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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某动车组变流器风扇为研究对象ꎬ通过扫频试验确定风扇结构的固有模态ꎬ同时进

行无极调速试验验证风扇结构满载运行情况下是否会发生共振ꎮ 建立风扇结构的有限元模

型ꎬ将模型的固有模态与扫频试验对比ꎬ确保模型的准确性ꎮ 利用 Ｄｉｒｌｉｋ 法和 Ｍｉｎｅｒ 线性损伤

累积准则对风扇结构进行随机振动疲劳分析ꎬ根据实验和仿真分析结果对结构进行仿真优化ꎮ
分析结果表明:优化方案避免了共振现象的发生ꎬ疲劳寿命得到显著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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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行业的迅猛发展ꎬ动车在运行中的速

度也在不断增加ꎬ由于路况、空气阻力等因素导致的设备随

机振动强度不断增加ꎬ危及到设备的强度与疲劳性能ꎮ 变流

器作为动车组上重要的电气设备ꎬ如果其散热受阻ꎬ则可能

导致变流器出现故障ꎬ严重时可能危及动车组的行驶安全ꎮ
因此ꎬ需要对变流器风扇进行随机振动疲劳分析ꎮ

本文以某动车组变流器风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ꎬ通过

扫频试验以及无极调速试验得到风扇的固有频率和振动

剧烈程度ꎮ 建立风扇结构的有限元模型ꎬ并将模型的固有

模态与扫频试验对比ꎬ确保模型的准确性ꎮ 基于频域法对

风扇进行疲劳寿命分析ꎬ并根据仿真计算结果和试验数据

对风扇结构进行优化ꎮ

１　 随机振动疲劳基本理论

设系统满足线弹性假设ꎬＨ( ｆ)是系统应力响应与激

励载荷之间的传递函数ꎬＳ( ｆ)是激励载荷的功率谱密度ꎬ
可利用式(１)计算出系统的响应功率谱密度 Ｇ( ｆ) [１－２] ꎮ

Ｇ( ｆ)＝ Ｈ( ｆ) ２×Ｓ( 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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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其中ｍｉ是应力功率谱密度

Ｇ( ｆ)的 ｉ 阶矩ꎮ 通过式(３)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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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疲劳损伤累积准则基于 Ｍｉｎｅｒ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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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风机结构疲劳寿命仿真优化分析

２.１　 有限元模型

风扇上下安装板及支架均采用热轧钢材ꎬ集流器和叶

轮采用铝材ꎮ 为了满足有限元模型计算精度的要求ꎬ根据

风扇的几何形状和受力特性等因素建立风扇结构的有限

元模型ꎮ 风扇结构上下安装板、集流器、叶轮和支架采用

板壳单元模拟ꎬ电机结构采用体单元模拟ꎬ螺栓连接通过

ｂｅａｍ 梁进行模拟ꎮ 风扇有限元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ꎮ 其中 ｘ
方向为铁路行车方向的纵向ꎬｙ 方向是横向ꎬｚ 方向为垂向ꎮ

z

x
y

图 １　 风扇有限元模型

２.２　 模态分析

为了解风扇结构实际的动态特性ꎬ按照«ＧＢ/ Ｔ ２４２３.１０—
２０１９ 环境试验第 ２ 部分»:对风扇在 ２ ~ ７５Ｈｚ 进行扫频ꎬ
扫频时间为 ３０ｍｉｎꎮ 同时建立风扇结构的有限元模型ꎬ并
将模型的固有模态与扫频试验对比ꎬ确保模型的准确性ꎮ
风扇结构的固有频率为 ３０. ２ Ｈｚ、 ３４. ０ Ｈｚ、 ４６. ９ Ｈｚ 和

５２.３ Ｈｚꎬ前两阶振幅较大的位置均发生在侧板上ꎮ 第三

阶发生在风扇上ꎬ其第三阶模态如图 ２ 所示ꎮ 风扇作为有

源部件ꎬ当其工作频率与风扇安装到箱体内的固有频率接

近时ꎬ便会发生共振ꎮ 为验证风扇在运行过程中是否会发

生共振ꎬ对风扇进行无极调速ꎮ 同时为了使振动效果明

显ꎬ在风扇上施加了 ４.８ ｇ 的不平衡块ꎬ不平衡块的施加位

置如图 ３ 所示ꎮ
选取风扇振动最剧烈的测点 ５ 为研究对象ꎬ测点如

图 ４ 所示ꎮ 无极调速试验结果表明风扇结构运行转速从低

到高增加ꎬ当主频率为 ４７.１５Ｈｚ 时ꎬ横向加速度振幅达到

８ｇꎬ如图 ５ 所示ꎬ出现突增ꎬ发生共振ꎮ 分析其原因为ꎬ风扇

的第三阶固有频率 ４６.９Ｈｚ 与满载时 ４８.３Ｈｚ 的工作频率接

近引发风扇的共振ꎬ极大地缩短了风扇结构的疲劳寿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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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风扇第三阶模态振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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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风扇动不平衡块施加位置

图 ４　 风扇头部测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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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测点 ５ 三向平均加速度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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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疲劳寿命仿真分析结果

根据 ＩＥＣ６１３７３:２０１０ 标准ꎬ风扇实验等级为Ⅰ类 Ｂ
级ꎮ Ⅰ类 Ｂ 级车身安装设备机柜中的设备加速度谱密度

量级如图 ６ 所示ꎮ 约束风扇侧板及风道ꎬ将图 ６ 中的激励

施加在约束点处ꎮ 验收标准为 ３ 个方向的疲劳损伤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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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Ⅰ类 Ｂ 级车身安装设备 ＡＳＤ 量级示意图

