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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罱

GB／T 14125--2008／IS0 8569：1996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 8569：1996{机械振动与冲击振动与冲击对建筑物内敏感设备影响的测量

和评价》(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ISO 8569：1996。

本标准与ISO 8569：1996相比，编辑性修改内容如下：

一将“本国际标准”改为“本标准”；
⋯用小数点符号“．”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对ISO 8569：1996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有被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的用我国标准代替相应的

国际标准。

本标准是对GB／T 14125 1993《振动与冲击对室内振敏设备影响的测量与数据呈报方法》的

修订。

与GB／T 14125 1993相比，修改内容如下：

一1993年版是等效采用ISO 8569：1989；本版系等同采用ISO 8569：1996(英文版)，技术内容和

编写格式与国际标准等同。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GB／T 14125--1 993。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3)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同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清华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施卫星、朱彤、杨细望、王宗纲。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一GB／T 14125 1993．

Ⅲ



1范围

GB／T 14125--2008／ISO 8569：1996

机械振动与冲击 振动与冲击对建筑物

内敏感设备影响的测量和评价

本标准规定了对建筑物内的敏感设备(处于运行或非运行状态)的振动与冲击的数据测量和报告的

方法，测得的振动与冲击数据用来建立数据库。

为了便于数据的比较(例如，比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生产商生产的设备上测得的振动与冲击量

级)，讨论了数据库报告系统。提出的报告系统有帚j于建立特定设备的界限值，同时有利于划分不同界

限值的环境条件。

本标准考虑的振动与冲击类型包括从地面、工作台、墙、屋顶或者隔离系统传到设备整体的振动与

冲击。设备内部的个别机械或者电子部件的振动冲击响应不予考虑。

根据数据库建立的环境条件分类系统应该作为设计、制造、使用对振动与冲击敏感的设备的人以及

建筑承包商的指南。针对的敏感设备包括：

a) 嗣定式计算机系统(包括外围设备)；

b) 固定远程通讯设备；

c) 固定式实验室仪器，例如电子显微镜、质谱仪、气体色谱仪和一般的激光和x射线仪器；

d) 高精度机械仪器(机床)，例如微电子生产设备；

e)高精度光学仪器，照相复制设备和电子束；

f)火车交通控制中心的机电系统；

g) 安全装置(火警设备)和存取控制设备。

本标准中所考虑的振动与冲击可能由以下振源引起：

a)外部振源(例如交通、施工过程中的爆破、打桩和振动夯实等)，同时也包括声爆和声音激励的

振动响应；

b)室内使用的设备，如冲床、锻锤、旋转设备(例如，空气压缩机、空调机泵)和在建筑物内运输和

运行的重型设备；

c) 与设备维护和运行有关的人员类话动；

d)天然振源，如地震、水和风；

c)内部振源，如设备自身引起的振动。

优势频率反映了建筑物部件的响应特征，一般来说，优势频率小于100 Hz，所以关注的频率范围为

0 5 Hz～250 Hz(对地震引起的振动，则关注的频率范围为0．5 Hz～35 Hz)。

振动幅值和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振源、振源和敏感设备的距离以及支撑敏感设备的建筑物部件的

响应。目前用来评价建筑物振动的参数以质点速度表示，且该值在10
4
m／s～2×10—2 m／s范围内。

对于由不同振源引起的瞬态和连续振动，附录B中给出了所关注的振动值。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124 机械振动与冲击 建筑物的振动 振动测量及其对建筑物影响的评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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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4125--2008／IS0 8569：1996

(GB／T 14124 1993，ISO 4866：1990+1DT)

ISO 2041：1990机械振动与冲击词汇

3定义

IsO 2041中给出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测量方法

4．1现场测量

为评估振动烈度，需进行现场测量，将现场测量所得值与制造商以及规范给出的值进行比较。测量

的最低要求是以质点速度峰值和(或)加速度峰值的连续记录来描述的振动或冲击，并且假定基频分量

是可以测定的。

4．2工程分析

为确定设备可能受到的振动与冲击，必须进行精确和综合的现场测量。应记录时程并对该时程在

三个正交轴上进行分析。应在安装设备的位置，对振敏设备或与之有同样质量和动力特性的模拟设备

进行测量。位于高架地板或工作台上的设备的有效质量会显著改变设备输入的响应量级和频率。若设

备的质量很小，则对地板特性没有影响。

对超敏感设备(例如E光束)来说，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在敏感设备、隔离系统以及邻近地板上进行

