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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切片红外干燥温度神经网络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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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不同单位辐射功率和辐射距离下对山药切片进行了红外辐射干燥温度试验。基于温度试验数据，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神经网络工具箱，采用最速梯度下降法和 Ｌ Ｍ算法对这些数据分别进行了训练，将训练好的 ＢＰ神经网络

对山药切片进行温度预测。结果表明：Ｌ Ｍ算法优于传统的最速梯度下降法，提高了 ＢＰ神经网络的收敛速度和

泛化能力，预测误差较小，适用性较强，可较好地预测红外干燥过程中山药切片的温度变化。

关键词：山药　红外干燥　温度　Ｌ Ｍ算法　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ＴＱ０２８６＋７６；Ｓ６３２１；ＴＰ１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４）１１０２４６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 １２ ０６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 ０１ ２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１２７１９０８）和山东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助项目（鲁科农字 ［２０１２］６５号）
作者简介：张丽丽，博士生，山东理工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及贮藏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ｒａｓｓ０６０６＠１２６．ｃｏｍ
通讯作者：王相友，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及贮藏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ｘｙ＠ｓｄｕｔ．ｅｄｕ．ｃｎ

　　引言

红外辐射加热是红外线直接辐射到物料表面，

从而达到加热物料的目的
［１－４］

。准确获知红外干燥

过程中食品内部温度分布随时间的变化，就可通过

合理选择红外干燥参数和干燥工艺来保证干制品的

干燥品质。但在实际试验操作中，测定不同干燥试

验条件下物料的温度数据，工作量较大，而且由于红

外干燥过程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和时变性，传统求解

传热模型的预测方法由于其适应性、收敛性和预测

精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影响其应用效

果。

为了克服传统求解传热模型模拟温度场的局限

性，引入人工神经网络进行山药干燥过程的温度预

测。人工神经网络具有大规模并行分布式存储和处

理能力，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能力和鲁棒性比较

强
［５］
，只需借助样本数据，无需建立数学模型，就可

对其中的网络关系进行模拟。因此，本文在反向传

播（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ＢＰ）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分别
利用最速梯度下降法 （Ｓｔｅｅｐｅｓｔ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ｅｓｃ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ＧＤＭ）和 Ｌ Ｍ（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
法对山药的内部温度进行预测。

１　干燥试验材料和装置

１１　试验材料
基于山药组织结构具有各向同性的特点，选取

山药作为干燥样本。从淄博农贸市场购买的新鲜山

药（宫家细长毛），用电热恒温干燥箱测得其湿基含

水率为 ８０５％。试验之前把山药洗净、去皮，然后
将其切成直径为２０ｍｍ、厚度为２５ｍｍ的形状，用开
水将山药样本漂烫４～５ｍｉｎ，然后晾干待用。
１２　试验装置

红外干燥试验装置如图 １所示，主要由碳纤维
红外辐射加热管、在线称量系统、在线温度和湿度测

量和采集系统组成。加热管功率调节可通过控制系

统中的晶闸管实现，可实时调节干燥室内的温度和

湿度，并可在线采集和输出干燥过程中质量、温度和

湿度的实时数据。干燥过程中，相对湿度保持在

４０％左右。

图 １　红外干燥试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ｄｒｙｅｒｆ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１．天平　２．热电偶Ⅰ（测量物料温度）　３．红外加热管　４．升降

螺杆　５．排湿扇　６．循环风扇　７．热电偶Ⅱ（测量干燥室温度）

８．物料盘　９．湿度计　１０．计算机控制与数据采集系统



２　干燥试验

２１　不同干燥条件下山药切片含湿量变化
通过单因素试验发现，在不同单位辐射强度下，

山药的干燥时间变化比较明显，辐射强度越高，山药

的干燥时间越短；不同辐射距离对山药干燥过程影

响也比较显著，辐射距离越大，所需干燥时间越长，

如图２、３所示。图中含湿量比是干燥过程中任意时刻
的含湿量减去平衡含湿量的差与初始含湿量减去平衡

含湿量的差之比。由于单位辐射强度和辐射距离在山

药的干燥过程中均是重要影响因素，所以在测温过程

中把单位辐射强度和辐射距离作为主要干燥参数。

图 ２　不同单位辐射强度下山药的含湿量比变化

Ｆｉｇ．２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ｙａｍ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图 ４　各测温点温度随干燥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ａ）１号　（ｂ）２号　（ｃ）３号

