合下的转子一滚动轴承一机匣系统动力响应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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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常
,

旋转机械的转子通过轴承支承在定子机

匣上
,

而机匣支承在基础上
,

它们之间的运动相互

祸合
、

相互影响
,

从而在结构和动力学上构成了转

子一轴承一机匣祸合系统
。

由于机器的安装质量和

长期的振动将导致轴承座与机匣之间的松动
,

当机

器高速旋转时所产生的较大的不平衡力超过了轴承

座的重力时
,

轴承座将被周期抬起
,

产生巨大振动
,

并会导致转静碰摩
,

所以
,

研究转子一滚动轴承一

国家自然科学荃金 和航空科学基金 资助项

目
。

收到初稿
,

收到修改稿

机匣系统的不平衡 松动祸合故障的非线性动力学

行为
,

分析偏心量对转子系统响应的分叉与混沌行

为具有重要意义
。

等 研究了具有支

座松动故障转 子的基频
、

倍频和分频振动
。

等

用多尺度法分析了带有支座松动的转子一轴承 自治

系统的振动特性
,

解释了稳态响应中如何判断分叉

对的出现
。

等 川用传递矩阵和谐波平衡法分析

了支撑在线性和非线性转子轴承上的转子系统
。

但

是这些关于转子一轴承松动故障动力模型的研究

中
,

主要是针对滑动轴承
。

目前
,

大多数旋转机械

均采用了滚动轴承
,

近年来
,

对于滚动轴承支承下

的关于松动故障动力学模型也有一些研究卜
,

不过

在模型中对滚动轴承的建模过于简单
,

未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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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轴承的变柔性
,

振动和

轴承间隙等非线性因素
。

因此
,

本文建立了转子一

滚动轴承一机匣多自由度模型
,

在模型中
,

进一步

建立 了含不平衡和基础松动祸合故障的动力学模

型
。

详细研究了系统的分叉和混沌运动规律
,

讨论

了旋转速度
、

转子偏心量
、

支座质量
、

轴承座与机

匣间的刚度以及机匣与基础间的刚度对系统响应的

影响
。

转子一滚动轴承一机匣祸合系统不

平衡 松动故障祸合动力学模型

图 为本文建立的转子一滚动轴承一机匣系统

的不平衡 松动祸合故障动力学模型
,

转子两端由

个相同的滚动轴承支承
。

轴承支座两端分别考虑

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松动故障
,

当转子旋转时
,

由于

不平衡故障的激励
,

可能将激发起松动的轴承座产

生振动
。

因此
,

在模型中
,

不平衡与松动故障相互

祸合
,

共同存在于一个同一模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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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之的横向和垂向松动间隙
,

凡 是左端轴承

的支承反力
,

凡是右端轴承的支承反力
。

由牛顿第二定律
,

可得系统运动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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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力模型

图 为滚动轴承模型示意图
,

设轴承中滚珠在

内外滚道之间等距排列
,

滚珠与滚道之间为纯滚动
。

设一滚珠与外圈接触点的线速度为
,

与内圈接

触 点的线速度为 、
,

轴承外 圈的旋转角速度为

气 轴承 内圈的旋转角速度为
,

外滚道半

径为
,

内滚道半径为
,

则

图 转子一滚动轴承一机匣系统的不平衡

松动祸合故障动力学模型

气
。

码曲

图 中
, 。

是机匣 定子 质量 , 是转子在

转盘处的等效质量
, 。 分别是转子在左右两

端轴承处的等效质量 通常 。 , ,

分别

是左右轴承支座质量
, 。 ,

气 分别是转轴刚度
、

转子在圆盘处的阻尼
、

转子在轴承处的阻尼
,

、

分别是机匣与左端轴承支座之间的横向和垂 向

支承刚度
, 、

分别是机匣与左端轴承支座之

间的横向和垂向支承阻尼 鲡
,

蛛分别是机匣与

右端轴承支座之间的横向和垂向支承刚度
,

分别是机匣与右端轴承支座之间的横向和垂 向

支承阻尼
, 、

分别是机匣与基础之间的横向

和垂 向支承刚度
, 、

分别是机匣与基础之间

的横向和垂 向支承阻尼 口 , , ,

分别是轴承几

何中心
、

转子几何中心
、

转子质心 是转子质

偏心量 戊
,

舀
, ,

深 分别是左
、

右端轴承座与

图 滚动轴承模型示意图

保持架 即滚珠中心 线速度为
。 , 。

由于外圈固定
,

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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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内圈固定在轴上
,

