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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八层剪切型钢框架模型在白噪声激励作用下的随机振动实验为基础，分别从结构加速度响应

的均值、方差、偏度、峰度、概率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等多个统计特征，对结构无损及 9 种模拟损伤工况

进行识别，结果表明: 结构随机振动加速度响应时程的偏度和峰度对结构损伤的表征效果不明显，而概率密

度函数能初步判别损伤，方差指标在进行损伤判别的基础上，具有良好的损伤定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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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结构损伤识别已成为土木工程领域的一个研

究热点，经过近 30 年的研究，许多结构损伤识别方

法的理论都较成熟［1－5］，在数值模拟和一定条件下

的模型实验中识别效果良好，但由于噪声及环境的

影响、结构动力测试数据的稀疏性和不完备性、建

模误差、荷载变化及结构系统的时变性等因素，往

往使结构的动力性态具有随机不确定性，各种结构

损伤识别方法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还存在许多关

键问题亟待解决．

直接基于结构时域动力响应分析的损伤识别

方法，利用时域测量信号，直接构造损伤识别特征

参数，不会因为频域分析的转化而丢失信息，因此，

利用结构随机振动的动力实测时程数据，进行损伤

识别，具有更加广泛的现实意义［6］．随机振动理论

是从统计角度分析结构动力特性的典型方法，均

值、方差、概率密度函数、相关函数( 自相关函数及

互相关函数) 、功率谱密度函数等都是描述随机振

动的重要统计参数［7］．相对于确定性的损伤识别技

术，基于概率统计理论框架的损伤识别方法，能够

更好地反映损伤问题的不确定性本质，是一种非常

有发展潜力的损伤识别方法［8］．地震工程界学者

Housner［9］曾经指出，基于概率的结构健康诊断不

确定性方法的研究，有望成为解决大型土木工程结

构健康诊断问题的一般方法．

对符合高斯正态分布规律的数据，均值和方差

即可表示数据的统计特性，非正态分布的数据可采

用更高阶矩，如三阶统计矩偏度和四阶统计矩峰度

等来表示． Dyer［10］等将峰度值应用于机器故障诊

断．Cacciola［11］等在悬臂梁的数值仿真中指出: 偏度

指标具有一定优势，但由于转动自由度对偏度很敏

感，而目前的试验技术还无法测量结构的转动自由

度，因此，研究仅停留在数值仿真阶段［12］．国内的

一些学者［13，14］从振动信号统计特征的角度对结构

损伤识别进行研究，将测点位移响应的方差、相关

系数、回归系数和协方差等统计指标作为损伤因

子，对损伤进行识别．已有的研究资料，鲜少利用随

机振动加速度响应时程统计特征来进行结构损伤

识别研究，而结构动力测试中普遍对动力加速度响

应进行采集，因此，基于加速度响应统计特征的结

构损伤识别方法，更加直接．本文以八层剪切型钢

框架模型在随机白噪声激励下的动力实测数据为

依据，分析各测点的加速度响应时程均值、方差、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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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峰度、概率密度函数及累积分布函数等，统计参

数在无损及各损伤工况中的变化情况，研究各统计

指标对结构损伤的表征情况，以实现结构损伤的初

步识别．

1 统计特征指标的定义

根据随机振动理论，单自由度系统的随机运动

方程可表示为:

Ẍ+2ξω0
X+ω2

0X=Fs( t) ( 1)

式中，X 为系统随机响应，Fs ( t) 为系统的随机干

扰，ξ 为系统的阻尼比，ω0 为系统的固有频率，可得

出随机响应的均值为:

mX( t) =
mFs

ω2
0

1－e－ξω0t
ξω0

ωd
sinωd t+cosωd t[ ]{ } ( 2)

式中，ωd =ω0 1－ξ槡 2 ，mFs为系统随机干扰均值．

结构加速度响应的方差可表示为:

σ2
Ẍ =

πS0

2ξω0
( ω2

d－3ξ
2ω2

0 ) =
πS0

c
k －

c2

m( ) ( 3)

从公式( 3) 可知结构加速度响应的方差和结

构的物理参数( 质量、刚度等) 及模态参数( 阻尼、

频率等) 有关．当结构的刚度发生改变，而其他参数

保持不变时，加速度响应的方差可作为损伤因子对

结构进行损伤识别．

除了从基本统计特征量来分析结构损伤以外，

本文还对加速度响应的概率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

函数进行了分析讨论．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

函数( 简称为密度函数) 描述了随机变量取得某个

确定值的可能性，而随机变量的取值落在某个区域

之内的概率则为概率密度函数在这个区域上的积

分．当概率密度函数存在的时候，累积分布函数是

概率密度函数的积分．若 X 是一个连续型随机变

量，并且 fX( x) 是它的概率密度函数．它的累积分布

函数是 FX( x) 可表示为:

FX( x) = ∫
x

－∞

fX( t) dt ( 4)

