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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热误差神经网络建模对比实验研究

刘 康，余 玲，杨大志

（四川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对同一台加工中心主轴在不同环境下进行热误差实验，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工具箱，利用几种常用

人工神经网络建立热误差模型，对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对基于神经网络的主轴热误

差模型的建立和泛化性能等进行了讨论。实验结果和分析讨论表明，影响神经网络泛化问题的众多因

素中，网络结构的复杂性和样本的复杂性起着重要作用。在网络结构方面，达到相同训练精度的网络

中，结构越简单，泛化能力越好；在样本复杂性方面，样本分布越能体现总体的真实分布，则样本质量越

好，但采样难度很大。因此，常规的神经网络整体热误差模型具有较差的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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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减小机床热误差的方法主要有两种：误差防

止法和误差补偿法。在误差补偿法中，影响补偿精度

和性能的主要因素为热误差模型［１］。近年来，几种用

于热误差模型构建的主要方法包括基于多元回归分

析、基于灰色系统、基于时间序列分析，以及基于人工

神经网络的建模等［２６］。鉴于机床热误差影响因素的

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与人工神经网络建模的特点比较

吻合，因此，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机床热误差建模得到

了较为广泛的应用［７１０］。但各种方法用于热误差模型

有何特点，有必要对其进行更多的研究。针对这一问

题，本文在同一机床的相同测试数据基础上，采用几种

常用的人工神经网络进行热误差建模，从而进行比较

性研究。

１ 实验方案及关键温度点选择

对一台立式加工中心 ＫＶＣ６５０Ｅ的主轴轴向热误差

进行相应的测试实验，以获取有对比研究价值的实际数

据。测量包括主轴电机、主轴上轴承、主轴下轴承、主轴

中部、环境温度、以及主轴的轴向误差。为了考察不同

的环境影响，在不同时间进行了多次测量，见表１。

表１ 实验测量数据

编号 测量时间 季节 测量间隔 数据量

１＃

２＃

１０月１５日

１１月２８日
秋季

１０分钟 ３１点

１０分钟 １２点

３＃ １月５日 冬季 ５分钟 ４５点

４＃

５＃

３月１４日

３月１５日
春季

１分钟 １６０点

１分钟 １６０点



　　在热误差模型构建中，对于多个温度点，如何确

定合适的用于模型构建的温度点是需要仔细考虑

的。不失一般性，采用模糊聚类法对温度测点进行

分类，再根据温度与误差之间的灰色综合关联度确

定关键温度点。

表２是对１＃实验数据的８个温度测点进行模糊聚

类分类的结果，其中，Ｔ１为主轴顶部，Ｔ２为主轴电机，

Ｔ３、Ｔ６为主轴上轴承的侧面和正面，Ｔ４为主轴下轴承，

Ｔ５、Ｔ７为主轴中部的侧面和正面，Ｔ８为环境温度。表３

是对１＃实验数据的温度变量与轴向热误差灰色综合系

数排序结果。

表２ 温度测点模糊聚类分类结果

分　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温度测点序号 Ｔ１ Ｔ２ Ｔ３Ｔ４Ｔ５Ｔ６Ｔ７ Ｔ８

表３ 温度变量与轴向热误差灰色综合关联系数

温度测点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灰色综合系数 ０５０３８ ０６０６０ ０５４３９ ０５４６２ ０５２６９ ０５５１３ ０５２８４ ０５３５７

