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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升大型半自磨机的磨矿性能，建立了半自磨机离散元模型，将离散元仿真结果和试验测试结果进行了对

比，验证了所建离散元模型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影响磨矿性能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规律，应用层次分析

法构造了因素与指标之间的层次结构和判断矩阵，建立了磨矿性能评价指标预测模型。应用该模型优化了某大型

半自磨机的主要磨矿性能影响因素，与优化之前对比，比功率和钢球与矿料总有效碰撞次数分别提高了 １０７８％、

１５４７％，衬板最大磨损高度降低了 １０８１％，综合磨矿性能提高了 １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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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国内大型半自磨机优化设计方法尚不成熟，磨

矿过程中，由于破碎矿料的能耗占磨机总能耗的比

例较低，存在能耗和钢耗较高、衬板磨损造成更换频

率过高的情况。因此，大型半自磨机磨矿性能参数

的调试和优化是磨机行业的技术难题之一。

在磨矿性能优化方面，ＤＪＯＲＤＪＥＶＩＣ等［１－２］
和



ＭＡＬＥＫＩ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等［３］
研究表明，衬板形状改

变时，介质运动会发生较大变化。ＳＩＬＶＡ等［４］
和

ＥｌＲＡＨＭＡＮ等［５］
在衬板形状的基础上引入了更多

变量，改善了功率预测模型。针对颗粒间的碰撞大

都是低能的问题
［６－７］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等［８－９］
提出了颗

粒发生累积破碎的最小冲击能阈值，并对颗粒破碎

概率进行了预测。ＤＥＬＡＮＥＹ等［１０］
对半自磨机颗粒

破碎的能量阈值进行了分析。针对钢球和矿料对衬

板冲 击 和 磨 削 而 引 起 磨 损，ＫＡＬＡＬＡ 等［１１］
和

ＦＲＡＮＫＥ等［１２］
基于离散元法对衬板磨损特性进行

了预测。ＲＥＺＡＥＩＺＡＤＥＨ等［１３－１４］
研究表明，衬板磨

损会降低磨矿效果，可通过增加磨机转速进行改善。

ＪＯＮＳ?Ｎ等［１５－１６］
通过 ＤＥＭ ＦＥＭ耦合方法分析了

衬板的变形。ＯＷＥＮ等［１７］
基于试验优化设计方法，

研究了介质运动轨迹与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离散元法对大型半自磨机进行建模分

析，模拟钢球运动轨迹，基于试验台对离散元模型进

行合理性验证。研究各主要因素对磨矿性能的影响

规律，结合均匀设计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半自磨机影

响因素进行优化分析。

１　离散元建模仿真及验证

１１　结构简化与离散元模型建立

大型半自磨机运行中，筒体内矿浆很少，可以不

考虑矿浆的影响，同时忽略钢球和矿料的轴向移动，

因此截取轴向长度为 ５００ｍｍ的筒体建立离散元仿
真模型。筒体和衬板结构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 １　大型半自磨机筒体和衬板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ｌａｒｇｅｔｙｐｅＳＡＧ

ｍｉｌｌ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ａｎｄｌｉｎｅｒ

　　　参数 数值

筒体内径／ｍｍ ９１３８

有效直径／ｍｍ ８９５８

截取筒体轴向长度／ｍｍ ５００

衬板底部厚度／ｍｍ ９０

衬板顶边长度／ｍｍ １２０

衬板高度／ｍｍ １８０

衬板倾角／（°） ２０

　　在离散元仿真过程中，钢球和矿料的材料属性
及其碰撞参数如表２所示。

根据上述仿真参数，建立了离散元模型，筒体内

颗粒的静态分布情况如图 １所示。在图 １中，不同
直径的颗粒赋予了不同的颜色，直径 １２５ｍｍ的钢
球和 １５０、１３０、１１０、９０ｍｍ的矿料分别用 Ｇ１２５和
Ｋ１５０、Ｋ１３０、Ｋ１１０、Ｋ９０表示，Ｋ１５０、Ｋ１３０、Ｋ１１０和
Ｋ９０分别占总矿料的３５％、２０％、１５％和 ３０％（质量