图 ３　不同辐射距离下山药的含湿量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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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干燥条件下山药切片温度变化

试验安排为：在辐射强度为２７、３６、４５ｋＷ／ｍ２

的条件下，以辐射距离为１０、１５、２０ｍ分别进行了试
验。试验中单位辐射强度物料量为 ９８ｋｇ／ｋＷ。试
验中测量山药切片温度所用测温元件为 Ｋ型热电
偶（ＮｉＣｒ ＮｉＡｌ），探头直径 ０５ｍｍ。在样本上表面
处固定一个热电偶，此处记为１号测温点，在离样本
上表面１２ｍｍ及 ２０ｍｍ处分别再放入 ２个热电偶，
从上表面依次向下分别记为 ２号、３号测温点，然后
利用温度数据采集系统对各测温点温度进行实时采

集，每５ｓ记录一次。每次试验重复 ３次，取平均值
作为样本温度。

在实际干燥过程中，为了防止果蔬品质下降，果

蔬本身温度最好控制在８０℃以下，所以把８０℃作为
温度评价参考值，来讨论不同测温点处的样本温度

曲线，如图４所示。
样本上表面因为受红外线直接辐射，相对升温

最快，因此 １号测温点相对 ２号、３号测温点，达到
相同的温度所需时间最短。另外，３组测温点随着
红外辐射功率的变大，温度升高速度明显加快；在功

率为４５ｋＷ／ｍ２、辐射距离为 １０ｃｍ时，１号测温点
不到 ４ｍｉｎ就达到 ８０℃；而相同辐射条件下，３号
测温点７ｍｉｎ后才达到８０℃。在试验过程中，单位
辐射强度为 ４５ｋＷ／ｍ２时，持续加热一段时间后，
山药褐变严重，该褐变是美拉德反应所致；因为在

辐射强度为 ４５ｋＷ／ｍ２时，温度很快就高于 ８０℃，
这时对褐变起主要作用的两种酶 ＰＰＯ和 ＰＯＤ都
已经失活，所以山药切片不会发生酶促褐变反

应
［６－７］

。

从图 ４中可以看出，辐射距离也直接影响红外
线的辐射强度，从而影响温升规律。根据逆二次方

定律，辐射能量随着与辐射器距离的平方来衰减，所

以辐射器与物料的距离愈小，辐射强度愈大，温度效

率也越高。但在实际干燥过程中，发现辐射距离也

不能过小，辐射距离太小使山药吸收的辐射能增加，

易使其毛细管堵塞，导致山药表面硬化，从而影响山

药的干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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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神经网络预测及结果分析

３１　最速梯度下降法与 Ｌ Ｍ算法原理比较
人工神经网络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黑箱模型，它

是一系列由输入神经元求取输出神经元的映射组

成
［８－９］

。当网络经过训练学习后，网络的各项参数

可以使网络输入准确地对应出相应的输出。经典的

ＢＰ神经网络反向传播算法是运用最速梯度下降法
调整网络中各层各节点的权值 ω和阈值 θ，按照当
前时刻各样本的实际值与网络输出值误差平方和负

梯度方向进行修正调整得出最优解
［１０－１１］

，但该法

有时收敛速度慢，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而 Ｌ Ｍ
算法是为了在以近似二阶训练速率进行修正时避免

