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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在实验室条件下再现某飞行器系统经历的线振动与角振动复合环境，在分析实测飞行环境

数据的基础上，采用虚拟响应点方法对试验控制波形进行解算；通过搭建专用试验系统，采用时域波形

复现的方法实现了线角复合振动的间接控制。试验结果表明：该模拟试验方法在频率 1000 Hz 以内能够较

好地复现飞行器的飞行环境特征，为再现外场振动环境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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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produce the combined linear-angular vibration environment during flying for a typical 
aircraft system in lab,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easured flying environment data, the control waveform is 
computed by the dummy response point method. Through building a special testing system, the time-waveform 
reappearance method is utilized to control the combined linear-angular vibration indirectly. It is shown that the 
flying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ircraft could be reproduced below the frequency of 1000 Hz, and the 
simulated testing method could be used to reproduce the outfield vibration environment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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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某飞行器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受到的各种激励

力以及发动机传来的强烈振动激励，如随机线振动

及角振动，会对飞行器关键系统的性能造成严重影

响[1-3]。例如：飞行器系统惯组、导引头等敏感组

件在工作时会因这些高频振动的强烈干扰而导致

末制导系统的稳定性和精度受到影响，甚至是目标

从导引头很小的瞬时视场中丢失[4]。为确保飞行器

在这种恶劣的线角复合振动环境下的工作精度与

可靠性，需要在地面实验室进行充分的环境模拟与

验证试验，再现飞行器线角复合振动的环境效应，

尽可能暴露飞行器产品的设计及工艺缺陷，并通过

改进不断提高产品的飞行环境适应性及可靠性。 

本文提出一种实验室条件下考核飞行器关键

分系统性能的线角复合振动环境再现技术。首先，

根据飞行器结构特点、受载及边界条件设计并搭建

线角复合加载的试验系统；其次，通过飞行振动环

境数据分析，采用虚拟响应法对测试点的线角振动

量进行解算，并利用二维传递率矩阵和激励反推识

别方法对试验控制谱进行合成和修正；最后，采用

间接振动控制的时域波形复现方法对飞行器系统

进行模拟试验验证，并通过地面测试数据与外场遥

测数据的对比分析，评估试验模拟的真实性。 

1  线角复合振动试验方案 

相对于单输入单输出控制的随机振动试验，多

输入多输出（MIMO）控制的随机振动试验因能更

好地模拟产品经历的真实环境从而提高对产品潜

在缺陷的激发能力，而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和工程应用[5-9]。由于线振动与角振动复合环境

涉及两个自由度，必须采用两点激励的方式才能进

行有效模拟；当实测线角复合振动环境呈现非稳态

随机特征时，可以采用 MIMO 时域波形复现方法

进行实验室模拟。本次试验研究设计的线角复合振

动试验系统如图 1 所示，其中：R4（y 向）为线振

动响应测点，控制点 C1（y 向）和 C2（y 向）位于

试件安装平台上；R1、R2、R3 为用于测量角振动的

测点；试验件、工装及安装平台通过橡胶绳进行弹 
性悬挂，保证试验时振动台基本不受静载力的作

用，并有利于保持球形解耦装置试验工作姿态的稳

定。为确保试件在振动试验中的安全，采用两点固

支的方式安装试件。 

 
图 1  线角复合振动试验系统示意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bined linear-anglar   
vibration test system 

选取飞行器角振动敏感部件所处的横截端面

作为角振动测量的测量面，在进行角振动测量时此

截面可近似假设为刚性。如图 2 所示，测点 R1、

R2、R3 均匀布置在横截端面上，测量方向为轴向（x
向），以轴向振动响应作为角振动测量值。 

 
图 2  测点 R1、R2、R3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measurement point R1, R2 and R3 

试验时，由于角振动量无法直接测量，这里假

设存在一个虚拟响应点，利用 R1（x 向）和端面中

心测量点 RO响应值来计算虚拟角振动量。已知 RO

（x 向）响应值为(R1+R2+R3)/3，则角振动响应量（转

动轴为 z 轴）可表示为 R1与 RO之间的线振动量之

差除以距离，即[R1−(R1+R2+R3)/3]/r。本文为便于

振动控制条件的计算，角振动响应量 RA假设以 R1

与RO之间的线振动量之差R1−(R1+R2+R3)/3来表示

（单位为 g），并与通过外场实测角加速度计算的

线振动量进行对比。如无特殊说明，下文提到的角

振动量均指换算为线振动量之差的振动量。 
经过初步试验测试，获得角振动量 RA、线振

动量 R4 与控制点 C1 和 C2 之间的传递关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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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场实测角振动量、线振动量，利用传递关系计算

