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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4124—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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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与GB/T14124—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9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更改了需考虑的振源相关因素的分类和要求(见第4章,2009年版的第3章);
———更改了场地状况影响的要求(见5.5,2009年版的4.4);
———增加了“测量量”中测量峰值量的基本要求(见第6章);
———更改了测量低频的小振幅信号时传感器选择(见8.2,2009年版的6.2)、仪器仪表信噪比修正

方面的规定(见8.3,2009年版的6.3),增加了仪器仪表不同分类和参数要求(见8.4);
———更改了不同高度、长度建筑中传感器数量的规定(见9.1.3,2009年版的7.1.1),以及测量设备

与被测结构相对质量的要求(见9.2.2,2009年版的7.2.1);
———删除了数据分析方法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8.3);
———增加了测量持续时间的要求(见10.3);
———删除了初步评定和初步探测的要求(见2009年版的9.2.1、9.2.2);
———更改了测量系统的测试频率和阻尼精度的规定(见11.2,2009年版的9.2.4),以及现场监测的

相关要求(见11.3,2009年版的9.2.3)。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4866:2010《机械振动与冲击 固定建筑结构的振动 振动测量及对结构影

响评价的指南》。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铁道建筑研究所、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环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中城交发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建大湾区建设有限公司、中铁

二十三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中建四局贵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铁二

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八局华南建设有限公司、喀什市新隆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二

工程有限公司、金华市创基建筑有限公司、中建六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中铁二十四局集团安徽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合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唐山市丰润区交通运输局、应急

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浙江省岩土基础有限公司、广东粤创建设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
吉木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昆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重庆工程有限公司、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西

安铁路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二局集团轨道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靖江重工有限公

司、中铁建城建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宜谦、孟鑫、尹京、王余刚、毛红涛、马卫平、柴卫、张利军、耿庆军、刘鹏辉、

冯建军、王巍、董振升、王一干、赵健业、周政、李锐、郭建飞、陈文萍、梁亮、喻青儒、刘海勇、罗杰、李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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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民、蔡庆军、薛新虎、管振祥、王雪强、刘德、王荣琪、吴辉、曹火勇、朱蕴哲、郑响升、时耀文、娄立红、
黄帅、管仁秋、王进明、柳晓灿、刘震卿、郝鹏飞、陈庆敏、董一桥、贺建霖、王琦、蔡维放、张耀洪、黄毅、
邓启华、王亚维、张文军、孙引浩、李龙吉、肖冰、刘盼、王恒、孙成果、张鑫、李小春、靳壮。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3年首次发布为GB/T14124—1993《机械振动与冲击对建筑物振动影响的测量和评价基

本方法及使用导则》;
———2009年第一次修订为GB/T14124—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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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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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结构承受振动的必要性已日益成为共识,在设计中需要考虑结构完整性、使用可靠性、环境协调性

以及对历史建筑的保护。
对结构进行振动测量有多种目的。

a) 问题识别:据报告,结构的振动水平会对居住者和设备造成影响,因此有必要确定是否需要关

注结构的完整性。

b) 控制监测:某个机构已经确定了最大容许振动水平,应对这些振动进行测量并报告。

c) 文件记录:在设计中确定了动荷载,进行测量以验证预测的响应并提供新的设计参数(可使用

环境激励或外加荷载。例如,可安装强震仪来表明地震响应是否会影响结构的使用功能)。

d) 诊断:在已确定需要进一步调查振动水平的情况下,进行测量,以便为减振措施提供信息(另一

种诊断方法是通过环境激励或外加荷载的响应来确定结构状态。例如,在地震等严重荷载

之后)。 
基于这些不同的目的,需要在不同类型的调查中部署繁简各异的各种测量系统。
许多相关方需要就测量、描述和评价振动对结构影响等最佳方法的技术指导。这既适用于可能受

到不同类型激励的现有结构,也适用于在振源可能很显著的环境中建造的新结构。
振动的影响也可通过解析计算确定。
虽然本文件可用于评价结构振动的相对烈度,但不能将其视为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水平。本文件

也未考虑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由国家监管机构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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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与冲击 固定建筑结构的振动

振动测量及对结构影响评价的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评价振动对结构的影响时进行振动测量和数据处理的原则。本文件不涉及激振

源,除非激振源决定了动态范围、频率或其他相关参数。结构振动影响评价主要基于结构响应,采用适

当的分析方法确定频率、持续时间和振幅。本文件仅适用于结构振动的测量,不包括空气声压和其他压

力波动的测量,但考虑了对这些激励的响应。
本文件适用于建在地上或地下的所有结构。这些在用或维护的结构,包括建筑、具有考古和历史价

值的结构(文化遗产)、桥梁、隧道、气体和液体设施(包括管道)、土工构筑物(如堤坝和路堤)和固定的海

洋结构(如码头和船坞)。
本文件不适用于某些特殊结构,包括核电站和大坝。
结构的响应与振源有关。本文件规范了振源激励下振动测量方法,即激励的频率、持续时间、振幅

等。振源主要有地震、强风、爆破、风荷载、空气声、音爆、内部机械、交通、建筑施工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ISO2041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 词汇(Mechanicalvibration,shockandconditionmonito-
ring—Vocabulary)

注:GB/T2298—2010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 词汇(ISO2041:2009,IDT)。

3 术语和定义

ISO20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振源 vibrationsource
在环境中引起振动的简单或复杂的固体、液体或气体等。
[来源:ISO14964:20001)[8],3.10]

3.2
振动事件 vibrationevent
由单一或多个振源引起的现有环境振动改变。

3.3
受振体 vibrationreceiver
对内部或外部振源发出的振动能量做出响应的所有结构或结构元件。
[来源:ISO14964:20001)[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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