　　 表 ２　钢球和矿料的材料属性和碰撞参数

Ｔａｂ．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ｔｅｅｌｂａｌｌａｎｄｏｒｅａｎｄ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数值

钢球密度／（ｋｇ·ｍ－３） ７８００

矿料密度／（ｋｇ·ｍ－３） ２６２０

钢球 钢球摩擦因数 ０５

钢球 钢球恢复系数 ０８

钢球 矿料摩擦因数 ０５

钢球 矿料恢复系数 ０５

矿料 矿料摩擦因数 ０５

矿料 矿料恢复系数 ０３

图 １　钢球和矿料的静态分布及局部放大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ｔ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ｔｅｅｌｂａｌｌａｎｄｏｒｅ
　
分数）。

１２　理论计算与仿真结果对比
分析钢球运动规律时，假设介质在层层运动时，

不产生相互干涉现象；层与层之间以及与衬板冲击

碰撞、磨削时，忽略滑动效果；忽略矿料对钢球运动

的影响；外层单个钢球可作为具有质量的质点。

假设钢球由脱离点 Ａ离开筒体时，由 Ａ点钢球
的受力关系可知

ｍＲω２＝ｍｇｃｏｓα （１）
因此，最外层钢球的脱离角为

α＝ａｒｃｃｏｓ（ω２Ｒ／ｇ） （２）
式中　α———与 ｚ方向所成的脱离角

ω———筒体角速度
ｍ———钢球质量　　Ｒ———筒体半径

钢球离开 Ａ点而上升的高度 ｈ（最高点与脱离
点之间的垂直距离）为

ｈ＝（ｖｓｉｎα）２／（２ｇ） （３）
式中　ｖ———钢球脱离 Ａ点时的速度
以最外层单个钢球为分析对象，进行钢球脱离角和

上升高度的分析。离散元仿真时间为 ２５ｓ，钢球在
２５ｓ内的运动轨迹（离散元仿真中的 ｘ ｚ方向）如
图２所示。

自 磨 机 转 速 率 为 ７５％ 时，角 速 度 ω ＝
１１１３３ｒａｄ／ｓ，由式（２）可知，该转速下钢球理论脱
离角 α为 ５５５３５°。在模拟过程中，最外层钢球刚
离开筒体内壁时脱离角为５６８００１°，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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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单个钢球 ２５ｓ内的运动轨迹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ｅｌｂａｌｌｉｎ２５ｓ
　

图 ３　介质脱离角及局部放大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ｕｍ
　
在４～２５ｓ时间段内，该钢球在筒体竖直 ｚ方向

的位移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 ４　钢球在 ｚ方向的位移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ｅｅｌｂａｌｌｉｎｚ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由式（３）可知，钢球离开筒体后，理论上升高度

为 ｈ＝８６１ｍｍ。由图 ３和图 ４可知，钢球在刚好离
开筒体时的 ｚ方向高度为 ２４１７ｍｍ，且离开筒体后
在８１８ｓ时刻上升到最大高度为３３５７ｍｍ。在仿真
过程中钢球上升的高度为 ｈ＝９４０ｍｍ。由此可见，
脱离角和上升高度的仿真值与理论值之间的相对误

差分别为２２８％、９１８％。

１３　离散元模型的验证

磨机试验台直径 ９００ｍｍ，长度 １４００ｍｍ，其主
体结构如图５所示，试验台由电动机、减速器、齿轮、
筒体和静压轴承等组成，筒体内安装了波形衬板。

根据现有试验条件，选取钢球填充率 φ为 ４％、
７％、１０％、１３％、１６％、１９％、２２％和 ２５％共 ８种不
同工况进行测试，得到不同工况时的钢球运动轨迹。

通过离散元模型对这 ８种工况进行了模拟，仿真结

图 ５　磨机试验台

Ｆｉｇ．５　Ｔｅｓｔｂｅｎｃｈｏｆｍｉｌｌ
　

果和试验测试的钢球运动状态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 ６　钢球运动状态仿真结果与测试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ｅｅｌｂａｌｌｍｏｔｉｏｎ
　
　　由图６可知，离散元仿真的钢球运动状态与试
验测试运动状态一致。当钢球数量最低时，如图 ６ａ
所示波形衬板并不能将钢球大幅提升，钢球只是逆

