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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叶片动力参数变化规律的数值模拟与

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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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力发电机叶片的结构动力特性是叶片结构设计时考虑的重要方面，其动力特性对于整个风力机的安全

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研究损伤引起的结构自振频率的变化规律，从有限元模拟以及试验两方面结合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比两种研究方法所得的固有频率值的变化规律，找出他们的共性，从而互相印证结果的正确性。结果表明，叶

片的固有频率值受损伤位置、损伤大小以及叶片转速的影响。加权柔度曲率损伤指标在损伤位置处产生突变，从而可

判断其损伤位置，根据突变值的大小确定其损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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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Natural Frequencies of Damaged Blades

GU Yongqiang , FENG Jinfei , JIA Baohua , ZHANG Zhewei

(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Inner Mongolia, China )

Abstract : The structural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wind turbine blades are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design of blade
structures and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entire wind turbine. In this paper, the change law of the
natural frequencies of the blade structure caused by damage is studied by means of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and test. The
natural frequency values obtained by the two research methods are compared. It is found that the closer the damage location
is to the root of the blade and the larger the damage area is, the more the natural frequency value decreases. In the rotating
state, due to the effect of dynamic stiffness, the frequency value will increas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blade is damaged or
not. The mode-weighted modal flexibility value can be used to locate the damage of the blade and quantify the damage de-
gree. When the mode weighted modal flexibility value has a sudden change somewhere, the damage position can be recog-
nized and the damage degree can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magnitude of the change value.

Key words : fault diagnosis; damaged wind turbine blades; modal parameters; numeric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re-
search; mode weighted modal flexibility value

运行状态下的风机叶片由于工作环境多变复杂

以及运行时产生的振动和变形导 致损伤从而影响

风机的平稳运行[1–2]。因此针对叶片的损伤检测成

为了研究热点。在目前众多的损伤识别方法中，结

构的自振频率具有测量精度高、测量方法简单等优

点，从而成为了结构损伤识别中最方便也是最常用

的一种方法。此外，自振频率是结构的特有属性，与

测量传感器个数以及测点位置无关，这就使得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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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可以根据工程实际进行设置，这些均是基于自振

频率进行损伤识别被广泛应用的原因。Patil 和

Maiti[3]采用结构固有频率的损伤识别方法对梁型结

构进行了多裂纹试验数据研究。谢峻和韩大建[4]在

前人的基础上对频率损伤识别方法加以改进并以此

对钢筋夯的三跨连续梁进行有限元模拟。王乐等[5]

通过建立结构固有频率与损伤值的数据库，并采用

最大置信准则判断结构是否发生损伤。李录平等[6]

利用有限元软件ANSYS对损伤前后的风力机叶片

进行模态分析，得到其固有频率和振型，通过计算出

损伤前后的1阶模态应变能以及损伤前后单元模态

应变能改变率的变化情况，可对结构进行损伤诊断

和定位。在目前运用振动方法进行结构的损伤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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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叶片固有频率有较大影响的因素如转速等基

本采用有限元分析或者数值模拟的方法，虽然其分

析的结果对叶片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数值

分析的结果和实际情况相比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7]。

本文通过对某小型风力发电机叶片从试验与模拟两

方面出发，研究在损伤与动力刚化工况下叶片固有

频率的变化规律，并提出了损伤识别的方法，用于损

伤位置的定位与确定损伤的程度。

1 风力发电机叶片理论分析

1.1 叶片损伤理论分析

叶片的振动力学方程如下：

[ ]M [ ]ẍ + [ ]C [ ]ẋ + [ ]K [ ]x = [ ]f ( t ) (1)

其中：[ ]M 为质量矩阵、[C ]为阻尼矩阵、[ K ]为刚度

矩阵、[ x ]为位移列阵[ f ( t ) ]为激励列阵；

一般结构体系的阻尼比 ζ比较小，可忽略不计,

当不受外力时式（1）有非零解，即自由振动状态[8]。

此时，叶片的自由振动方程如下：

[ ]M [ ]ẍ + [ ]K [ ]x = 0 (2)

设x = [ ]ψ eωx
，
[ ]ψ 为 N × 1阶自由振动的幅值

阵列则频域方程可写为

[ ]K [ ]ψ = ω2 [ ]M [ ]ψ (3)