出控制点 C1和 C2 的振动控制量，从而可实现对角

振动和线振动的间接控制。 

2  飞行振动环境数据分析 

2.1  时域预处理 

对飞行振动环境数据的时域分析主要是观测

信号有无奇异值、时域趋势项等现象，一般可通过

奇异值和趋势项两个方面进行数据处理。 
1）奇异值处理 
假设所测试的信号极值点幅值服从正态分布，

利用 6σ 原则进行判断，即在极值点幅值正态分布

假设下，如果幅值满足式(1)，则认为幅值以极小

的概率出现，是随机过程的小概率事件，可判定其

为奇异值。 

A＞µ±3σ，            (1) 
式中：A 为信号幅值；µ 为幅值均值；σ 为峰值与

均值的方差。外场实测信号具有短时非稳态随机特

征，一般数据离散度较大。因此，在使用 6σ 原则

判断信号奇异值的同时，应以振动台可实现的时域

峰值进一步判断和修正，并且，通过奇异值修正后

的信号在频谱上应与原始实测信号的频谱没有显

著差异。 

2）趋势项处理 

一般采用均值判断方法判断数据趋势项，高信

噪比信号时域序列的幅值均值接近于 0。理想的振

动信号其时域序列幅值均值处处等于 0，但由于结

构动力学特性的影响，实际情况中，不会出现理想

的振动情况，往往振动幅值的均值是有偏离的。在

去除趋势项的处理过程中，应注意以分析频率范围

或要进行复现的频率范围来度量和判读时域趋势

项的存在或是否进行处理。对于本次飞行环境数

据，采用经验模态方法（EMD），即非线性、非平

稳信号的时域分析方法对趋势项进行了分析和处

理。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依据数据内在的特征将

信号分解为有限个具有不同特征尺度的本征模函

数（IMF），应用高阶 IMF 分量重组信号来实现趋

势项的提取[10]。图 3 所示为角振动和线振动数据去

趋势项处理前后对比结果，其中蓝色虚线表示处理

前，红色实线表示处理后。 

 
(a)  角振动 

 
(b)  线振动 

图 3  角振动和线振动数据去趋势项处理前后对比 
Fig. 3  Comparison between original data and processed data  
        by wiping off trend term: (a) angular vibration; (b)linear  
        vibration 

2.2  频域分析 

1）重采样过程 

在本次线角复合振动试验中，角振动试验主要

考核陀螺在角振动环境下的测量精度。外场角振动

数据直接通过陀螺仪在实际工况下采集得到，采样

频率较低（约为 400 Hz）；而线振动数据采样频率

较高（约为 6400 Hz）。为在同一振动系统下较为准

确地复现线振动和角振动的复合环境，要求两类振

动时域数据的采样频率相同，且与振动控制仪的采

样频率设置保持一致，这就需要对外场实测的线、

角振动数据进行重采样处理。本文分别采用 3 次分

段 Hermite 函数插值和线性插值的重采样方法对数

据进行了处理，重采样频率为 5120 Hz，线振动数

据处理前后局部放大的对比如图 4 所示。可以看

出，Hermite 插值的重采样曲线比较平滑，且与原

始数据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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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线振动数据重采样处理前后的局部放大对比 

Fig. 4  The contrast between original data and processed data  
of linear vibration by resampling 

2）滤波处理 

线振动和角振动的时域波形包含了两类振动

的幅值信息及相关关系，其中相关关系不仅表示了

振动幅值和相位上的相干特性，还体现了振动形态

的变化关系。在开展模拟试验前，需要依据试验系

统特性在可实现的频率范围对飞行实测时域数据

进行滤波处理，且处理过程不能破坏时域波形之间

的相关关系。振动系统的频响函数可表示为 

H(ω)=Pxy(ω)/Pxx(ω)，   (2) 

式中：x 为输入信号；y 为响应信号；Pxy(ω)为输入

和响应的互谱；Pxx(ω)为输入的自谱。对 H(ω)进行

加窗处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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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rg 0

  

e
e

 

1 e
=

0

ω ω
ω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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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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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3)代入式(4)，可得滤波后振动数据。 
Y(ω)=H′(ω)X(ω)，         (4) 

