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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元阵列的建立和数据获取

研究表明
,

阵列的规模和单元的选择是获得好的识别能力的关键之一 但是
,

作为

初步的探索
,

这里仅建立了一个三元阵列 选用的三种 气敏元件分别为镇江科学

仪器厂提供的可燃气体敏感元件
,

自制的 掺把 型和 。 掺衫 型两种元件 阵

列的单元电路如图 所示 图中
‘ ,

为回路电压
,

为气敏元件单元
,

为加热电压
,

为负载电阻
,

为加热丝电阻

为了获得甲醇
、

乙醇
、

丙酮
、

乙醚和工业汽油的测试数据
,

采用了静态测试法 蒸汽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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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识别方法

所采用的模式识别框图如图 所示 图左部为学 习过程
,

右部为识别过程 其中预

处理阶段主要完成数据整理和必要的转换

特征提取

气体的识别是通过比较未知气体与标准气体

的特征矢量间的广义距离来完成的
,

因此模式识

别系统的性能强烈地依赖于特征提取的质量 根

据 气敏元件的敏感机理 臼 , ,

有

夕‘, 一 , 。
十 ‘ , ‘ , ,

其中 九 表示阵列中第 个元件对第 种气 体 的

响应
,

凡 , 为第 个元件对第 夕种气体响应时 的

阻值
, ‘为第 个元件在空气中的阻值

,

为第

样样本数据据

特特征提取取

样样本特征征

数数据库库

图 模式识别框图

夕种气体的浓度
, ‘, 和 “ , 为与元件和气体种类有关的拟合数据

响
,

实现特征提取
,

式可进一步化为图

‘ , 一 , ,

将 式归一化
,

有

为了排除浓度项的影

一 ‘

刁宝
‘ , 一 , ,

客
,。 · ‘, ,

’

其中 。 为阵列单元数
,

夕一
, ,

⋯
, ,

为气体种类数 与气体浓度无关的气体特征值
幼 ,

九 , ,

⋯
, , , 构成了气体特征向量 尸 ,

由于环境和系统的涨落以及元件漂移的影响
,

对同一气体的 次测试将得到 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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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程序由 语言编写
,

在 支持下于微机上调试
、

编译
。

数据库采用了链表结构
,

如图 所示 该数据库能实现建立
、

搜索
、

删除和修改等数

据库维护功能 采用这种结构的数据库具有下列特点 单元数
、

气体种类
、

测试次数

均可变 数据结构以单元为基础
,

可灵活地实现元件搭配
,

完成元件筛选 只用

四个指针变量就可搜索全库 实践表明
,

该数据库能较好地满足实际研究中的要求

进人各功能
,

采用了下拉菜单方式
,

因此整个程序使用方便

图
’

呼 数据库结构示意图

结 果 和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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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 恰当的阵列规模可以通过实验筛选确定

表 元
、

元阵列分类比较

, ,

乙乙 醇醇 甲 醇醇

, ,

结 果

实 际

甲 醇 乙 醚 汽 油

汽 油

一

最近邻和加权 一
最近邻分类器分类结果

。 二 二 ‘ , 、 、 二 , 成功率

录 姿 卜牛井, 一二上 一一上 士兰一一半一 一二翌匕一卜
一二三票互一

——
卜

一

生土 止生竺一卜兰匕卜望二一州
一

里‘ 兰 卜
一生卜兰匕 卫兰

兰 犯一二生一二二立二二 ⋯止一一 ⋯一阵兰土汽 油 , ‘ ‘ ’ ” ’

注 为 今最近邻 , 为加权 今最近邻

表 是 , 一最近邻和加权 , 一最近邻两种分类结果的比较 对乙醇而言
,

加权
一

最 近

邻分类器的成功率为 多
,

而 一最近邻分类器的成功率仅为 多
,

可见加权 令最近邻分

类器具有较好的识别效果 当然
,

为了进一步提高分类的成功率
,

必须 增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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