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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３７１７《机械振动与冲击　装有敏感设备建筑物内的振动与冲击》由下面两部分组成：

———第１部分：测量与评价；

———第２部分：分级。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３７１７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ＴＳ１０８１１１：２０００《机械振动与冲击　装有敏感设备建筑物内的振动与冲

击　第１部分：测量与评价》（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ＩＳＯ／ＴＳ１０８１１１：２０００。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作了如下编辑性的修改：

———用“本部分”代替“ＩＳＯ／ＴＳ１０８１１１”；

———删除了ＩＳＯ／ＴＳ１０８１１１：２０００的前言，重新编写了本部分的前言；

———用小数点符号“．”代替作为小数点的“，”；

———对ＩＳＯ／ＴＳ１０８１１１：２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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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国际标准，未被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的直接引用国际标准。

本部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３）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同济大学、清华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朱彤、施卫星、王宗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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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部分提出了一种规定和评价装有敏感设备建筑物内的振动与冲击的建筑物性态的新方法，目的

是鼓励敏感设备的用户和制造商用这种新方法收集资料以便于信息交换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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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与冲击

装有敏感设备建筑物内的振动与冲击

第１部分：测量与评价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３７１７的本部分定义了内部含有对振动与冲击敏感设备的建筑物的测量、分析计算以及振

动与冲击资料数据报告的编写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将要建造的建筑物的量化研究和已有建筑物的评价。

当评价的振动涉及到制造商采用的标准和通用振动标准时，获得准确的振动数据、分析方法和采用

统一的报告编写方法是必要的。预期的振动水平可查阅ＩＥＣ６０７２１，设备的检测过程可查阅

ＩＥＣ６００６８。

　　注：从测量手段出发按照本部分建立的环境振动条件分级体系，可以作为设计人员、振动与冲击敏感设备的制造商

和用户以及建筑开发商的使用指南（见ＧＢ／Ｔ２３７１７．２）。

考虑的振动与冲击类型包括从地板、桌子、墙壁、天花板或孤立的系统传递到设备部件的作用，没有

明确地考虑部件里面的单个机械或电子零件的冲击与振动响应。

精密设备的类型包括（并不仅限于以下类型）：

ａ）　静止的计算机系统，包括外围设备；

ｂ）　静止的通讯设备；

ｃ）　静止的试验设备，如电子显微镜、利用扫描探测技术的设备、应用生物仪器、质谱仪等；

ｄ）　高精度机械仪器（工具），如微电子生产设备；

ｅ）　高精度光学仪器，再成像系统；

ｆ）　轨道交通控制中心的机电系统；

ｇ）　（火灾侵入时的）安全设备，通道控制设备。

本部分所考虑的振动与冲击类型由下列因素引起：

———外部振源，例如交通（公路、铁路或航空）或是建筑物的建造和施工活动（爆破、打桩和振动密

实），还包括天气原因引起的振动以及声音轰鸣和声学激励引起的振动响应；

———户内使用的设备，如冲床、锻造锤、旋转设备（空气压缩机、空调系统等）和在建筑物内运输或运

行的重型设备；

———与维修和操作设备相关的人员活动，例如人的走动，尤其是在垫起的地板上。

本部分在测量和评价振动与冲击对建筑物内精密仪器的影响时，并没有直接考虑人工操作者在观

察、操作和维护仪器时的影响。关于人员活动的振动影响见ＧＢ／Ｔ１３４４１。

通常所关注的频率范围为２Ｈｚ～２００Ｈｚ。一般的特征频率均小于１００Ｈｚ，因为它表现的是建筑

物内各要素的响应。当有特殊目的时，可选取其他频率范围，同时相应地改变频率范围的数值。

振幅和持续时间主要依赖于振源与精密仪器之间的距离和建筑物内各要素（包括精密仪器）的响

应。当体现为振动速度时，考虑的范围在０．００１ｍｍ／ｓ和１０ｍｍ／ｓ之间。

本部分仅涉及最大振动幅值的概念，不涉及振动的其他量化概念（如疲劳寿命的估计等）。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３７１７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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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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