计算 Ｈｅｓｓｉａｎ矩阵而设计的，采用 Ｌ Ｍ训练方法
时，Ｈｅｓｓｉａｎ矩阵 Ｈ可近似替换为［１２－１３］

Ｈ＝ＪＴＪ （１）
梯度 ｇ为

ｇ＝ＪＴｅ （２）
式中　Ｊ———雅可比矩阵

ｅ———网络训练误差向量
３２　网络结构设计

在红外干燥过程中，辐射体的辐射强度、辐射距

离以及干燥时间均对物料的温度变化起关键作用，

所以选取上述３个参数作为输入层向量，输入层神
经元个数即为３；输出层向量为样本温度，输出层神
经元个数为 １；输入层节点传递函数采用 ｔａｎｓｉｇ函
数，输出层节点传递函数选用 ｐｕｒｅｌｉｎ函数。隐含层
神经元的数目可以根据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定理初步确
定

［１４－１５］
为４～１２个，然后根据网络的实际训练情况

确定，在满足一定精度的条件下一般取较小的数值。

通过对不同隐含层节点个数的８次训练平均误差进
行比较，隐含层节点为９时的平均误差最小，所以确
定隐含层节点数为９个。

综合以上分析，采用 ３×９×１单隐层 ＢＰ网络
模型对红外辐射加热条件下的物料温度进行预测，

网络模型结构图如图５所示。隐含层传递函数选用
ｔａｎｓｉｇ函数。
３３　预测结果对比

调用 Ｍａｔｌａｂ神经网络工具箱中的 ｎｅｗｆｆ函数建
立网络，最大迭代次数设为 ３００，最大迭代误差设置
为０００１。因干燥过程中所采集的温度数据量较
大，所以从中选取 １００组温度试验数据作为训练样
本，将这些温度数据归一化之后，利用最速梯度下降

法对网络进行训练，训练结果如图６ａ所示。可以看
出，网络经过１９８次训练，才收敛于目标误差。利用
Ｌ Ｍ算法对上述网络进行训练，经过８次训练目标

图 ５　预测山药温度的神经网络模型结构图

Ｆｉｇ．５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ｏｆｙａｍ’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误差就达到 ００００１５７４６４，网络收敛速度很快，如
图６ｂ所示。两种算法的对比结果表明，经过 Ｌ Ｍ
算法对 ＢＰ网络进行改进后，网络的计算速度明显
加快，收敛速度也迅速提高。网络训练完后，分别对

两种算法得出的数据完成反归一化，得到温度的预

测结果。

图 ６　ＳＧＤＭ算法与 Ｌ Ｍ算法的训练结果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ＧＤ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Ｌ 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ＳＧＤＭ算法　（ｂ）Ｌ Ｍ算法

　

为了验证两种算法的网络预测精度，随机选取

辐射功率 ３６ｋＷ／ｍ２，辐射距离 １０、１５和 ２０ｃｍ，干
燥时间５、２５ｍｉｎ时的 １８组温度数据作为测试样
本。基于上述网络对测试样本分别进行网络测试，

得到的温度预测值以及测试值如表１所示。把预测
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最速梯度下降法预测偏差最大

达到５７℃，而 Ｌ Ｍ优化算法的预测偏差最大只有
１３℃。把两种算法的实测值和预测值进行回归分
析，最速梯度下降法的回归方程为 ｙ１＝０９８３２ｘ＋

４４７１，决定系数 Ｒ２ 为 ０９５２１，均方根误差为
２０８１；而Ｌ Ｍ优化算法的回归方程为 ｙ２＝１０３ｘ－

２０３７，决定系数 Ｒ２为０９９２９，均方根误差为０８２１３，
回归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 Ｌ Ｍ优化算法神经网
络模型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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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温度实测值和预测值的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干燥时间／
ｍｉｎ