此时ω2看作为特征值γ，ψ看作特征向量，所以

γi是特征值，ψi是第 i阶归一化的位移模态向量，则：

[ ]K [ ]ψi = γi [ ]M ψi (4)

当叶片发生损伤时，进而结构刚度矩阵就会的

改变，相应的γi及ψi也会发生改变，叶片的损伤振动

变化方程为

( [ ]K + [ ]αK ) ( ψi + αψi ) = ( γi + αγi )[ ]M ( ψi + αψi )
(5)

式中：[ ]αK 、αγi、αψi分别为结构刚度矩阵、特征值、

特征向量的变化量。

式（4）、式（5）联立得：

[ ]αK ψi - αγi [ ]M ψi = -( [ ]K - γi [ ]M ) αψi (6)

用ψT
i 乘以式（6）联立式（4）可得：

αγi = ψT
i [ ]αK ψi (7)

当叶片发生损伤后其刚度减小即[ ]αK ≤ 0，所
以αγi ≤ 0，又因为 γ = ω2，因此，由αωi ≤ 0可看出叶

片的损伤会导致其频率减小。

1.2 损伤识别理论分析

与固有频率或位移模态模态相比，模态柔度对

局部损伤更敏感。针对面式悬臂梁结构，通过频率

矩阵和振型矩阵在模态满足质量归一化的条件下构

成柔度矩阵函数，如式(8)所示，本文采用加权柔度

曲率作为损伤识别指标，计算如下。

F =∑
r = 1

n ΦrΦT
r

ω2
r

(8)

ΔF = Fd - Fu (9)

C j ( i ) = ΔFj ( i + 1) - 2ΔFj ( i ) + ΔFj ( i - 1)
l( i - 1) i l( i + 1) i

(10)

MF = || ( sum (Cj ( i ) ) ) =∑
j = 1

n ||C i

ω2
i

(11)

式中：F为模态柔度；Fd、Fu为损伤前后柔度矩阵；ΔF

为柔度差；Φ为振型；ω为频率；Cj(i)为柔度曲率；MF

为加权柔度曲率。

2 损伤风机叶片的研究

2.1 叶片模型的建立及损伤单元设定

某小型水平轴风电机组叶片长 1.55 m，叶尖处

7.5 cm，叶片最宽处 23.5 cm，蒙皮厚4 mm，材质为玻

璃钢，弹性模量为1.1 GPa，密度为7 800 kg/m3，泊松

比为 0.22。模型采用壳单元，边界条件为叶片根部

固定，通过对叶片具体尺寸进行测量并建立有限元

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叶片有限元模型

通过采用降低弹性模量的方式来模拟风机叶片

的的局部损伤。设损伤前单元弹性模量为E，损伤

后为E′，损伤程度：

η = E - E′
E

( 9 )
本试验选择距离叶片根部 20 cm、40 cm、60 cm

以及80 cm处的位置通过对伤口面积的增大模拟不

同程度的损伤，如图 2所示。共 4处位置 8种工况，

具体损伤情况如表1。

图 2 损伤位置标定

2.2 风机叶片的动力特性试验

测试设备有：XJP数字显示仪、信号放大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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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仪、加速度传感器等。本次试验共有9个叶片，叶