式中，X(ω)和 Y(ω)分别表示待滤波信号和滤波后

信号的傅氏谱。 
滤波后的数据经过傅里叶逆变换转换为时域

数据，其与 FFT 滤波结果及原始数据的对比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经过频响函数滤波后数据的时域

波形更为平滑，且优于 FFT 滤波处理结果。 

 
图 5  角振动数据滤波处理前后的局部放大对比 

Fig. 5  The contrast between original data and processed data  
of angular vibration by smoothing 

2.3  线角振动响应量确定 

依据实测数据，角振动量和线振动量在输入频

率范围上并不匹配，角振动频率范围为 5～200 Hz，
线振动频率范围为 5～1000 Hz。如果按线振动（R4）

和角振动（RA）虚拟响应点输入，从经过预处理后

的线角振动数据的频谱上看，角振动量在 200～
1000 Hz 输入量为 0。实际试验时如果为满足角振

动量在 200～1000 Hz 范围内输入量为 0，将导致振

动台的输入量级过大，甚至超出其能力范围。根据

试验任务要求，在 5～200 Hz 频率范围内应同时考

虑线、角振动响应与实测数据的符合性，而在 200～
1000 Hz 频率范围内仅考察线振动与实测数据的符

合性，对角振动响应不作考虑。 
此外，惯导产品由于自身减振系统的存在，对

200～1000 Hz 频率范围的振动量级不敏感，该频率

范围内的线振动量可视为整个飞行器结构线振动

激励下的功能或性能的考核量。因此，可以采用双

振动台控制一个响应点的方式进行振动控制，用以

复现 200～1000 Hz 频率范围内的线振动；创建一

个与 R4 重合的虚拟角振动测量点 4R′，其在 200～
1000 Hz 频率范围内的测量数据与线振动量 R4 相

同。基于上述线角振动虚拟响应点的假设，响应点

的测量值可表示为 

A
 

4 A A  4   

L 4  A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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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振动响应：

。 (5) 

这里的角振动响应均为线振动量之差（单位为

g）。在 200～1000 Hz 频率范围内，式(5)实际上表

示在一个点上度量两个振动台引起的振动响应。由

于惯导产品对实际未知的角振动量值不敏感而不

考虑，通过式(5)可计算出虚拟响应点的试验控制

条件，从而在 5～200 Hz 范围实现对线振动和角振 



第 6 期                           张文伟等：典型飞行器线角复合振动环境再现技术                        653
 
动的控制，以及在 200～1000 Hz 范围内仅对线振

动的控制。虚拟响应点线振动和角振动计算波形如

图 6 所示。 

  
图 6  虚拟响应点线振动（RL）和角振动（RA）计算波形 

Fig. 6  Calculated waveform of linear vibration (RL) and  
angular vibration (RA) 

3  模拟再现试验验证 

线角复合振动环境模拟再现试验大致流程为： 
1）根据试验系统方案计算出线振动测量点和

角振动测量点的响应值； 
2）通过双台随机振动试验采集控制点和响应

测量点的时域波形，计算响应测量点和控制点之间

的传递函数； 
3）利用传递函数和估算的线振动/角振动量响

应值来计算振动控制点的试验控制条件； 
4）采用计算的控制条件进行低量级预试验，

通过模拟振动控制过程对控制点的试验条件进行

修正； 
5）应用修正后的控制条件作为线角复合振动

试验的输入条件，开展正式验证试验。 

3.1  试验控制条件合成 

试验控制谱合成是利用实测的振动环境数据，

依据设计的试验系统方案解算响应测点的振动量；

利用试验系统测试及估计的传递函数，将解算的振

动量代入传函矩阵的逆阵，以获得振动控制点的试

验条件谱。本次试验采用双台激振的两点控制方

式，传函矩阵为
11 12

21 22

H H
H H
⎡ ⎤

= ⎢ ⎥
⎣ ⎦

H ，表示试验搭建的

线性时不变系统（见图 1）输入与响应之间的传递

关系[6-9]， 
11 12L 1

A 221 22

H HR C
R CH H

⎡ ⎤⎡ ⎤ ⎡ ⎤= ⎢ ⎥⎢ ⎥ ⎢ ⎥⎣ ⎦ ⎣ ⎦⎣ ⎦
，  (6) 