时针偏转较小的角度；以图 ６中端口轴心位置为基
准，钢球的上升高度明显低于轴心位置。当钢球数

量越来越多时，碰撞也变得更加剧烈，且提升高度也

越来越高，钢球脱离筒体时的高度逐渐超过端口轴

心位置。如图６ａ所示，令 θ为钢球底角区位置与竖
直方向的夹角，不同填充率时 θ的变化曲线如图 ７
所示。

由图７可以看出，随着钢球填充率的增大，θ也
呈逐渐递增的趋势，且增幅有所变缓；试验值略大于

仿真值。总体来看，仿真值与试验测试值的变化规

律一致，但在填充率２５％时仿真值与试验值相对误
差最大为１１４４％，在填充率４％时相对误差最小为
４６６％。误差产生原因为静压轴承支座的刚度不足
以及试验时磨机整体产生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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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离散元模拟和试验测试结果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　影响磨矿性能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规律

２１　基于均匀设计法的仿真方案选取

选取设计表为 Ｕ２０（２０
１１
），仿真试验方案和结果

如表３所示，表中 ｙ１为比功率，ｙ２为钢球与矿料有

效碰撞次数，ｙ３为衬板最大磨损高度
［１８］
；ｘ１为转速

率，ｘ２为填充率，ｘ３为衬板数量，ｘ４为衬板高度，ｘ５
为衬板倾角的实际值。

表 ３　Ｕ２０（２０
１１）试验方案及仿真结果

Ｔａｂ．３　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２０（２０
１１）

序号
ｘ１／

％

ｘ２／

％
ｘ３

ｘ４／

ｍｍ

ｘ５／

（°）

ｙ１／

（ｋＷ·ｔ－１）
ｙ２

ｙ３／

ｍｍ

１ ７０ ３００ ５２ １９０ ３１ １７５０ ２３９９０ ３６６３×１０－５

２ ８１ ２４５ ４３ １５５ ２６ ２１３２ ３０７９２ ３２０８×１０－５

３ ６６ ３２０ ６０ １２０ ２１ １５５７ １７７４７ １８９５×１０－５

４ ７７ ２６５ ５１ ２１５ １６ １９３５ ２７９８３ ３０５０×１０－５

５ ６２ ３４０ ４２ １８０ １１ １４１６ １６２６９ １３５０×１０－５

６ ７３ ２８５ ５９ １４５ ３２ １８７８ ２５１８２ ３０４８×１０－５

７ ８４ ２３０ ５０ １１０ ２７ ２２７７ ２９９５７ ４８８１×１０－５

８ ６９ ３０５ ４１ ２０５ ２２ １７１０ ２２５２５ ２９８１×１０－５

９ ８０ ２５０ ５８ １７０ １７ ２０９９ ２９６６５ ５１７７×１０－５

１０ ６５ ３２５ ４９ １３５ １２ １５４２ １７２３４ ２０５５×１０－５

１１ ７６ ２７０ ４０ １００ ３３ １９７９ ２６３０３ ２３５２×１０－５

１２ ６１ ３４５ ５７ １９５ ２８ １３８８ １６９２５ １０４６×１０－５

１３ ７２ ２９０ ４８ １６０ ２３ １８３４ ２３０９４ ３０６０×１０－５

１４ ８３ ２３５ ３９ １２５ １８ ２２５５ ３０３７８ ５４１２×１０－５

１５ ６８ ３１０ ５６ ２２０ １３ １６２０ １８９０３ １７３８×１０－５