片的材料都采用玻璃钢纤维复合材料制作，叶片长

1.55 m 叶尖处 7.5 cm，叶片最宽处 23.5 cm。叶片夹

在万能试验机上，其根部约束相当于固定端约束。

如图3所示。

表 1 损伤单元的设定

损伤位置

20 cm

40 cm

60 cm

损伤工况

工况1

工况2

工况3

工况4

工况5

工况6

工况7

损伤面积

2×10 cm

1.5×10 cm

1.3×8 cm

2×10 cm

1.5×10 cm

1.3×8 cm

1.3×8 cm

图 3 叶片与端部约束

通过人为打磨叶片表面来降低局部刚度代替叶

片损伤，位置距离叶片根部分别为 20 cm、40 cm、60

cm、80 cm 处。如图 4所示。共 4处位置 8种工况，

具体与表1相同[9]。

图 4 叶片损伤位置图

2.3 静止状态下模拟与试验结果对比分析

在ANSYS中对所有工况下的叶片进行模态分

析提取前2阶频率值。对试验所用叶片迅速敲击叶

片测定其前2阶频率。频率值采用单叶片测三组求

平均值的方法确定。首先分别测量叶片无损情况下

的频率值如表2所示。

首先对比模拟数据与实验数据在相同的损伤程

度下（本文模拟数据选取 20 %，试验数据选取损伤

表 2 无损叶片固有频率值/Hz

1阶

2阶

试验数据

12.875

43.583

模拟数据

12.678

32.045

面积 1.3 cm×8 cm）随着损伤位置的频率变化规律，

结果如图5所示。

图 5 损伤叶片频率与位置关系图

由图 5可得，对不同位置同一损伤大小进行比

较，不论是有限元模拟还是试验，损伤后的叶片频率

与损伤位置呈线性关系，即越靠近根部叶片频率下

降越多。其次，对比模拟与试验在同一位置处不同

损伤大小工况下的频率变化规律，结果如图6所示。

由图6可知，无论是模拟数据还是实验数据，在

同一位置处不同的损伤大小工况下，1阶频率与2阶

频率改变的趋势基本相同，皆为损伤越大频率下降

得越多。

2.4 旋转状态下模拟与试验结果对比分析

叶片在旋转的过程中，叶片刚度会由离心力与

重力沿着叶片轴向的分力之和提供，由此导致刚度

增大，最终使得结构的固有频率增大，这便是动力刚

化效应。因此，最后通过对比模拟与试验在旋转工

况下损伤叶片的频率变化规律确定动力刚化效应对

叶片频率的影响。结果如图7、图8所示。

由图 7、图 8可知不论是模拟还是试验，叶片是

否发生损伤，随着叶片转速的提高，其固有频率都会

随之增大。叶片发生损伤时刚度下降，从而其固有

频率减小。但是由于动力刚化效应的影响，其频率

会增大，此时会给损伤检测带来识别困难。

3 损伤位置的识别与损伤程度的检测

在模态满足质量归一化的条件下，柔度矩阵是

频率矩阵和振型矩阵的函数。由式(7)可知，利用模

态柔度对结构进行损伤识别时，只需少数低阶模态

就即可满足要求，无需测得高阶模态。因此，取各单

元前3阶频率与振型进行计算分析。本文取损伤工

况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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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叶片损伤工况表/(%)

工况

1

2

3

4

5

损伤单元编号

单元4

10

单元8

20

40

60

80

模拟叶片跨中单元8号损伤以及单元4号损伤，

损伤量为刚度分别下降 20 %、40 %、60 %、80 %，计

算MF值得到与结点号的对应关系如图 9所示。由

图可知，在损伤结点处，加权柔度曲率值远大于其他

无损位置处，呈凸起状。且随着损伤程度的增大，在

损伤位置处的MF值也在变大。

4 结 语

通过对试验结果与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得出以

下几个结论：

(1) 叶片发生损伤后其自振频率与损伤前相比

较均下降，且随着损伤程度的不断增大，频率值下降

越多。因此，通过自振频率的变化可对叶片是否发

生损伤进行判断。

(2) 通过叶片自振频率与转速的关系图可知，叶

片绕轮毂旋转时产生的动力刚化效应使得叶片固有

频率值随着转速的增加均呈上升趋势。且随着转速

的增加，自振频率改变率逐渐降低，说明其损伤识别

的敏感性逐渐下降。

(3) 风电机组叶片发生损伤时，损伤位置处加权

柔度曲率值的变化随损伤程度的加剧而呈上升趋

势，且在损伤部位出现较其他部位更为显著的变化。

因此，利用损伤前后加权柔度曲率值的变化可对叶

片的损伤程度及损伤位置进行识别。

(4) 自振频率的测试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

此实际应用自振频率进行损伤程度识别时，可能会

对识别结果的精度产生一定影响。

(a) 模拟与试验数据1阶频率对比 (b) 模拟与试验数据2阶频率对比

图 6 同一位置处不同损伤程度频率对照图

(a) 1阶频率随转速变化 (b) 2阶频率随转速变化

图 7 模拟叶片旋转前2阶频率变化图

(a) 1阶频率随转速变化 (b) 2阶频率随转速变化

图 8 旋转试验条件下的叶片频率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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