将结构某一测点的加速度响应视为随机变量

X= x1，x2，x3，…，xn{ } 对于离散性时间序列，其概率

fX( x) 并非连续可积函数，但可通过 X 值对应的统

计频次除以总的测试数据总量计算得到．累计分布

函数也可通过数值积分方法计算．且其各项统计特

征指标可表达如下:

均值 x =
x1 + x2 + … + xn

n
=
∑

n

i = 1
xi

n
( 5)

方差 σ 2 =
∑

n

i = 1
xi － x( ) 2

n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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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2
－ 3 =

1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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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 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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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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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表示样本中的数据个数，x 表示样本平均

值，m2 表示二阶样本中心矩，即样本方差，m3 表示

三阶样本中心矩，m4 表示四阶样本中心矩．均值、

方差、偏度和峰度等 4 个统计特征量可以分别对应

加速度时程数据的 1 至 4 阶统计矩［15］．

2 试验简介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实验模型为一剪切型八层

钢 框 架 结 构，每 层 框 架 平 面 边 长 为 350mm ×

250mm，层高为 200mm．框架底部用螺栓锚固在地

上，节点连接采用双排螺栓，可近似地认为框架连

接为固结．激振点位于第三层框架处，振源是利用

ＲIGOL 公司生产的 DG－1022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白

噪声激励．拾振设备采用 PCB 传感器，加速度传感

器布设于框架每一层模拟楼板位置处．试验中对加

速度响应的采样频率设为 128Hz，施加激励的时长

为 32s，每种损伤工况下均施加了 10 种不同幅值的

白噪声激励，因此每一种损伤工况下各楼板位置处

的 8 各测点分别会采集到 10 条加速度时程，每条

时程曲线的采样点数为 4096 个，整个试验共采集

了 800 条加速度响应时程．各个统计量( 均值、方

差、偏度、峰度) 均在此数据基础上计算得到．

模型结构采用的钢材弹性模量 E = 2． 0 × 1011

pa，密度 ρ= 7．8×103kg /m3．模型损伤通过改变柱钢

片的刚度来实现，无损伤状态下，每层柱构件均采

用规格为 200×30×3mm 的钢片，结构发生损伤时，

用规格为 200×30×2．5mm 的钢片替换原来的柱构

件．损伤程度由更换的柱钢片数量确定，通过减少

柱钢片的侧向刚度模拟框架层间刚度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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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模型及加载设备

Fig 1 Experimental model and loading equipment

图 2 简化模型

Fig 2 simplified model

表 1 不同工况下各楼层的损伤程度

Table 1 Damage degree of each floor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Damaged
conditions

F1 F3 F4 F5 F6 F7 F8

UD
D1 25
D2 50
D3 25
D4 50
D5 25
D6 50
D7 25 25
D8 25 25
D9 25 25

Note: F—floor，D—damage

3 损伤识别情况分析

3．1 均值、方差、峰度及偏度的表现

图 3 为同一激励作用下 UD、D1、D2 工况下第

3 层横梁位置处的加速度响应时程．由图可见，从无

损到结构第三层侧向刚度损失 25%，再到刚度损失

50%，随着损伤程度增大，结构侧向刚度变得越小，

结构的加速度响应幅值越大．

图 3 第 3 层位置处的加速度时程曲线

Fig．3 The acceleration time-history curves at the third layer

3．1．1 无损工况

图 4 为无损工况时，框架模型在 N1－N10 时不

同随机激励下各楼板处加速度响应的均值、方差、
偏度及峰度统计情况． ( a) 图中不同激励对加速度

响应的均值影响不大，各楼层响应均值很接近，变

化趋势也基本一致．由于施加在结构上是理想白噪

声激励，所以结构的加速度响应在理论上应是零均

值．由于测试噪声等因素的影响，个别测点处的加

速度均值有极小的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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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无损工况在多种激励下的统计指标

Fig．4 Statistical indicators of nondestructive conditions under various excitation