大小排列 ２＞６＞４＞３＞８＞７＞５＞１

　　根据模糊聚类结果，可以在每类中选择一个代表温

度点。在表３给出的关联系数中，选择每类中最大的一

个作为代表温度点，即为 Ｔ１、Ｔ２、Ｔ６、Ｔ８。由表３可知，

Ｔ１的关联系数最小，不应该选择，故选择 Ｔ２、Ｔ６、Ｔ８（主

轴电机、主轴上轴承、环境温度）作为温度关键点。另

外，Ｔ４的主轴下轴承的关联系数也很大，事实上，上下轴

承也是主轴主要热源，因此，最终选择主轴电机、主轴上

下轴承、环境温度四个关键温度点。

２ 模型建立与对比

２１ 几种神经网络热误差模型建立

基于Ｍａｔｌａｂ工具箱，选择热误差模型建模中常用的

ＢＰ网络ｎｅｗｆｆ、级联神经网络 ｎｅｗｃｆ、径向基网络 ｎｅｗｒｂ、

广义回归神经网络ｎｅｗｇｒｎｎ进行对比建模研究。

本文选择的四个关键温度点中，环境温度作为对不

同时间和季节环境的关键温度，可以作为模型的一个独

立输入，也可以将其他温度减去环境温度。不失一般

性，为了更好地标定不同时间环境的特点，采用其他温

度减去环境温度的增量温度，这样，获得了三个增量温

度。将增量温度作为网络输入，而将主轴轴向热误差作

为网络输出，从而构建出网络热误差模型。

ＢＰ网络和级联网络隐含层选取节点数为２，神经元

函数为隐含的正切Ｓ型函数ｙ＝ ２
１＋ｅ－２ｘ

－１。输出层神

经元函数为线性函数ｙ＝ｘ。网络训练采用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学习规则。

径向基网络在构造时可以调整的参数有两个，一个

是训练的均方差，一个是平滑参数。广义回归神经网络

的平滑参数是构造时能够设置的唯一参数，采用均方差

法来确定该参数。

２２ 自预测性能实验

自预测性能是将实测数据用来进行网络训练建模，

训练结束建模完成后，将模型用于训练数据自身的热误

差预测，考察预测效果与实际测量误差的准确性。为了

较准确地考察预测性能，采用两种方式进行：（１）将一组

实验数据全部用于网络训练建模，然后再对该组数据进

行预测验证；（２）将一组实验数据按照１、３、５……点和

２、４、６……点进行抽点后分为新的两组，第一组用于训

练建模，第二组用于预测验证。网络构造和训练时的相

关参数见表４与表５。

表４ ＢＰ网络和级联网络构造训练参数
网络结构 最大循环次数 失败次数 目标误差值

ＢＰ网络
全组自预测 ３－２－１ ２０００ 到最大值２００ ０４４９

分组自预测 ３－２－１ ２０００ 到最大值２００ ０２６７

级联网络
全组自预测 ３－２－１ ２０００ 到最小性能梯度 ０６９１

分组自预测 ３－２－１ ２０００ 到最小性能梯度 ００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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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径向基网络和广义回归网络构造训练参数

网络结构 平滑参数 均方差值

径向基网络

全组自预测 ３－２９－１ １ ０００１

分组自预测 ３－１４－１ １ ０００１

广义回归网络

全组自预测 ３－３１－１ ００５

分组自预测 ３－１６－１ １５４

　　注：广义回归网络平滑参数通过均方值法在［００１，２］范围内以
００１增量确定。

图１和图２是 ＢＰ网络和径向基网络对１＃数据进

行全组和分组自预测的结果。其中图１（ａ）与图２（ａ）

为全组自预测结果，图１（ｂ）与图２（ｂ）为分组的自预

测结果。１＃数据的全组和分组自预测对比研究结果

见表６。

图１ １＃数据ＢＰ网络预测结果

图２ １＃数据径向基网络预测结果

表６ 各网络１＃数据自预测残差与均方差

网　络

全组自预测 分组自预测

最大残差

绝对值

残差

均方差

最大残差

绝对值

残差

均方差

ＢＰ网络 ２０８３４ ０７９３４ １８６７１ ０９７００

级联网络 ２４４７９ ０９１５１ ２０７８９ １１１０５

径向基网络 ０１０４７ ００３１６ ２９７３０ １１７４８

广义回归网络 ０００１９ ５０２３４ｅ－０４ ２４４２５ １０３２４

　　由表６可知，四种网络建立的模型对于自预测都能

获得可以接受的结果。特别对于全组自预测，由于是对

训练数据本身的预测，其预测效果更佳。径向基网络和

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由于其本身就具有更好的回归和拟

合效果，所以其全组自预测获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分

组自预测由于其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不是相同数据，所

以其预测效果比全组自预测而言有所下降，但都在可接

受的范围。相比而言，ＢＰ网络和级联网络的效果下降

程度比径向基网络和广义回归网络要小，表明 ＢＰ网络

可能具有更佳的推广能力。分组自预测的测试方式从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模型一定的推广能力。但这种推

广能力由于其测试数据依然与训练数据是同一组数据，

其内部的特征、模式等特点是一致的，仅仅依靠分组自

预测的方式考察模型的推广能力，并将其用于模型构建

是不够的。

２３ 推广性能实验

为了更好地考察各网络建模的推广能力，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了推广性能实验。采用全组 １＃数据进行

网络训练和建模，将建立的模型用于２＃～５＃数据的热

误差预测。图３是 ＢＰ网络模型对 ２＃、３＃、４＃、５＃数据

推广预测结果。所有网络对应的最大残差绝对值和

均方差见表７。

图３ ＢＰ网对２＃、３＃、４＃数据预测结果

由图３可知，采用目前常用的简单整体建模方式，模

型的推广性能较差。即便相对效果稍好的ＢＰ网络，对于

４＃数据的预测最大残差也达到了１２μｍ，偏离整个测量数

据近５０％。而对于拟合能力较强的径向基网络和广义回

归网络，基本不具备任何推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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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各网络模型对２＃、３＃、４＃、５＃数据预测的最大残差和均方差
网　络 ２＃数据 ３＃数据 ４＃数据 ５＃数据

ＢＰ网络
最大残差绝对值 ４６８３０ ３９１０６ １２１６３３ ６２９９６

残差均方差 ２９５４３ １５５６９ １６０６５ １４３９０

级联网络
最大残差绝对值 ３７７０５ ２４０５６５ ５３１１３ ３５６５６

残差均方差 ２４３４６ ８１４４８ ３０５１０ １５５６７

径向基网络
最大残差绝对值 ４４５７３ ２２０９０６ １５０５９１ １６６０５８

残差均方差 ２５５３８ ７４２６８ ４２９００ ４５８３９

广义回归网络
最大残差绝对值 ５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 １６２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残差均方差 ３０２３６ ８４０５９ ５２８５８ ４８２５５