测量，以确定传递函数和隔离系统的效果。

设备本身也可能产生振动，并引起JJ缶近区域内设备的振动。振动也会由通风设备或者人的行走引

起，尤其是在高架地板上。

建议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对正在运行或未运行的敏感设备进行振动与冲击测量，以区分各种可能的

振源。

为了与制造商给定的目标振动限值相比较，可以在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测量周围的振动，作为

参考。

4．3传感器位置和安装

传感器应尽可能近地布置在设备或设备的支座与地板或墙体的接触点附近(距离小于0．2 m)。如

果地板上有软的覆盖物(例如地毯)，则应尽可能将传感器布置在地板覆盖物之下。如果地板的硬度不

足以传递须考虑的频率，或者可以传递该频率但衰减很大，则应将传感器布置在设备本身上。

为了确定振源和敏感设备的之间的传递函数，应使传感器的位置与地板、高架地板、隔离系统和设

备本身大致在一条竖直线上。

传感器和电缆的安装应使得在整个关注的频率范围内都能获得精确的测量结果。

4．4仪器的技术性能指标

可能会用到速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建议使用电池供电的放大器来减小接地回路电流引起的

噪声。可以使用云母垫圈和绝缘螺栓来绝缘加速度传感器基座和安装面。

时程记录和分析应考虑以下要求：

a)振动数据记录或图示应足够长(振源的若干循环)，以便分析时求均值；

b) 冲击数据记录或图示应包括最初的脉冲，并应持续到某项响应出现衰减为止；

c)重复冲击脉冲记录或图示应至少包括十个脉冲，以便能够确定其重复率。

数据分析应包括记录数据的谱分析。

传感器的安装和所有的仪器应具备足够的响应灵敏度和量程，以涵盖所有预期的频率和幅值范围。

4．5校准和精度

从传感器到记录仪整个系统进行校准。

用已知的信号源进行校准。注意时程记录时从每一个传感器／放大器／数据通道组得到的经过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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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出信号，信号通道组是用来记录时程，为每个数据通道提供基准振幅。

整个数据通道的准确度应该在数据真值的10％以内。

信噪比在信号范围的低端应至少为6 dB。

5数据报告系统

对于4．1和4．2中描述的各种测量，所采用的报告方法应该尽可能一致。对现场测量来说(见

4．1)，记录速度或加速度峰值，说明传感器的安装方法和位置，再加上受振动与冲击影响的建筑物的测

量的一般报告方法(见GB／T 14124)就足够了。对工程分析来说(见4．2)，最好根据以下列出的方法来

收集和报告数据。

5．1需考虑的项目

应考虑以下项目：

a)要测量的参数；

b) 要记录下来进行分析的数据和信息；

c)仪器和测量技术；

d)数据分析技术；

e)数据报告格式；

D调整数据库信息的可行性。

5．2需测量的参数

5．2．1 冲击

应记录时间历程(三个轴向)并包括以下测量量：

a)加速度或速度变化，包括最大值；

b) 最大半波的持续时问；

c)脉冲波形；

d)重复率(如果可能)。

5．2．2振动

振动幅值在所有的频率范围内应用同样的参数给出，以便于数据的测量和比较。由于该值要与建

筑物(位于振源传播范围之内或之外)的相应值进行比较，质点速度是首选参数。

时间历程(三个轴)应包括以下测量量：

a)速度变化，包括最大值和给定时间段内的平均值；

b)持续时间；

c)频谱分析，包括优势频率。

5．3需记录的数据和信息

a)5．2中指定的参数。

b)设备安装说明，包括：

房间尺寸和布局，所在方位；

建筑构造类型和平面布置图；

——设备厂商，机器型号和出厂日期；

设备支座(例如，地板、平台、墙；对远程通讯设备来说，是有垫衬的还是未垫衬的)；

隔振器。

c)设备失效的定义。

d) 施工活动说明或其他引起振动与冲击的源。

e)测量振动与冲击仪器的说明，包括：

——仪器型号和生产商，包括校准设备、传感器、放大器、记录仪和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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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位置和各坐标轴的方向