辐射距离／
ｃｍ

样本号
样本温度实测

值／℃
ＳＧＤＭ温度预测

值／℃
ＳＧＤＭ预测
偏差／℃

Ｌ Ｍ温度预测
值／℃

Ｌ Ｍ预测
偏差／℃

１ ６９４ ７４９ ５５ ６８５ ０９
１０ ２ ６４１ ６６６ ４５ ６３８ ０３

３ ６２９ ６１０ １９ ６１６ １３
１ ６７３ ７０８ ３５ ６６９ ０４

５ １５ ２ ６２５ ６８４ ５９ ６３５ １０
３ ６０１ ６４０ ３９ ６１４ １３
１ ６５９ ６９１ ３２ ６５２ ０７

２０ ２ ６２１ ６５７ ３６ ６１３ ０８
３ ６０７ ６４２ ３５ ６０９ ０２
１ ８３２ ８７７ ４５ ８２９ ０３

１０ ２ ８２１ ８６８ ４７ ８１９ ０２
３ ８１７ ８４４ ２７ ８１５ ０２
１ ８１５ ８５９ ４２ ８２５ １０

２５ １５ ２ ８１０ ８２２ １２ ８１７ ０７
３ ８０９ ８１９ １０ ８２２ １３
１ ８０１ ８５８ ５７ ８１３ １２

２０ ２ ８００ ８１９ １９ ８１０ １０
３ ７９８ ８０５ ０７ ８０３ ０５

４　结束语

由 Ｌ Ｍ优化算法和 ＳＧＤＭ算法优化的神经网
络模型对山药切片的温度预测结果可以看出，基于

Ｌ Ｍ优化算法的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偏差最大只有

１３℃，而 ＳＧＤＭ算法的预测偏差最大达到 ５７℃，
并且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了 Ｌ Ｍ优化算法的
可靠性，因此利用 Ｌ Ｍ算法优化后的 ＢＰ神经网络
模型预测红外干燥过程中物料的温度变化是可行

的。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ｈａｒｍａＧＰ，ＶｅｒｍａＲＣ，ＰａｔｈａｒｅＰ．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ｏｎｉｏｎｓｌｉｃ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７１（３）：２８２－２８６．

２　Ｊｏｎｅｓ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ｄｒｙ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ＭｕｊｕｍｄａｒＡＳ．Ｄｒｙｉｎｇ９２．Ａｍｅ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２．
３　ＭｉｈｏｕｂｉＤ，ＴｉｍｏｕｍｉＳ，Ｚａｇｏｕｂａ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ｃａｒｒｏｔｓｌ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ＩＲｈｅａｔｓｏｕｒｃｅ［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９，４８（３）：８０８－８１５．

４　ＨａｓａｎＴ．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ｆｒｅｓｈａｐｐｌｅｓｌｉｃ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７１（３）：３１１－３２３．
５　夏慧鹏，王希波，邓康耀，等．柴油机增压系统瞬态特性测控系统［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７，３８（２）：４８－５１．
ＸｉａＨｕｉ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ｂｏ，ＤｅｎｇＫａｎｇｙａｏ，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ｔｕｒｂｏ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ｄｉｅｓ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３８（２）：４８－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ＫｕｍａｒＶ，ＫｕｍａｒＭ，Ｋｕｍａ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ｉｍｅｂｌａｎｃｈｉｎｇｏｎｄｒｙｉｎｇ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ｆｙａｍｃｈｉｐ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２１（１）：７－１６．

７　ＣｈｉｌａｋａＦＣ，ＥｚｅＳ，ＡｎｙａｄｉｅｇｗｕＣ，ｅｔａｌ．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ｙａｍ：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ｏｒ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ｏ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２，８２（８）：８９９－９０３．

