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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筛广泛应用于化工、食品、医药还有金属冶金

等行业，主要工作内容是将物料进行分级、除杂、筛选

还有过滤，虽然应用范围不同，但基本的工作原理是一

致的。其具有结构简单、占地面积小、安装简单快捷并

且性能可靠等众多优点，但是因为在使用过程中，由于

种种客观因素，导致其容易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一些问题，

因此，针对振动筛运行状况进行在线监测，能够有效避

免振动筛发生故障带来人员事故的发生，并且也有利于

及时对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提高设备的使用率。

1 振动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分析
1.1 轴承过热

通常情况下，振动筛空车试车为 4h，其轴承的温度

应该保持在 35-60℃，但是，如果其出现了在试车的过

程中轴承温度偏高，那么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导致的：

轴承径向游隙偏小 [1]。轴承必须采用大游隙，这是

因为振动筛上的轴承的负荷量大，频率也高，并且其承

载的负荷量也是一直处于变动的状态。因此，如果应用

的轴承是普通游隙的，那么需要将轴承的外圈进行磨削，

使轴承径向符合使用要求。

轴承的压盖过紧。压盖跟轴承外圈之间必须保持一

定的间隙，这样才能使得轴承处于正常散热的状态，并

且有一定的轴向窜动。这条间隙可以利用端盖和轴承座

之间的密封垫进行调整。

轴承因为缺油、油质问题以及油含有杂质从而出现

过热的情况。解决办法是及时给轴承加油、换油、清洗

和密封。除了以上这些情况，还存在轴承磨损或者轴承

质量不达标问题。

1.2 振动筛运行时出现异常声音

振动筛运行时如果出现异常声音，其产生的原因：

第一，可能是由于弹簧损坏，这个时候需要对弹簧进行

及时更换，防止生产事故发生。第二，可能轴承发生磨 

损，需要停机并对轴承进行更换。第三，固定轴承的螺

栓产生松动。第四，筛网没有拉紧，这样不仅会使筛子

运行时出现异常声音，还会影响筛子的筛分效果。

1.3 振动筛运行时的技术指标达不到标准

振动筛的运行技术指标包括转速、振动力、振幅频

率等 [2]。常见的故障类型有：第一，筛子无法启动或者

振幅过小，首先需要对电动机、电压情况进行监测，看

其在电气上是否出现故障；

如若未监测出问题，那么就要检查筛面的物料是否

堆积过多，并及时清除；此外，还要检查激振器上联轴

节螺栓有无脱落、润滑脂是否结块等。第二，筛子的转

速不足，其可能是由于电气或者传动胶带过松。第三，

筛子的振动力弱，这个可能是因为飞轮上的重块安装的

不准确或者重量过轻导致的。第四，筛子的四点振幅不

一致。这个可是由于在同一轴线上的两台激振器工作不

同步或物料偏析导致的。

1.4 振动筛的零部件严重磨损或损坏

图 1   振动筛结构图
振动筛的零部件严重磨损和损坏的故障的主要原因

有管梁断裂、横梁断裂、筛框断裂等。管梁断裂可能是

因为管梁壁太薄、脱水以及脱介筛筛网的各筛板连接处

缺乏横向和纵向压条、筛子宽度过大以及管梁断裂焊接

时方向不正确，具体而言就是如果管梁断裂的情况不是

很严重，为了生产工作的进行，可以将断裂的管梁进行

焊补，但是焊补的方向需要是纵向的，不能沿着横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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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焊补，否则管梁会更容易在横向焊缝处断裂；横梁断