１６ ７９ ２５５ ４７ １８５ ３４ ２１２４ ３１２３２ ３６５９×１０－５

１７ ６４ ３３０ ３８ １５０ ２９ １５１３ １７４１６ ０９０１×１０－６

１８ ７５ ２７５ ５５ １１５ ２４ １９５２ ２３９９８ ３９０５×１０－５

１９ ６０ ３５０ ４６ ２１０ １９ １３３５ １４１６６ １９７４×１０－５

２０ ７１ ２９５ ３７ １７５ １４ １７９１ ２２５６７ ２６９３×１０－５

优化前 ８０ ３２０ ６０ １８０ ２０ １９６７ ２７８４１ ４８９２×１０－５

２２　磨矿性能评价指标对应的最佳影响因素
依据表３数据，进行二次多项式逐步回归分析，

优化后的比功率、钢球与矿料有效碰撞次数和衬板

最大磨损高度预测模型分别为

ｙ１＝－８９８７＋０４１１７ｘ１－８３１４５×１０
－４ｘ１ｘ３＋

１７５５×１０－３ｘ３ｘ５－２２８２６×１０
－３ｘ２ｘ５ （４）

ｙ２＝－２５７３０９９３＋６８５６８３ｘ１＋１６０１ｘ４ｘ５－

９１３９ｘ２ｘ５－０１８７ｘ３ｘ４＋２９３６ｘ
２
５ （５）

ｙ３＝－３４４９＋１４６４×１０
－３ｘ２１－４１７２×１０

－３ｘ２５＋

１１２４×１０－３ｘ４ｘ５－２４５８×１０
－４ｘ１ｘ４ （６）

Ｒ２和 Ｒ２值越接近 １，方程效果越好；Ｐ值越小
越好。由表 ４各方程的决定系数 Ｒ２大于 ０８，方程
显著性水平 Ｐ００１，且 Ｆ＝８９０４７８＞Ｆ００１（４，２０）＝
４４３，Ｆ＝４２８３３４＞Ｆ００１（５，１９）＝４１７和 Ｆ＝
２０９４２＞Ｆ００１（４，２０）＝４４３，可知 ３个回归方程预
测模型代表性较强。

表 ４　回归方程参数

Ｔａｂ．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方程 Ｒ２ Ｒ２ Ｆ Ｐ

ｙ１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３ ８９０４７８ ３２２×１０－２２

ｙ２ ０９９１ ０９８９ ４２８３３４ ７７２×１０－１９

ｙ３ ０８０７ ０７６９ ２０９４２ ６４１９×１０－７

　　对式（４）～（６）进行全局搜索求解，可知，当转
速率为 ８４％、填充率为 ２３％、衬板数量为 ３８、高度
为１３０ｍｍ、倾角为 ３５°时，比功率可取得最大值
２２９１ｋＷ／ｔ；当转速率为８４％、填充率为 ２３％、衬板
数量为３６、高度为 ２０８ｍｍ和倾角为 ３５°时，钢球与
矿料总的有效碰撞次数最大为 ３５８８０，此时矿料的
破碎效果最好；当转速率为６０％、高度为２２０ｍｍ、倾
角１１°时，衬板磨损高度最小为 ７９１×１０－６ｍｍ，此
时衬板的磨损程度最小。

３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综合磨矿性能优化

磨矿性能每一评价指标所对应的最佳影响因素

组合并不一致，因此需要结合层次分析法，综合考虑

３个指标对磨矿性能的影响，建立磨矿性能综合评
价预测模型，得到最优影响因素组合。

设 Ｕ为磨矿性能综合评价指标集，Ｐ＝（Ｐ１，Ｐ２，

Ｐ３）＝（比功率，钢球与矿料有效碰撞次数，衬板最
大磨损高度）；ω＝（ω１，ω２，ω３），ω１、ω２和 ω３分别为
比功率、钢球与矿料有效碰撞次数和衬板最大磨损

高度的权重。因为 Ｐ１、Ｐ２、Ｐ３单位不一致，需对其进
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比功率、钢球与矿料有效碰