故有 、
二 侧肠姗

。

设轴

承的滚珠个数为戈
,

则 频率 滚珠通过频率 为

松动建模

将轴承座和机匣之间的等效刚度和等效阻尼

坛
,

坛
,

坛
,

蛛和鲡
,

气
, ,

,
, ,

考虑

为在轴承座与机匣间的相对位移条件下分段线性

化
,

其分段刚度和阻尼分别用下标 和 标识
。

设

左右轴承座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松动量分别为几
,

爪
,

床
,

品
。

则以气 和 、的计算为例
,

其他可以

类推
,

在此从略

、
一

、
· 、 ·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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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际

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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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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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一一鲡式中 为 频率与旋转频率之比
。

设第 个滚珠

的角位置为 ,
,

有

凡 , 一 凡
孔 一 《 凡

孔 一

凡 一 凡
《 孔一 《 凡

孔一

马 、
、 ,

要 , 一 ,
, ,

⋯
,

从

则设内圈中心在 和 方向产生振动位移分别为

和
,

同时假设轴承间隙为
,

则第 个滚珠与滚道

的法向接触变形量为

弓二 马 弓一

由非线性赫兹接触理论
,

可以得到由于滚动接

触
,

第 个滚珠与滚道所产生的接触压力弓
,

同时

考虑到滚珠与滚道间只能产生法向正压力
,

所以只

有毛 时才有作用力
,

利用亥维塞函数
,

则有

乓 几弓脚 以 马 马一 班 、

弓 夕 一

式中
,

几 为赫兹接触刚度
,

与相互接触的材料和形

状有关
。

弓在 和 方向的分量为

凡 二 乓 “弓

凡 二 乓 弓
滚动轴承所产生的轴承力为

计算参数

本文选取的转子系统的初始参数如下

护
‘由二 以

卜

护
几 几 品 司 床

鲡 坛
,

鲡
,

峪
、

鲡 坛 二 气 坛 二 、

鲡 二 鲡 鲡
鲡 二鲡 鲡 锡 二

、

与
一

滚动轴承选取文献【 的 滚动轴承
,

其

参数见下表所示
。

本文对微分方程组的求解采用
一 廿 一

格式的变步长龙格一库
塔法 进行数值积分来获取转子响应

。

衰 肠 滚动轴承主共计算今数

外圈半 内圈半 滚珠数 接触刚度 轴承间隙 频率与旋转

径刃曲” 径 刁血” 从 叭
·

勺 习州口 频串之比氏

从

乙今 乙几 鸟

孟 孟 ‘

乙凡 乙弓 愁

转子一滚动轴承一机匣祸合系统的

不平衡 松动祸合故障动力学行为
分析

一一一一凡

子卫咤、

由此可得 图 中滚动轴承所产生的轴承力

如下
。

当 ‘ 一 、
、 二 一 儿

,

则蠕
二 、

兀枷 凡
。

当 二 一 孔
、 二 , 一 夕 一 则 二 、

爪
、

凡
。

模型验证

本文使用与文献 「 中相同的滚动轴承进行数

值仿真验证
。

在文献【 中
,

等建立了在滚

动轴承支承和静载荷作用下的平衡转子动力学模

型
,

并运用 阶龙格库塔法进行数值仿真获取转子

响应
。

本文考虑转子不平衡
、

不考虑松动故障
,

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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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计算了转子一滚动轴承一机匣祸合系统的转子响

应
。

转子的旋转速度为
,

图 为用本文

仿真模型得到的转盘处 方向的振动位移 图

为 等在文献【 中计算得到的转盘处 方

向的振动位移
。

通过对比
,

可以发现本文计算结果

与 等的计算结果达到了很好的一致性
,

振

幅区别为不同转子参数所致
。

,

计算时间

本文计算结果

方向两个临界转速时
,

运动是周期的
,

表现出滚珠

的转动频率和它的谐波
。

显然本文计算结果与此

吻合
。

转速对系统响应的影响

图 为松动端轴承垂直方向响应的振幅一转

速曲线图
,

图 为松动端轴承垂直方向响应的分叉

图
。

其中 亡映射是通过以每一个旋转周期对

系统响应的速度和位移进行采样
,

并分别作为横坐

标和纵坐标而得到的
。

振幅一转速 曲线图是对每一

转速
,

计算出稳态响应的振幅
,

用转速和响应振幅

分别作为 轴和 轴
,

即得到系统的幅频响应 曲线

图
。

从图 可以观察出四个振幅变化区域
,

即
、 、

山 和

出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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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间