式中： ⎥
⎦

⎤
⎢
⎣

⎡

2

1

C
C

为试验系统的控制输入； L

A

R
R
⎡ ⎤
⎢ ⎥⎣ ⎦

为测量

点响应。令 L

A

R
R
⎡ ⎤= ⎢ ⎥⎣ ⎦

R ，
1

2

C
C
⎡ ⎤

= ⎢ ⎥
⎣ ⎦

C ，则式(6)可表示为

R=H·C，两边左乘传函矩阵 H的逆 H-1
，得 

 C=H-1·R。       (7) 
传函矩阵 H 可能是奇异矩阵且不存在逆阵，

定义H-1为具有最小范数的Moore-Penrose广义逆，

即(H-H·H)·H-H，其中 H-H 为传函矩阵 H的共轭转置

矩阵。根据响应点测试波形计算出试验系统在控制

点 C1 和 C2 的试验条件如图 7 所示。 

 
图 7  控制点 C1和 C2初始试验条件波形 

Fig. 7  Initial testing waveform at control points C1 and C2 
3.2  预试验修正 

在预试验过程中，图 7 所示的控制波形只是一

个初始条件，在试验量级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应根

据线振动与角振动测量值与参考值的误差对控制

条件进行不断修正。图 8 和图 9 为输入振动量级达

到-8 dB 时，线振动与角振动的参考值（虚线）和

响应值（实线）在时域和频域的对比情况。可以看

出，线振动及角振动的响应值在时域和频域上与控

制条件波形均符合较好，仅在频率 100～200 Hz 之

间误差相对较大。这可能是由试验系统模拟边界条

件与产品实际使用情况的差异造成的，此时控制点

的试验条件波形如图 10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试

验过程中不适合在整个试验量级上升过程均对控

制波形进行修正迭代，这样会使试验次数过多而对

试件造成不必要的累积损伤。在合适的试验频度及

试验量级范围内，随着试验量级增加，试验控制条

件与响应条件的信噪比及传函估计准确性均会进

一步提高，由此计算的间接控制点 C1和 C2 的波形

将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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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预试验测试的线振动响应波形和控制波形对比 

Fig. 8  Comparison between response waveform and control  
waveform of linear vibration by pretesting 

 
图 9  预试验测试的角振动响应波形与控制波形对比 

Fig. 9  Comparison between response waveform and control  
waveform of angular vibration by pretesting 

 
图 10  -8 dB 振动量级下的控制点 C1和 C2 试验条件波形 
Fig. 10  Test condition waveform at control points C1 and C2  

on vibration level of -8 dB 

3.3  试验结果分析 

试验测试所得的线振动及角振动的响应波形

（实线）与控制波形（虚线）对比结果如图 11 和

图 12 所示。可以看出，两类振动在时域和频域内

的响应波形与控制波形整体符合性较好，最大峰值

误差不超过 10%，频域误差小于 1 dB，较好地复

现了外场实测飞行环境时域数据的典型特征，达到

了预期的试验目的和试验要求。与预试验（-8 dB）
测试结果相比，在 0 dB 量级线振动时域波形误差

变化很小，仅在频域波形 100～200 Hz 范围内误差

略有放大，产生误差的原因除了试验系统边界条件

模拟差异外，还可能与产品固有频率重叠产生的响

应放大有关；角振动时域波形误差变化较小，在低

频范围内（＜100 Hz）比预试验结果略有放大，且

在 100～200 Hz 范围内波形趋势符合性较好，应与

计算角振动的两个线振动的误差相减抵消有关。试

验现场经过产品设计方的确认后，认为这些线角振

动波形复现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图 11  试验测试所得线振动响应波形和控制波形对比 

Fig. 11  Comparison between response waveform and control  
waveform of linear vibration by testing 

 
图 12  试验测试所得角振动响应波形与控制波形对比 

Fig. 12  Comparison between response waveform and control  
waveform of angular vibration by testing 

4  结束语 

本文以某飞行器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试验系

统搭建及试验方法设计，在实验室条件下对外场实

测线角复合振动环境进行了模拟再现和试验验证： 
1）针对外场实测环境数据，给出了基于奇异

值判定及经验模态分析的去除数据奇异值及趋势

项的预处理方法； 
2）使用自频响函数滤波方法进行数据滤波处

理，可以获得较为优良平滑的时域波形曲线，并且

满足保持数据相关关系及零相位偏移的处理要求； 
3）针对线振动与角振动谱采样频率不一致引

起的响应波形计算困难的问题，提出了基于虚拟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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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点进行响应波形计算及试验波形合成的方法，并

针对不同响应点采用相应频段进行控制的策略，完

成了典型飞行器线角复合振动环境实验室模拟再

现的试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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