撞次数值越大越好，衬板最大磨损高度越小越好，无

量纲化公式为

Ｐｉｊ＝（ｘｉｊ－ｘｉｍｉｎ）／（ｘｉｍａｘ－ｘｉｍｉｎ）
（ｉ＝１，２；ｊ＝１，２，…，２０） （７）

式中　ｘｉｊ———比功率、钢球 矿料有效碰撞次数实际值

Ｐｉｊ＝（ｙｉｍａｘ－ｙｉｊ）／（ｙｉｍａｘ－ｙｉ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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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３；ｊ＝１，２，…，２０） （８）
式中　ｙｉｊ———衬板最大磨损高度实际值

评价指标函数为

Ｕｊ＝ω１Ｐ１ｊ＋ω２Ｐ２ｊ＋ω３Ｐ３ｊ （９）
所得的数据集 Ｕ可作为磨矿性评价指标集。
３１　因素与指标间的层次结构

将所有影响因素和指标分组设层，该结构模型

有３层，如图 ８所示。综合评价指标（磨矿性能）Ａ
处于目标层，而准则层为比功率 Ｃ１、钢球 矿料有效

碰撞次数 Ｃ２和衬板最大磨损高度 Ｃ３３个指标，因素
层为转速率 Ｂ１、填充率 Ｂ２、衬板数量 Ｂ３、高度 Ｂ４和
倾角 Ｂ５５个因素。

图 ８　因素与指标间的层次结构

Ｆｉｇ．８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３２　构造判断矩阵

依据层次结构模型，通过该层与上一层某一因

素进行相对重要性比较，构造判断矩阵。在两因素

Ｍ和 Ｎ重要度分析时，采用 １～９比例标度进行赋
值，如表５所示。

表 ５　因素重要度对比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

比例尺度（Ｍ／Ｎ） Ｍ与 Ｎ相比较，重要度定义

１ Ｍ与 Ｎ一样重要

３ Ｍ与 Ｎ稍微重要

５ Ｍ与 Ｎ明显重要

７ Ｍ与 Ｎ重要得多

９ Ｍ与 Ｎ极为重要

２，４，６，８ Ｍ与 Ｎ重要度介于上述２个等级之间

１，１／２，…，１／９ Ｍ与 Ｎ重要度比较值为上述值的倒数

３３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层次单排序是指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对于层次结

构中上一层某因素而言，本层次中各因素的相对重

要性排序。当得到 λｍａｘ后，需进行一致性检验，以保
证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检验方法为

ＣＲ＝ＣＩ／ＲＩ （１０）
其中 ＣＩ＝（λｍａｘ－ｎ）／（ｎ－１） （１１）
式中　λｍａｘ———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ｎ———矩阵阶数　　ＣＲ———一致性比率
ＣＩ———一致性指标
ＲＩ———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可通过表６查得
［１９］
。

表 ６　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
Ｔａｂ．６　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ｉｎｄｅｘＲＩ

ｎ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ＲＩ ０５８ ０９０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５ １４９