利用疲劳分析软件进行频域疲劳分析ꎬ得到风扇在加

速度激励下的疲劳寿命[７] ꎮ 风扇结构薄弱位置损伤值如

表 １ 和图 ７ 所示ꎮ

表 １　 损伤较大单元号及损伤值

单元号 ３９７１１６５ ３９７２３２０ ３９７２３１９ ３９７２３１７ ３９７２０５８

累积损伤值 ０.８６２ ０.８１０ ０.７９５ ０.７８０ ０.７７３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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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损伤最大值单元

２.４　 风扇结构疲劳寿命仿真优化分析

风扇作为有源部件ꎬ当其运行时自激频率与风扇安装

到箱体内的固有频率接近时ꎬ便会发生共振ꎮ 由风扇的无

极调速试验可知ꎬ风扇的第三阶固有频率 ４６.９ Ｈｚ 与满载

时 ４８. ３ Ｈｚ 的工作频率接近引发风扇的共振ꎮ 按照

ＩＥＣ６１３７３ 标准对风扇进行疲劳强度考核ꎬ虽然该风扇结

构疲劳损伤小于 １ꎬ满足强度要求ꎮ 根据文献[８]可知ꎬ风
扇的实际运营环境会造成扇叶立面的积灰ꎬ积灰导致风扇

转子的动平衡被破坏ꎬ振动量级加大ꎬ缩短风扇的疲劳寿

命ꎬ风扇积灰图片见图 ８ꎮ 因此ꎬ需对风扇结构进行优化ꎬ
改变其固有频率ꎬ避免共振的发生ꎬ提高风扇的疲劳寿命ꎬ

增大安全余量ꎮ

�	/%

图 ８　 风扇扇叶积灰

辅助变流器内部的风扇主要是通过螺栓固定在机箱

侧板及风道上ꎬ根据风扇的连接方式可以将其近似等效为

悬臂梁结构ꎮ 悬臂梁结构的固有频率与其固定方式、自身

的质量及结构的刚度等有关[９] ꎮ 考虑到风扇自身结构ꎬ
其高度和质量都不易改变ꎮ 因此ꎬ改变其连接方式ꎬ将风

扇与侧板的固定方式由单排螺栓改为双排螺栓以增加模

型的安装刚度ꎬ如图 ９ 所示ꎮ

图 ９　 安装螺栓修改图

风扇新结构的扫频试验和模态分析结果一致ꎬ前四阶

固有频率为 ３５.７ Ｈｚ、４４.３ Ｈｚ、５３.４ Ｈｚ 和 ５６.７ Ｈｚꎬ前两阶振

幅较大的位置均发生在侧板上ꎮ 第三阶发生在风扇上ꎬ其
第三阶模态如图 １０ 所示ꎮ 风扇新结构的无级调速试验结

果如图 １１ 所示ꎮ 由图可知ꎬ新风扇结构头部测点 ５ 三向

加速度数值随转速增加稳步递增ꎬ没有突变ꎬ在满载运行

时不存在共振ꎮ 新结构风扇薄弱位置如图 １２ 所示ꎬ损伤

值如表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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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风扇第三阶模态振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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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测点 ５ 三向平均加速度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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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风扇新结构损伤最大单元

表 ２　 新结构损伤较大单元号及损伤值

单元号 ３９９０９１７ ３９９２３０３ ３９７１１６５ ３９７１１９１ ３９７１４６２

累计损伤值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０

　 　 通过增加安装座螺栓数量提升风扇整体的安装刚度ꎬ
将风扇的固有频率从 ４６.９ Ｈｚ 提升到 ５３.４ Ｈｚꎬ避开风扇满

载运行时的频率ꎬ避免共振的发生ꎮ 风扇的振动剧烈程度

减小ꎬ应力减小ꎬ结构焊缝单元的损伤也相应减小ꎮ

３　 结语

本文以某动车组变流器风扇为研究对象ꎬ通过无极调

速试验验证风扇结构满载运行情况下是否会发生共振ꎮ

建立风扇结构的有限元模型ꎬ并将模型的固有模态与扫频

试验对 比ꎬ 确 保 模 型 的 准 确 性ꎮ 基 于 频 域 法 采 用

ＩＥＣ６１３７３:２０１０ 标准 １ 类 Ｂ 中规定的加速度密度谱进行

振动疲劳寿命分析ꎮ
１)无极调速试验的结果表明ꎬ风扇原始结构在满载

运行时会发生共振ꎮ 根据风扇的安装特点ꎬ将其等效为悬

臂梁结构ꎬ得出风扇的固有频率与安装刚度有关ꎮ 增加风

扇结构的刚度可以提高风扇的各阶模态ꎬ使其远离风扇满

载时的工作频率ꎬ避免共振的发生ꎮ
２)风扇的实际运营环境会造成扇叶立面的积灰ꎬ导

致风扇动平衡被破坏ꎮ 提高风扇的固有频率ꎬ可以使其远

离 ５~２０Ｈｚ 水平激励线ꎬ降低振动输出响应ꎬ从而提高风

扇结构的疲劳寿命ꎬ增大安全余量ꎮ
变流器风扇结构所使用的振动疲劳分析思路与方法

对于其他列车悬挂有源设备的振动疲劳分析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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