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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不同的工作状态下的设备状态预测评估模型。方法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多元时间序列数

据进行切割，将分割后的数据段按照基于密度的方法，依照定义的距离，对多元时间序列进行聚类合并，

从而得到不同工况下的时间序列。结果 按照脱水装置工况状态，将重沸器特征对应的多元时间序列划分为

不同的数据段。结论 有效实现了脱水装置重沸器的参数数据分割，并识别出不同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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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stablish the equipment state prediction and evaluation models in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 

PCA method was used to cut the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data, and the segmented data segments were clustered and merged ac-

cording to the density-based method and the defined distance to obtain the time serie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dehydration unit, the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corresponding to reboiler characteristics were di-

vided into different data segments. The parameter data segmentation of the reboiler of the dehydration unit is effectively rea-

lized, and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are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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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设备的工作过程非常复杂，检测数据特征数

众多，且持续时间长。在长期工作中，工况复杂。在

状态预测和评估中，若使用同一模型，可能无法取得

精确的预测和诊断结果。因此按照工况，将多元时间

序列进行分割，建立不同工况条件下的预测评估模

型，可实现更为精确的状态检测。多元时间序列分割

已在金融、医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化工等领域得到

研究和应用[1]，时间序列分割可以用于从给定的时间

序列中提取稳定的序列段，以及识别变换点等。 

基于工艺监测参数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在设备状

态预测以及故障诊断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Aksoy 等

人 [2]提出基于动态规划算法的快速分割方法。Janos 

Abonyi 等人[3]运用基于 PCA 的数据分割方法实现了

对于乙烯生产的化工过程的工况分离。有很多学者对

分割后的时间序列进行了聚类等问题的研究，如

Dong 和 Pedrycz 等人[4]利用模糊 C-均值聚类对均分

的时间序列片段进行序列聚类，但是该方法把多元时

间序列的形状特征赋予到一元序列上，因此会出现信

息丢失问题。Janos Abonyi 等人[3]使用了层次聚类法

进行聚类，但无法确定最终聚类簇数。文中针对天然

气脱水装置长期工作、工况复杂、数据量大的特点，

在使用基于 PCA 的多元时间序列分割的基础上，利

用基于密度的聚类方法以及基于相似性的度量方法，

将数据聚类，该方法可以自适应地选择聚类簇数。 

1  基于PCA的多元时间序列分割原理 

1.1  PCA 基本原理 

PCA（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即主成分

分析法。对于一个给定 n·n 的非奇异矩阵 X，其特征

值模最大的特征向量方向即为该矩阵的主要方向，即

特征方向。PCA 通过坐标旋转，将 n 维矩阵投影到 k

维主方向上[5]。对于对角阵，可以通过矩阵对角化得

到特征值与特征向量，如式（1）所示。 
TX U U            (1) 

式（1）中：U 为特征列向量按对应特征值模从

大到小排列组成的矩阵；Λ 为对角线元素按特征值模

从大到小排列的对角阵。特征向量对应特征值，特征

值绝对值最大的特征向量成为矩阵的主方向。 

1.2  基于 PCA 的数据分割 

令 多 元 时 间 序 列 1, 2, 3,{ [ , , , ,k k k kT x x x x    
T

1, ,, ] |1 }n k n kx x k N ≤ ≤ ，其中，k 为采样的时间点，

n 为特征序号。令 S(a,b)={a≤k≤b}，则 xS(a,b)对应 xa, 

xa+1,…, xb，从而设 { ( , ) 1 }c
T i i iS S a b i c ≤ ≤ ，代表若 T

共分为 c 段，那么第 i 段的位置。其中 ai=bi1+1。定

义损失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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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2）中，如果设每个节点的坐标为 S1<S2<…

<Sc，则 Si=S(Si, Si+11)。 

基于 PCA 的数据分割算法如下所述。 

输入：多元时间序列，所希望的最终分段数 c 

输出：分段节点坐标 

创建一个初始的精细分段，每一段记为 S(ai,bi)，

设现有段数为 l 

计算 cost(S(ai,bi)) 
While l>c 
搜寻 min(cost(S(ai,bi))) 

将 arg min(cost(S(ai,bi)))与 i+1 或 i1 融合 
End 
在该算法中，基于重构误差以及统计量误差的损

失函数定义为： 

2 QT
cost cost cost     (3) 

式（3）中：costQ 为矩阵重构误差； 2T
cost 为

Hotelling 统计损失[6]，其为 T 统计量在多元序列下的

扩展，在各领域已有广泛运用[7-9]。 

对于多元时间序列数据，矩阵重构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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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中：I 为单位向量；Ui,p 为多元时间序列

段的自协方差矩阵经 PCA 降维后的特征向量矩阵。 

Hotelling 统计损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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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中： 2
,i kT 为多元序列的总损失， 2

,i kT   
T
, ,i k i ky y 。yi,k 为： 

1
T2

, , ,i k i p i p ky x


 U        (7) 

2  基于相似性的多元序列聚类 

2.1  DBSCAN 聚类 

DBSCAN[10]（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即基于密度的聚类方法，由

于其出色的性能，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运用[11-13]。

它有两个特点：聚类时不需要预估簇的个数；簇的个

数由算法决定。给定邻域内，由最小数据点数 MinPts，

DBSCAN 将数据定义为以下三种类型，如图 1 所示。 

1）核心点：核心的 ε-邻域内，含有超过给定邻

域内最小数据点数 MinPts。 

2）边界点：点在其 ε-邻域内的数据点数量小于

MinPts，但位于核心点邻域内。 

3）噪音点：不符合 1）、2）两个定义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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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BSCAN 聚类展示 
Fig.1  Demonstration of DBSCAN 