裂则是由于在临界频率下持续工作时间过长，使得紧固

侧板的大量高强度螺栓松弛，弹簧变形严重以致于左右

高低不均。此外吐过偏心块的重量误差过大的话也会导

致结构件损坏。筛框断裂则是因为筛子颤抖因其的断 

裂，解决方法是对侧板进行加厚，或者对在激振器附近

的侧板的部分居于增加附板用来加强整个筛框的刚性。

2 振动筛运行监测系统构成
2.1 振动筛异常振动监测系统

振动筛在进行加工时，如果尺寸产生偏差，那么大

概率会导致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异常振动的情况，如

果情况严重还会促使其他设备同步振动。振动筛异常振

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筛选过程中，颗粒物偏离方向、

运动节奏无法控制以及振动的方向产生错位 [3]，从而导

致振动筛无法顺利运行，因此，对振动筛在运行时针对

异常振动的问题进行监测是必要的。

其设计结构主要是将加速传感器安装在振动筛的各

个支撑点位置，测量出加速值，之后结合信息融合技术

的手段综合分析收集到的加速度值。根据振动筛各个位

置的实际振动情况，控制中心才能够甄别是有异常的振

动问题存在，如果监测出有异常情况出现那么将会发出

警报，工作人员才能及时将问题进行解决。

2.2 激振器轴承监测系统

轴承作为激振器中最常出现故障的部件，需要对其

产生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一般来说，轴承之所以发

生问题的概率最高，是因为激振器在运行时候，轴承主

要受到外力的作用，使轴承的载荷量过大，导致轴承产

生了周期性的振动。此外，轴承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缺 

油、油质问题、油含有杂质以及轴承磨损严重等问题，

导致轴承自身的温度过高、轴承抱死还有轴承的结构过

度膨胀，影响振动筛的正常运行，导致出现生产安全隐

患。所以，对于轴承振动的频率、还有运行质量的数据

需要进行实时的监测。

激振器轴承监测系统的构成主要使将温度还有位移

传感器设置到激振器的轴承上方，通过感应轴承的温度

还有轴承的振动位移是否出现问题来甄别和判断激振器

轴承的工作情况。如果监测到轴测的温度出现异常以及

振动位移出现偏差，那么激振器轴承监测系统就会发出

警报信息。

2.3 振动筛弹簧监测系统

通常情况下，在振动筛的下方会运用 4 组弹簧进行

支撑。初期阶段，振动筛在使用时弹簧的硬度还有长度

以及强度的参数都是保持在同一水平的，但是由于振动

筛使用时间过长、弹簧在使用过程受力不均，从而促使

在使用过程中不同位置的弹簧整体上的恢复力产生了区

别，这会导致振动筛的水平方向出现了剪切力，加大了

弹簧断裂的风险。因此，加大对弹簧的强度、受力度等

各个参数进行实时的测定，才能够针对弹簧的磨损情况

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使不同位置的弹簧的受力度控

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振动筛弹簧监测系统的具体设计是对支撑弹簧的各

种参数，如运用的频率、弹性振幅等，运用压力传感器

进行测定，这样才能有效掌握不同位置的弹簧的受力情

况还有受力的一致性，以此获得确切的数据。

3 振动筛运行监测系统设计构件
其一，作为振动筛运行监测系统的核心，硬件结构

包括有各类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还有

压力传感器等，将这些传感器进行安装，能够获得振动

筛各个部分运行的参数，从而甄别振动筛是否出现运行

故障。此外，振动筛运行监测系统的硬件结构还有 CPU

控制中心、CAN 通信版块、数据存储版块还有人机交互

界面等。对于振动筛运行时的驱动电机工作时的电流、

电压情况配备电能传感器，从而实现对这些数据的实时

监测。

其二，振动筛运行监测系统的软件结构比较常用的

时多线程的模式 [4]，一般说来，需要包括对故障的诊断、

数据管理、采集和自学习以及离线分析和提取有效的信

号特征。要先通过设定警报的阈值，才能切实对在监测

过程中采集到的振动、电量还有温度等信息进行分析，

以此完成对振动筛运行的整体情况的甄别。

其三，振动筛运行监测系统设计功能主要体现在能

够进行在线振动测试、在线温度测试和在线转动测试。

第一，在线振动测试能够准确将振动筛的长轴值、短轴

值、振动幅度、振动频率、横摆等要素显示出来，并能

够及时进行超标预警，提供振动设备的整体运行情况的

有效反馈。第二，在线温度测试能够将驱动轴出现的不

良问题，对温度超标等情况提供参考解决方案。第三，

在线转动测试，可以对驱动轴转速进行监测，提示驱动

轴转速以及其对应驱动轴转速差的原因，并给出参考性

的解决方案。总体而言，通过将网络技术、通信设备以

及测控、计算机技术等与振动筛监测进行深度融合，才

能科学的发挥出振动筛运行监测系统的作用。

4 结束语
对振动筛的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建立起完整

高效的监测系统，能够有效推进生产工作的正确运行，

对于人员安全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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