　　若 ＣＲ＜０１，则判断矩阵的不一致性程度在容
许范围内，矩阵可以接受，其特征向量可作为权向

量；否则需对矩阵作进一步调整。

３４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层次总排序是确定某层的所有因素相对于目标

层重要性的排序权值过程。由图 ８可知，准则层有
Ｃ１、Ｃ２和 Ｃ３共３个因素，且对目标层 Ａ的排序分别

为 ωｃ１、ω
ｃ
２、ω

ｃ
３；因素层有 Ｂ１、Ｂ２、Ｂ３、Ｂ４和 Ｂ５共 ５个

因素，准则层中因素的层次单排序分别为 ωｂ１ｊ，ω
ｂ
２ｊ，

…，ωｂ５ｊ。因素层 Ｂ层的层次总排序为

Ｂ１：ω
ｂ
１ ＝∑

ｍ

ｊ＝１
ωｃｊω

ｂ
１ｊ

Ｂ２：ω
ｂ
２ ＝∑

ｍ

ｊ＝１
ωｃｊω

ｂ
２ｊ



Ｂ５：ω
ｂ
５ ＝∑

ｍ

ｊ＝１
ωｃｊω

ｂ
５















ｊ

（１２）

对该层次总排序来说，同样也需对其进行一致

性检验，检验公式为

ＣＲ＝∑
ｍ

ｊ＝１
ωｃｊＣＩ∑

ｍ

ｊ＝１
ωｃｊＲＩ （１３）

同样当 ＣＲ ＜０１时，即认为层次总排序通过
检验。

３５　各层次结构的权重计算
在半自磨机实际运行中，应先保证矿石的破碎

效果，因此钢球与矿料有效碰撞次数对总目标磨矿

性能的影响相对较大。磨矿过程中，功耗所占比重

较大，虽然由于衬板磨损等原因对磨机的经济性和

磨矿性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如能有效降低

功耗，可节约更多的成本。因此，在权值计算时，可

认为比功率对目标层来说重要性稍大于衬板最大磨

损高度，而又稍低于钢球与矿料有效碰撞次数。根

据重要度定义，构建的判断矩阵为

ＱＣＡ＝
１ １／２ ２
２ １ ３
１／２ １／









３ １

（１４）

根据和积法计算，得到３个指标的权重向量 ωｃ＝

（０２９７２，０５３９０，０１６３８），最 大 特 征 值 λｍａｘ ＝
３００９２，ＣＲ＝０００７９＜０１，满足一致性检验。同
理，在比功率、有效碰撞次数和衬板最大磨损高度预

测模型中，构建的判断矩阵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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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ＢＣ１＝

１ ３ ５ ７ ９
１／２ １ ２ ３ ５
１／５ １／２ １ ２ ３
１／７ １／３ １／２ １ ２
１／９ １／５ １／３ １／















２ １

（１５）

ＱＢＣ２＝

１ ３ ７ ５ ２
１／３ １ ３ ２ １
１／７ １／３ １ １／２ １／５
１／５ １／２ ２ 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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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５ ３ １

（１６）

ＱＢＣ３＝

１ ７ ５ ３ ４
１／７ １ １／２ １／５ １／３
１／５ ２ １ １／３ １／２
１／３ ５ ３ １ ２
１／４ ３ ２ １／















２ １

（１７）

和积法求解过程如下：首先将判断矩阵按列进

行规范化处理

ａｉｊ＝ａｉｊ∑
ｎ

ｉ＝１
ａｉｊ （１８）

然后将规范化后的矩阵按行相加得到和向量

Ｗｉ (＝ ∑
ｎ

ｊ＝１
ａ )ｉｊ （１９）

接着对矩阵进行行平均计算，可得权重向量

Ｗｉ＝Ｗｉ∑
ｎ

ｉ＝１
Ｗｉ （２０）

最后计算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λｍａｘ。权重向量即
是判断矩阵 Ａ的最大特征值 λｍａｘ所对应的归一化后
的特征向量。

λｍａｘ＝∑
ｎ

ｉ＝１
（（ＡＷｉ）ｉ／（ｎＷｉ）ｉ） （２１）

式中　ａｉｊ———判断矩阵中的值
Ｗｉ———规范化矩阵的和向量

Ｗｉ———矩阵的权重向量

经过计算，因素层的 ５个因素相对磨矿性能评
价指标来说，由表 ７可知，ＣＲ ＜０１，满足一致性
检验。

表 ７　判断矩阵结果

Ｔａｂ．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

判断

矩阵
权重向量 λｍａｘ ＣＲ

ＱＢＣ１
Ｗ１＝（０５２８５，０２３０６，０１２２６，

００７４０，００４４３）
５１２８ ００２８５

ＱＢＣ２
Ｗ２＝（０４４７７，０１７７２，００５３２，

００８９６，０２３２１）
５０４４ ０００９８

ＱＢＣ３
Ｗ３＝（０４８９９，００５１１，００８６４，

０２３３１，０１３９５）
５０７９ ００１７７

　　由层次总排序检验式（１３）可得，ＣＲ＝００１５＜

０１，满足一致性检验。由式（１２）可得，因素层因素
对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别为 ０４７８６、０１７２４、
００７９３、０１０８６和０１６１１。由此可知，对磨矿性能
综合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转速率，最小的是衬板数量。

