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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推广型 K-Means 分类决策的动态

数据中心值估算方法，能够有效实时准确地计算出具有幅度波动的动

态称重系统中的正确称重重量，准确度高，实时性好，鲁棒性高。 

【关键词】 动态称重  中值估算  动态仿真 

一、技术背景 

动态称重是指在测量数据不稳定时，通过一定的算法估算出真实

的称重重量。此类系统常用于汽车称重、牲畜称重等动态称重领域。 

目前常用的动态数据求中心值算法主要为滑动平均算法。滑动平

均算法根据滑动窗口的大小可分为两种，固定窗口长度和可变窗口程

度，其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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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2, ,..., Kd d d 为原始数据值，K 为数据个数。 

对于固定窗口长度算法，K 为固定值。此算法适用于波动幅度较

小的动态数据，实时性好，但准确度低。对于可变窗口长度算法，K

是可变的。每测量到一个数据，K 的值增加 1。随着K 数值的增加，

数据接近稳定，求得动态数据中心值。此算法可用于波动幅度较大的

动态数据，准确度高，但延时较长，实时性差。 

 



二、中值估算算法的研究 

K-Means 决策算法是基于原型的目标函数聚类方法，算法利用相

似度度量将一组数据通过不断的迭代得到 K 个聚类中心，以此作为

动态数据的中心值。该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算法数据初始化，包括： 

1) 建立长度为K 的数据队列； 

2) 获取特定宽度窗口 0N 内动态数据求取均值 1u ，作为初始中心

点，并加入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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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窗口依次扩大，加入新的原始数据 id ，求取新的平均值 ju

并加入队列 1 2 1, ,..., ju u u 
，若队列已满，则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覆盖已

有值，求取新的平均值的具体算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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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Nd  为新加入的原始数据， Nu 为上一步已求得的N 个数据

的均值。 

步骤 3、队列内数据均值u 作为新的类中心点，并求队列内数据

相似度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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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为队列长度， 1 2, ,..., Ku u u 为队列内数据。 

步骤 4、若数据相似度小于阈值则可锁定数据中心值，否则重复

进行步骤 2、3。 

图 1-2是本文中心值估算算法与现有技术估算算法的仿真效果对

比图。 

 

 

(a) 原始数据 

 

 

(b) 滑动平均算法 

 
(c) 本文算法 

 

图 1 

 



 

 

(d) 原始数据 

 

 

(e) 滑动平均算法 

 
(f) 本文算法 

 

图 2 

如图 1-2 为两组数据的仿真结果，如图示所述，(a)为原始动态数

据，(c)为本文算法求取的中心值数据。根据称重系统（一般 1s 获取

10 个数据）的实际延时需求，这里取滑动窗口初始大小 0 20N  ，队

列长度 10K  。本仿真所用数据波动较大，即实际中心值为D时，波

动数据可在 0, 2D 的范围内波动。如图，对比可见，滑动平均算法只

能获取有一定误差的中心值数据，且在动态数据波动较大时，滑动平



均算法所估测的中心值也具有一定的波动，而本文算法则可获取较为

稳定的中心值数据。由图可见，在波动较大时，本文可能出现数据无

法锁定的状态（图示显示为恢复零值）但本文算法可在 2s 时间范围

内重新锁定中心值数据，满足实际应用即时稳定的需求。 

三、小结 

本文基于推广型 K-Means 决策算法的动态数据中心值估算算法，

相比较于传统的滑动平均估算算法，抛弃传统的滤波思想，从

K-Means 分类决策算法思想出发，将所有数据分为一类，算法的目标

由分类伸展为求解类中心。本算法兼顾了时间效率和准确度两个方面，

可以用较短的数据估算出准确的中心值数据，可用于具有大幅度波动

的动态数据的中心值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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