 
DBSCAN 如果给定参数 MinPts=0，那么将不删

除噪点，另外无需指定聚类数，这对于片段进行聚类

是相对合适的。DBSCAN 聚类算法中，距离度量方

式的选择尤为重要，这里使用了基于相似性的距离度

量方式。 

2.2  基于相似性的距离度量 

基于相似性来衡量两个矩阵的距离，即利用特征

值与特征向量，由于特征向量代表着矩阵的主次方

向，显然用其来衡量矩阵距离在数学上是合理的，本

质上是利用两个矩阵的线性相似性衡量两个矩阵的

距离[14]。Johannesmayer[15]对 PCA 相似性因子进行了

改进，用特征值的平方根，对特征向量进行加权，见

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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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7）中： n
i
X 与 n

i
Y 分别代表了矩阵 nX 、 nY

的特征值； ,i j 代表 nX 的第 i 个主方向和 nY 的第 j 个

主方向之间的夹角。 

由以上得出，用于 DBSCAN 聚类的距离公式为： 

   PCA, 1 ,n n n nd S X Y X Y    (8) 

基于相似性度量的 DBSCAN 聚类流程如下所述。 

输入：数据集 

   ε：邻域半径 

   MinPts：邻域内最小数据点数 

   距离度量方法 

输出：分类 

1）搜索数据集中未被查询过的数据点 p，若 p

未被归类，则检查其在文中叙述度量方法下定义的距

离的 ε-邻域。若包含的对象数不小于 MinPts，则建立

新簇 C，将邻域内点归入候选集 N。 

2）对候选集 N 中未被查询的对象 q，检查其 ε-

邻域。若至少包含 MinPts 个对象，则将这些对象加

入 N；如果 q 未归入簇，将 q 加入 C。 

3）重复步骤 2），继续检查 N 中未查询的对象，

直到当前候选集 N 为空。 

3  模拟数据分析 

取模拟数据序列{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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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中：φ1, φ3 是符合
0 1 0

,
0 0 1

N
    
    
    

分布的

概率值的 0.2 倍；φ2 是符合
0 1 3

,
0 3 1

N
     
        

分布的

概率值的 0.2 倍。分割和聚类结果如图 2 所示，其中

不同颜色代表聚类结果，深色是一类，浅色是一类。 
 

 
 

图 2  模拟数据分割 
Fig.2  Segmentation of simulation data a) first component 

analog value; b) second component analog value 
 

4  脱水装置多元工艺参数分割与工况

识别 

重庆气矿七桥中心站 50 万脱水装置现场和其实

时监测系统如图 3 所示。该装置有重沸器、泵、吸收

塔等 11 类设备，共有压力、温度、循环量等 22 个监

测参数[16]。脱水装置重沸器是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检

测参数包括重沸器中部温度、精馏柱顶部温度、重沸

器尾部温度。 

对脱水装置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的重沸

器中部温度等 3 个监测参数进行分割，采样周期为

5 min，共 309 353 个数据点。对数据滑动窗口滤波以

及标准化后的分割结果如图 4 所示，其中 PCA 初始

分割段数为 250 段，以及最终段数为 150 段。利用

DBSCAN 方法聚类的结果如图 5 所示，其中邻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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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脱水装置现场和实时监测系统 
Fig.3  Field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system of dehydration unit 

 

 
 

图 4  多元时间序列分割 
Fig.4  Segmentation of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a) middle of 

reboiler; b) top of distillation column; c) reboiler tail 
 

最小数据点数 MinPts 为 2，搜索半径为 0.05。 

由图 5 可知，文中方法将温度时间序列分割为明
显的二类：黑色代表处于工作状态，白色代表处于停
机状态。结合生产日志，重沸器工作过程主要为工作
状态和停机状态。2016-01-07 至 2016-01-20 期间，重
沸器位于短暂的工作状态，然后停止；2016-02-05 至
2016-08-11，重沸器处于一个长期的工作状态；而后在
2016-10-07 至 2016-10-28、2016-12-31 至 2017-01-25、
2017-03-23 至 2017-04-23 等时间都处于短暂的工作
状态；在 2015-12-01 至 2016-01-07，重沸器位于停机
状态，随后工况改变；在 2017-04-24 至 2018-06-27，
该装置处于长期停机状态，其温度变化是由环境因素
造成的。另外，在 2017-03-13 至 2017-03-23，重沸器
处于一种过度状态，推测可能是因为设备异常、设备 

 
 

图 5  多元序列片段聚类 
Fig.5  Cluster of multivariate series fragments a) middle of 

reboiler; b) top of distillation column; c) reboiler tail 
 

工况参数调试等原因造成的。 

5  结语 

基于工艺大数据的设备状态评估与检测已得到

广泛关注。文中以重庆气矿 50 万脱水装置为研究对

象，结合 PCA 和 DBSCAN 方法，将多元检测参数按

照工况进行分割，为基于不同的工况状态预测评估模

型提供了前处理基础。分割聚类的结果受领域阈值、

搜索半径等参数的影响，后续需进一步研究。根据多

元时间序列分割结果，针对不同工况状态，建立了不

同工况条件下的设备状态预测模型，消除了负载等工

况参数变化对检测数据的影响，实现更准确的预测和

评估，识别监测异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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