３ 结果分析

主轴的热误差来源主要是主轴温度变化导致的

热膨胀产生的，故其变化过程主要受主轴热源的传

入热量和主轴向环境散热影响，呈现从机床开机开

始逐渐升高至热平衡的趋势。其他如环境变化等各

种因素的影响，使其温升和热误差变化过程呈现了

非线性、多因素的复杂特征。随时间变化的热误差

Ｅ（ｔ）可以由下式表征：

Ｅ（ｔ）＝Ｔ（ｔ）＋Ａ（ｔ）

式中，Ｔ（ｔ）为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误差，Ａ（ｔ）为由

其他因素引起的误差。若假设Ｔ（ｔ）为一与温升正比

的光滑曲线，将５组样本抽点统一到相同时间尺度，

采用 ｆｉｔ（Ｘ，Ｙ，’ｐｏｌｙ２’）对误差数据进行二次多项式

拟合，结果见表８。

表８ 各样本拟合结果及与原始误差均方差

样本
ｙ＝ｐ１ｘ２＋ｐ２ｘ＋ｐ３

ｐ１ ｐ２ ｐ３
环境温度平均值 与原误差均方差

１＃ －００３４５２ １７６８ －０１８５９ １９６６４５ ０９０５９

２＃ －０２１０７ ４４８２ －３５１１ １３８１６７ ０７９３４

３＃ －００８７１５ ２８９１ －２４３９ １００８７０ １０８０３

４＃ －００６５５３ ２０９９ －１５３２ １２８８１３ ０６５０９

５＃ －００７５５１ ２４１６ －０９６８４ １３８７５０ ０８３８９

　　由表８可知，拟合曲线与原始误差均方差都接近１，

表明实际误差围绕拟合曲线的波动占了相当比例，这种

波动可以认为主要由非温升的其他随机因素，即 Ａ（ｔ）

引起。传统的神经网络热误差补偿的误差模型大多建

立在基于多个关键温度点输入从而获得相应热误差预

测值的整体建模方法上，基本思想是希望利用神经网络

良好的非线性和学习特性，通过训练，自行寻找出符合

热误差规律的模型。从上述分析可以知，如果神经网络

能够寻找出Ｔ（ｔ）函数关系，再寻找出 Ａ（ｔ）函数关系，

最后综合获得模型，就可以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以及较

强的鲁棒性［１１１２］。

ＢＰ网络学习结果实际是调节网络各权值和偏置，使

其所有输出获得的输入与样本输出误差小于预定值，这可

以看作是高度逼近样本的非线性拟合。要想在拟合过程

中单独抽取Ｔ（ｔ）和 Ａ（ｔ），是没有理论和方法上的保障

的。特别由于 Ａ（ｔ）的随机性以及 ＢＰ网络学习的随机

性，基本不可能抽取出整合两种因素的良好函数特征。

同样，广义回归神经网络实际上比ＢＰ网络具有更佳

的拟合性能，但从前面的讨论可知，其更不容易分别抽取

Ｔ（ｔ）和Ａ（ｔ）的特征。从本文实验结果可知，ＢＰ网络和

级联网络基本不具备推广能力，而广义回归神经网络和径

向基网络则比ＢＰ网络具有更差的推广性能。

其实神经网络的泛化能力，一直是有关学者研究的

焦点之一［１３１５］。目前的结果表明，影响神经网络泛化问

题的众多因素中，网络结构的复杂性和样本的复杂性起

着重要作用。在网络结构方面，对于给定一组训练样

４２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４月



本，相同样本复杂性最小的结构具有最好的泛化能力是

一个基本原则。即达到相同训练精度的网络中，结构越

简单，泛化能力越好。在样本复杂性方面，主要体现在

样本质量和样本规模两个方面。如果样本分布越能体

现总体的真实分布，则样本质量越好。此外，网络学习

的影响体现为两个阶段，初始阶段随着学习精度的提

高，其泛化能力有所提升，但学习精度的进一步提高，则

可能进入泛化能力下降的阶段，亦即过拟合现象发

生［１６１７］。

考虑热误差补偿的实际情况，一个可用的较好方案

是在相应机床出厂前作一个简单的数据采集，并将采集

数据用于该机床热误差模型的相应参数。但这样的做

法只能够收集有限样本，同时，样本中也不可能包含不

同环境、不同时间段和各种工况的信息。这样的样本分

布不可能体现总体的真实分布，属于小样本、贫信息。

所以从样本复杂性上提升热误差模型的推广能力是不

太现实的。而网络结构方面，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采用简单的整体建模的神经网络，对于构建具有可实用

推广能力的热误差模型具有很大的难度。同样仅仅调

整学习精度，采用提前终止学习等常规提高泛化能力方

法对于构建实用的热误差模型还具有较大差距，因此，

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采用其他方法才有望能较好地解

决目前的推广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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