８　张孔远，肖强，刘宾，等．人工神经网络在汽柴油混合加氢脱硫中的应用［Ｊ］．石油化工，２０１３，４２（８）：８７０－８７４．
ＺｈａｎｇＫｏｎｇ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Ｂｉｎ，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ｅｓｕｌｆ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ｄｉｅｓｅｌ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Ｊ］．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２（８）：８７０－８７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ＢｅｌｌｏｓＧＤ，ＫａｌｌｉｎｉｋｏｓＬＥ，ＧｏｕｎａｒｉｓＣＥ，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ＨＤＳｒｅａｃｔｏｒｓｕｓｉｎｇａｈｙｂｒｉｄ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５，４４（５）：５０５－５１５．

１０　董长虹．Ｍａｔｌａｂ神经网络与应用［Ｍ］．２版．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１　周志华，曹存根．神经网络及其控制［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２　ＭＡＴＬＡＢ中文论坛．ＭＡＴＬＡＢ神经网络 ３０个案列分析［Ｍ］．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　ＨａｇａｎＭＴ，ＤｅｍｕｔｈＨＢ，ＢｅａｌｅＭＨ．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ｓｉｇｎ［Ｍ］．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ＰＷ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５．
１４　王波雷，马孝义，郝晶晶．基于 Ｌ Ｍ优化算法的喷头射程神经网络预测模型［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８，３９（５）：３５－４０．

ＷａｎｇＢｏｌｅｉ，ＭａＸｉａｏｙｉ，Ｈａｏ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ｎｏｚｚｌｅｒａｎ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Ｌ 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３９（５）：３５－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任自中，冯明志，李江，等．高增压系统相继增压技术的试验研究［Ｊ］．柴油机，２００１，２３（６）：１８－２３．
ＲｅｎＺｉｚ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ｉ，Ｌｉ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ｈｉｇｈｌｙ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Ｄｉｅｓ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２００１，２３（６）：１８－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下转第 ３３６页）

９４２第 １１期　　　　　　　　　　　　　张丽丽 等：山药切片红外干燥温度神经网络预测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ｐｕｌｓｅｅｃｈｏｓｉｇｎａｌ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ＦＲＰ）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ｂｅｒ
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ｒｅｓｉｎｌａｙｅｒｉｎＣＦＲＰ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ｐｏｒｏｕｓｆｉｂｅｒ
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ｔｈｉｃｋｈａ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ｌｓｅｅｃｈｏｓｉｇｎ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ｆｒｏｍＣＦＲＰ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ｐｕｌｓｅｅｃｈｏｓｉｇ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ｗａｓ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ｆｉｂｅｒ／ｒｅｓｉｎｌａｙ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ｏｒｏｕｓ
ｆｉｂｅｒｌａｙ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ｈｉｃｋｒｅｓｉｎｌａｙ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ｏｂ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ｈｅｎ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ＦＲＰ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ｗａ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ＣＦＲＰ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ｗｉｔｈｖｏｉｄ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ＣＦＲＰ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ｖｏｉｄｓｗ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ｈａ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ｍａ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　Ｖｏｉｄｔｅｓｔｉｎｇ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ｐｕｌｓｅｅｃｈｏｍｅｔｈ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ｏｍａｉｎ

（上接第 ２４９页）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Ｙａｍｕｎｄｅ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Ｄｒｙ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ＺｈａｎｇＬｉｌｉ１，２　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ｏｕ２　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ｅｎｇ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ｉｂｏ２５５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ｄｒｙ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ｏｆｙａｍ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ｄｒｙｉｎｇｔｉｍｅｐｌａｙｅ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ｙａｍ．Ｔｈｕｓ，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ｄｒｙ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ｓ
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ｌａｙｅｒｓ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Ａ３×９×１ｓｉｎｇｌｅｈｉｄｄｅｎｌａｙｅｒＢ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ｔｅｅｐｅｓｔ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ｅｓｃ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ｏｆｙａｍ．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１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ａｓ５７℃．Ｉｔｗ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ｔｈｅｓｔｅｅｐｅｓｔ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ｅｓｃ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ｙａｍ 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ｄｒｙ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ｙ
ｕｓｉｎｇ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ｂｙＬ 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ａｍ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ｄｒｙ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６３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