３６　磨矿性能综合预测结果与分析
比功率权重为０２９７２，钢球与矿料有效碰撞次

数权重为０５３９０，衬板最大磨损高度权重为０１６３８，
通过式（７）、（８）对 ３个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将数
据代入式（９）中，计算磨矿性能综合评价指标集，所
得结果为 Ｕ＝（０４７８２，０８７１７，０２９８３，０６７３３，
０２３０１，０５７４４，０８００６，０４４６９，０６９９７，０２７３２，
０６６２９，０２５０８，０４９９８，０７９０２，０３５７１，０８３７８，
０３０９５，０５３３７，０１２２０，０４８３７，０８７７７，０３７８６，
０７１７７，０２２４５，０５７２９）。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磨矿性能综合评价指标

集为

ｙＵ＝－２４０８＋００３３ｘ１－１５１３×１０
－４ｘ２３＋

３５６２×１０－４ｘ２５－００１２ｘ５－８３３５×１０
－５ｘ２ｘ４＋

０００６ｘ４＋４４０３×１０
－４ｘ２ｘ３－１０１０×１０

－５ｘ２４
（２２）

该综合预测模型，Ｒ２＝０９９１，Ｒ２＝０９８７，标准
误差估计值为 ００２６，且 Ｐ＝６２７１×１０－１５００１，
Ｆ＝２２３０３９＞Ｆ００１（８，１６）＝３８９，方程拟合效果符
合要求。

３７　磨矿性能优化及对比分析
对上述最优磨矿性能的工况进行仿真分析，并

与优化之前原工况下的指标值相比较，对比结果如

表８所示。

表 ８　优化前后对比结果

Ｔａｂ．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比功率／

（ｋＷ·ｔ－１）
有效次数

磨损高度／

ｍｍ
磨矿性能

优化前 １９６７ ２７８４１ ４８９２×１０－５ ０８３８６

优化后 ２１７９ ３２１４９ ４３６３×１０－５ ０９８３３

优化对比／％ １０７８ １５４７ １０８１ １７２５

　　优化后的比功率为 ２１７９ｋＷ／ｔ、钢球与矿料有
效碰撞次数为３２１４９、衬板最大磨损高度为４３６３×
１０－５ｍｍ，可见比功率、钢球与矿料总有效碰撞次数
分别提高了 １０７８％、１５４７％，表明磨机功率得到
了有效利用，矿料受到钢球冲击而产生的破碎效果

也得到了改善；衬板最大磨损高度降低了 １０８１％，
表明衬板的磨损程度相对减小。将表３中各影响因
素组合分别代入式（２２），所得结果与综合评价指标
集 Ｕ值进行对比，结合误差分析，得到原工况的综
合指标值为０８３８６，而最优综合预测模型指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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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８３３，因此综合磨矿性能得到改善，提高了
１７２５％。

４　结论

（１）建立了离散元模型，对比了脱离角和上升
高度的理论值与仿真值；测试了钢球运动轨迹，并与

离散元模拟结果进行对比，从而验证了离散元模型

的合理性。

（２）基于均匀设计方法，进行二次多项式逐

步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得到影响因素与评价指

标的数学模型及每一指标下的最佳影响因素

组合。

（３）应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综合评价指标下的
最佳影响因素组合：当转速率为 ８４％、填充率为
３５％、衬板数量为 ５２、高度为 ２００ｍｍ和倾角为 ３５°
时，比功率及钢球与矿料总有效碰撞次数分别提高

了 １０７８％、１５４７％，衬板最大磨损高度降低了
１０８１％，综合磨矿性能提高了１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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