——传感器，包括电缆和底座；

——频率响应。

6数据分析

6．1为获得速度和频率、功率谱密度的关系曲线，谱分析是首选的方法。对振动来说，还应确定特征频

率及其峰值。

6．2对于冲击分析，需给出时间历程曲线(加速度、持续时间和脉冲波形)，同时建议计算冲击响应谱。

6．3数据应按照附录A的格式给出。

4



A．1 振动与冲击数据库信息表

见表A．1。

GB／T 14125--2008／IS0 8569：1996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工程分析得到的数据的报告格式

表A．1 振动与冲击数据库信息表

振动／冲击数据库信息 记录识别

安装信息

项目名称：

街道地址：

国家、省、市和邮编：

建筑物构造类型：

设备问的地板构造：

建筑物的楼层平面图(附件)：

设备信息

生产厂商：

设备名称、型号、出厂日期和安装方式(如地板、墙还

是工作台，远程通讯设备支架有无垫村)：

因振动与冲击引起的故障：

仪器信息

传感器

名称：

生产厂‘商：

型号：

位置(见资料表，简图或者照片)：

安装方法，包括其对所关注频率范围内的数据的准

确性的影响：

放大器

名称：

生产厂商：

型号：

记录仪

名称：

生产厂商：

型号：

分析仪

名称：

生产厂商：

型号：

分析的频率范围和谱线数：



GB／T 14125--2008／IS0 8569：1996

表A．1(续)

振动／冲击数据库信息 记录识别

对连续振动进行谱分析的窗类型(分块方式，FFT方

法)或者分析频率范围和百分比带宽(带通滤波，模

拟式或是数字式)：

校准仪

名称：

生产厂‘商：

型号：

校准

从传感器到记录仪或分析仪输出整个系统(包括精

度描述)：

频率响应

从传感器到记录仪或分析仪输出整个系统：

A．2数据表格

见表A．2。

表A．2数据表格

数据 数据识别5

输入信号／源6：

观测到的最大加速度或速度‘；

加速度或速度量级8：

频率‘：

冲击持续时间‘：

冲击／振动类型：

测试人员的姓名、地址和电话：

8数据识别是分配给逐次读数的序列号。描述信息、图示或者照片应附加到本数据表格，以指出实际测量的点和

轴。任何附加的时间历程或者分析仪数据的备份都应该用同样的数据识别号。

o应提供频率信息以能够进行加速度、速度或位移之间的数据转换。

。在观测时间历程或者谱分析中得到的最大加速度或速度值。

o所分析频率段内的随机振动的加速度和速度。应指明分析仪带宽。

。加速度或速度峰值的谱线的频率读数，或是加速度均方根值总和的分析范围的频率。

1这是冲击输人的最初脉冲长度，不包括随后的振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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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爆破产生的典型振动数据示例

对振动与冲击敏感的设备及其附属仪表的使用已经成为建筑施工行业的一大问题。附属仪表生产

商为他们的设备规定非常低的最大振动值。因此，当在有敏感设备的区域附近进行施工时，施工方在挖

掘、加固基础地基的方法选择上经常受到限制。

有一项测量(见参考文献E4])专门针对振动冲击标准的指导原则，这一标准是由对振动冲击敏感的

电子设备的生产商、供应商和使用方联合提出的，而所涉及的对振动冲击敏感的电子设备包括计算机、

磁盘驱动器、电话交换机等。

图B．1给出了施工场地有爆破时得到的一些典型振动数据。测量点布置在计算机机架上或者布

置在靠近it-算机的地板上。图中，横轴是优势频率，纵轴为质点速度峰值(或加速度峰值)。

萼 位移峰值／u。 加速度峰值／(m／s z)

、§ ／

趔 1 000

髫
瑙
瑙
《
蟮

注：此数据是在计算机机架上或者布置在靠近计算机的地板上测量得到。

图B．1 由爆破引起的典型振动值

频率／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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