文献【 中 等的计算结果

转子转速 。 二小
一 ,

振幅一转速曲线图

】
旧 仪用

转 子转速山 , · 一

分叉图

图 松动端轴承座垂向响应

倍

倍 倍

︸工曰八︸﹃

日写仑从泌切侧您

】

转子频率比又

频谱

图 转子圆盘处 向响应 转速为

在区间 山 内
,

由于转速较低
,

所

产生的不平衡力还不足以克服轴承座的重力
,

因此

轴承座只是在其平衡位置附近作微幅振动
。

从分叉

图上可以看出在该区间
,

系统主要做周期和拟周期

振动
。

图 为转速 山 时
,

左端轴承座垂直响

应的频谱和 己断面图
,

从图 中可 以看出

频率与旋转频率及其倍频的组合频率成分
,

由

于 频率和旋转频率之比为无理数
,

因此其运动

表现为拟周期运动 从图 中可 以看出 己

断面图表现出封闭曲线
。

卜刀护甲
,域

,‘,奋

刁犷
。·。。︶

暴
侧到崔肠霹

对本文计算结果可以解释如下 由于滚动轴承

支承下的不平衡转子具有两方面激励
,

即来 自不平

衡的旋转频率激励和来 自轴承总体刚度周期变化的

内部参数激励
。

当转速很低时
,

不平衡激励将比较

微弱
,

此时可以观察出由于轴承内部刚度周期变化

所引发的 振动
,

振动的频率为旋转频率的
。

倍
,

在本文的计算参数中
, 一 如表所示

。

从图 。 可 以看出
,

方向运动是周期的
,

并明显地

表现出滚珠的通过频率
,

当一个滚珠离开载荷区的

时候
,

转子下降
,

并接触一个新的滚珠
,

使额振迅

速出现和消失
。

从信号频谱上可 以看出
,

轴承的振

动表现 出 频 率 滚珠通 过频 率 及其谐波
,

等 的研究也表明
,

当转速在远离 和

一 刁刀 】】
一 一 】】

轴承座位移 与 ’

频潜 亡映射图

图 松动端轴承座垂向响应 山

区间 一 出 为临界转速附近的共振

区域
,

在转速为 山 时
,

松动端轴承座的振动

突然增加
,

从图 可 以看出此时振幅出现 了跳跃
。

图 和图 转速分别为 山 和 时
,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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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端轴承座的垂直振动响应的频谱和 毗 断面

图
,

比较图 和图 可以发现
,

在转速为 别到
,

不平衡力大于松动端轴承座质量时
,

其响应突然增

大
,

并出现混沌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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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松动端轴承座垂直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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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松动端轴承座垂直响应 山

在速度区间 内
,

由于不在共

振区内
,

因此振动相对较小
,

但仍然存在振幅跳动

现象
。

在区间 内
,

由于转速进一

步增加
,

系统不平衡力进一步增加
,

轴承座再次被

激发起强烈的振动
,

并不断出现超临界共振和振幅

跳动现象
,

系统运动主要表现为混沌
。

图 表明了

在速度区间 和

内
,

系统响应从混沌到两周期运动
,

再从两周期逐

渐转化为混沌的过程
。

转子偏心 对系统响应的影响

转子一轴承系统中不平衡力是引起系统故障

的主要原因
,

偏心大小直接决定着转子工作过程中

的不平衡力
。

图
、

分别为偏心量 时转

子系统的振幅一转速曲线图和分叉图
。

对比图 偏心量为 的情况
,

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
。

在相同转速下
,

较小的偏心量所产生的不

平衡力也较小
,

因此不足以克服松动端轴承座的重

力
,

不能激发其进行剧烈振动
,

因此松动端轴承座

只是在其平衡位置附近作微幅振动
,

随着转速的不

断增加
,

不平衡力也加大
,

从而将导致松动端轴承

座产生较大的运动
,

并出现混沌现象
。

因此不平衡

量越小
,

松动端轴承座的微幅振动区间越大
。

在偏

心 量 为 们 们。 时
,

微 幅振 动 区 间 为

在偏心量为 曲。 时
,

微幅振动区间

图

门

松动端轴承座垂直响应的

轴承座位移 日

喇 门山

。叮亡映射图

咤曰加 叹
转子转速 。 耐

· 一

振幅一转速曲幼图

转子抽速 。 力
分又圈

图 松动端轴承座垂直响应 习

当转子不平衡力克服了松动端轴承座的重

力
,

轴承座突然出现混沌现象
,

振动加剧
,

随着转

速的逐渐增加
,

超越临界转速后
,

振动有所缓解
,

随着转速进一步增加
,

轴承座再次被抬起的振动振

幅超过了在临界转速附近的振幅
,

它充分说明了在

松动故障存在时
,

系统较大的不平衡量将导致系统

不仅在临界转速附近
,

在超临界转速下均存在很大

的共振
,

由此可见
,

当系统存在不平衡和松动故障

祸合时
,

在低转速下时
,

仍然很安全
,

而在临界转

速附近和超临界转速下时
,

将产生很大的共振
,

甚

至导致机器损坏
。

因此高转速下运转的机器
,

应该

严格控制系统的松动和不平衡故障
。

从运动的分叉图上看
,

随着不平衡量的增

加
,

系统尽管振幅增加了
,

但混沌运动明显减少
,

并出现更多的周期和分频运动
。

滚动轴承支座质 对系统响应的影响

轴承支座质量是转子一滚动轴承系统力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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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刁刀型中的重要参数
,