不同激励作用下，结构加速度响应的方差曲线

形状较为稳定，各楼层大致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从图

4( c) 可以看出: 各楼层响应的偏度值变化并不具备

规律性，但是偏度值的绝对值均在 0．2 以内，根据偏

度值的定义可知加速度的分布基本满足左右对称的

规律．图 4( d) 中各楼层加速度响应的峰度值大致趋

势基本保持一致，这证明该指标有规律可循，但在不

同激励下各楼层相应的峰度值不相同．
3．1．2 单损伤工况

以 D4 工况为例，通过更换第五层的四根柱钢

片，该层的侧向刚度降低 50%．

如图 5( a) ，损伤前后各楼层加速度响应均值

基本上保持在零左右．而图 5 ( b) 中在不同激励作

用下的结构各测点加速度响应方差，在第 4 层和第

5 层之间发生了急剧变化，而此时结构损伤恰好发

生在第 5 层位置，可见方差指标有良好的损伤定位

表现．然而，损伤前后偏度值的变化依然极为不规

律，峰度值的变化也并不具备明显规律．通过其他

工况下的数据分析也同样表明，偏度和峰度的统计

特征无明显规律，在此不再赘述．

图 6 为 D6 损伤工况下( 即第 7 层柱刚度损失

50%) 10 种不同激励作用下每层楼板位置处加速

度响应的方差分析结果．与 D4 工况类似，结构加速

度响应方差在第 7 层位置处发生很大改变，再次说

明方差的损伤表征能力．

在其他单损伤工况的分析中发现，结构加速度

响应的方差对于损伤程度敏感，不同的损伤程度下

方差值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但值得指出的是，方

差值的变化情况并不符合某种单调的规律，方差指

标不能用来对损伤进行程度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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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D4 工况加速度响应的均值和方差

Fig．5 Mean and variance of acceleration response

under the D4 working condition

图 6 D6 工况下加速度响应的方差

Fig．6 variance of acceleration response under the D6 working condition

3．1．3 多损伤工况

在单损伤工况中，方差指标表现了较好的损伤

判别以及损伤定位的功能．针对 D7、D8 和 D9 三种

多损伤工况，分别计算在其中一种激励下无损和多

损工况下结构各楼层加速度响应的方差值，结果如

图 7 所示．

图 7 无损及多损伤工况下各楼层加速度响应方差

Fig．7 Variance of structral acceleration response under undamage

and multiple damage conditions

方差指标在 D7 工况中的第 3 层和第 5 层损伤

位置处变化明显; 也在 D8 工况中的第 3 层和第 7 层

损伤位置处变化明显; 还在 D9 工况的第 5 层和第 7
层位置处变化明显．由此可见，加速度响应的方差指

标在结构多损伤工况下识别效果也较为理想．
3．2 基于概率密度函数的损伤识别

概率密度函数的计算，直接通过对样本做核密

度估计得到．图 8 是框架结构第 3 层横梁位置处在无

损及单损伤工况下( 即UD、D1 和D2 工况) 的加速度

响应概率密度和累积分布函数分析结果．由图可见，

随着结构损伤程度的增加，概率密度函数和累积分

布函数都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并具有一定的规律．
概率密度函数随着结构损伤的增加，曲线变得越来

越平缓，峰度值明显下降; 累积分布函数曲线也具有

相同的变化趋势．为进一步了解单损工况下其它楼

层位置处加速度相应的概率密度函数及累积分布函

数的变化规律，分别于图 9 中列出了第五层、第七层

在无损及不同损伤程度下的分析结果，得出与图 8
同样的结果: 随着损伤程度的增大，各测点的加速度

概率密度曲线峰值降低，曲线变得越来越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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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UD、D1－D2 工况下第 3 层加速度响应统计分布

Fig．8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3rd layer acceleration response under UD and D1－D2 working conditions

图 9 各种工况下概率密度函数拟合曲线

Fig．9 Fitting curve of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under various working conditions

图 10 D7、D8 分别与 UD 工况下响应对比

Fig．10 Fitting curve of probability density under D7 and D8 working condition

以 D7、D8 工况为例，对多损伤工况下的结构

加速度响应时程的概率密度函数展开分析，结果如

图 10 所示．

概率密度函数拟合曲线的变化对结构损伤具

有一定的表征能力，但综合单损及多损工况的分析

结果表明: 仅根据概率密度函数无法判断损伤发生

的所在位置．

4 结论

本文从白噪声激励作用下结构随机振动加速

度时域响应的统计分析出发，分析了八层剪切型框

架模型加速度响应在不同工况下的均值、方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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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偏度、概率分布密度及累计概率密度等指标，在

结构损伤的初步识别中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 1) 加速度响应的均值、峰度值和偏度值，即

结构响应的一阶矩、三阶矩和四阶矩并不具备明显

的损伤指征．
( 2) 利用结构加速度响应的方差指标，能够较

好地进行单损和多损工况下的损伤判别和损伤定

位．
( 3) 概率密度函数和累积概率密度可作为是

否发生损伤的初步判别依据，但由于其计算数据来

源于单点测试数据，因而不具有损伤的定位能力．
( 4) 在其他随机激励作用下，结构动力响应统

计指标的损伤表征能力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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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BASED STOCHASTIC DYNAMIC ＲESPONSE STATISTICAL

CHAＲACTEＲISTICS FOＲ PＲELIMINAＲY IDENTIFICATION OF

STＲUCTUＲAL DAMAGE*

Xiao Qingsong Lei Jiayan Shi Wei Wang Zihao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Civil Engineering，Xiamen University，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hite noise random vibration experiment of an 8-story steel shear building model，the
structural undamaged and 8 damaged case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responses' mean，skew-
ness，kurtosis，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and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skewness and kurtosis is not obvious to structural damage，but the
acceleration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could be used for preliminary damage identific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amage has happened or not，and th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ance could locate the damages．

Key words damage identification， statistical property， vibration test， random vibration，acceleration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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