研究轴承支座质量对转子系统响

应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

图 和图 分别为轴承

座质量为 时
,

转子系统的振幅一转速曲线图

和分叉图
。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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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轴承座与机匣连接刚度对系统响应的影响

巧
︸

用 以

转子转速 。
·

振幅一转速曲线图

抑佘一谕

转子转速

峨洲减】

口 耐
· 一

三乏万入娜划切肠界

土
︸

昌、
万入协划侧肠挤

分叉图

图 松动端轴承座垂直响应 加

对比图 轴承支座质量为 的情况
,

可 以

得出以下结论
。

随着松动端轴承座质量的增加
,

克服其重

力需要更大的不平衡力
,

因此在偏心量等其他参数

相同的情况下
,

轴承座的微幅振动区域就越宽
。

在

轴承座质量为 时
,

微幅振动区间为 一

山 在轴承座质量为 时
,

微幅振动区间

为
。

同时也可看出
,

在临界转速过后
,

当轴承座质量越大
,

轴承座回复到平衡位置作微幅

振动的区间也越宽
。

从分叉图上也可看出
,

轴承座质量越大
,

系统的混沌运动区间越窄
。

从运动振幅变化图上可

以看出
,

在较大的轴承座质量下
,

系统在高转速下

被抬起后将产生更大的超临界共振
。

支承刚度对系统响应的影响

为了研究转子一滚动轴承一机匣祸合系统支

承对系统响应的影响
,

本文将系统支承刚度分为机

匣一基础 连接 刚度和 轴承座一机 匣连接刚度来

考虑
。

图 为在初始参数中
,

令 粗
,

即机匣与基础之间连接刚度降低一个数量级
,

其他

参数均为初始参数
,

左端松动的轴承座的垂直方向

的振幅一转速曲线图和分叉图
。

图 为在初始参数
中

,
, 气 ‘

鲡 蛛
, ,

鲡

鲡 二 蛛 二 ,

即与初始参数相比
,

轴承座

与机匣的连接刚度降低了一个数量级
,

其他参数均

不变
,

左端松动的轴承座的垂直方向振幅一转速曲

线图和分叉图
。

对比图 和图
、 ,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随着支撑刚度降低
,

轴承座在高转速下被

抬起并产生剧烈振动的次数大大减少
。

机匣一基础之间和轴承座一机匣的连接刚

度较低时
,

轴承座被抬起产生振动的振幅明显降低

了
,

系统运动的混沌区域也明显变窄
。

由此可见
,

支承刚度的减少对于有效地克服由于松动和不平衡

祸合故障而产生的剧烈振动
,

增加系统的运动稳定

性
,

具有重要作用
。

由此可见
,

在转子滚动轴承系统中
,

充分考虑

轴承与机匣间以及机匣与基础间的弹性
,

对于正确

分析和研究转子轴承系统故障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

尤其在系统刚度较低时
,

更应如此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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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机匣与基础连接刚度对系统响应的影响

建立了含不平衡 松动祸合故障的转子一滚

动轴承一机匣祸合系统动力学模型
,

并进行了必要

的验证
。

研究了转子轴承系统低转速下的拟周期运

动 发现了系统由于松动故障而导致的振幅突然增

加并产生混沌运动的现象
,

以及通过倍周期分叉进

入混沌的规律
。

发现 了由于松动故障所产生的轴承座多次

被抬起并产生剧烈振动的现象
,

在较大的不平衡量

和较小的轴承座质量下甚至出现了超临界转速区域

比临界转速区域更大的振动
。

较大的不平衡量和较小的轴承质量将更早

激发起系统的强烈振动和混沌运动
。

较低的机匣基

础之间和轴承座机匣的连接刚度将使系统响应振幅

明显降低
,

混沌现象和超临界共振现象明显减少
。

因此系统支承刚度的减少对于有效地克服由于松动



机 械 工 程 学 报 第 卷第 期

和不平衡祸合故障而产生的剧烈振动
,

增加系统的

运动稳定性
,

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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