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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４８６６：１９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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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补充件１：１９９４和补充件２：１９９６。

本标准做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用“本标准”代替“本国际标准”；

———删去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标准代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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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４１２４—１９９３比较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上一版本为等效采用，本标准与ＩＳＯ４８６６一致性程度为等同采用；

———根据补充件１：１９９４和补充件２：１９９６进行了修订，即增加了附录Ｄ和附录Ｅ。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均是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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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５３）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清华大学、郑州机械研究所、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大连理工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王宗纲、韩国明、何玉珊、刘文峰、朱彤。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４１２４—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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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们逐渐认识到建筑物一定会受到振动。在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到结构的完整性、建筑的服务功能

以及与环境的适应性，同时还要考虑到对历史建筑的保护。

建筑物的振动测量一般出于以下的目的：

———发现问题。

当建筑物的振动引起居住者表示担心的量级时，向居住者提供一份证实此振动量级是否会对

结构完整性产生影响的报告就显得十分必要。

———有选择的测量。

当某个使用工况已设定好最大振动量级后，必须测量那些振动数据并提供相应的报告。

———记录。

设计中已考虑了动态载荷，为了检验预期响应进行测试，并且提供新的设计参数。可以使用环

境激励或者其他强迫振动的加载方式。例如对结构施加强烈的振动就可以知道结构的地震响

应对结构的使用是否有影响。

———诊断。

当确定振动量级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调查时，可通过测量所得的振动数据进行诊断。

另一个诊断方法是通过结构对环境或者其他强迫振动荷载的响应，来得出结构的运行状态。

例如像地震那样的强迫振动。

如此多样的目的促使对许多从简单到复杂的测量系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研究（见９．２）。

许多对此感兴趣的单位需要关于最适合的测量方法、描述和评估那些振动对建筑物影响的适用的

技术指导。这些既可应用于已经存在的建筑，它们可能会受到某些新的或者改变了激励条件的影响，也

可应用于那些意义重大的建于可能受到强烈激励的环境中的建筑物的设计。通过计算也可以将振动的

影响效果写进报告里去（见９．１）。

尽管可以使用本标准的内容来评价结构的相对振动烈度，但是没有对任何量级的振动提出是否可

以接受。本标准也未考虑经济与社会这些受国家体制影响的因素。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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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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评价振动对建筑物影响所需进行的测量和数据处理的基本原则。这里关心的除振源

的动态范围、频率或其他参数以外，并不关心振源本身。结构振动的影响的评价主要是针对结构的响

应，并且包括适当的分析方法，用以确定频率、持续时间和幅值。本标准只适用于结构振动的测量，不考

虑声压及其他形式的压力波，但是需要考虑这些激励的响应。

这里定义的建筑物是地面上的且有人居住的，某些特定的厂房像柱、烟囱、井架、构筑物等不在考虑

的范围内，虽然他们经常有工作人员进出。

建筑物的结构响应与激励源有关，制定本标准的最终目的是检验建筑物受振源（即激励的频率、持

续时间、幅值等）作用下的测量方法。我们关注的激励源主要有地震、爆炸、风压、声震、内部机器、交通、

建筑施工等。

　　注：人工激励与地震是很不一样的，地震更剧烈且持续时间很长，而且比人工振源深得多。地震能在很长的距离

内产生破坏，而且地震有大得多的能量释放，还会产生一些不同形式的波。因此，同样的参数值（如质点峰值

速度）对建筑物的影响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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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Ｅａ和导则：冲击

（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２７：１９８７，ＩＤＴ）

ＧＢ／Ｔ１３４４１．２—２００８　机械振动与冲击　人体暴露于全身振动的评价　第２部分：建筑物内的振

动（１Ｈｚ～８０Ｈｚ）（ＩＳＯ２６３１２：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４４１２—２００５　机械振动与冲击　加速度计的机械安装（ＩＳＯ５３４８：１９９８，ＩＤＴ）

ＩＳＯ２０４１：１９９０　振动与冲击　术语

ＩＳＯ４３５６：１９７７　结构设计基础　在适用性极限状态的建筑物的变形

３　应考虑的与振源相关的因素

３．１　建筑物振动响应的特性

振动的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ａ）　确定的；

ｂ）　随机的。

进一步分类见８．２。

对于每种形式的振动，都必须给出必不可少的信息，以便给此种振动下定义，见ＩＳＯ２０４１：１９９０。

３．２　持续时间

动态激励力的持续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在本标准中响应可以认为是连续的或瞬态的，它主

要取决于激励的类型。响应的类型由与结构响应有关的时间常数和激励力函数形式之间的关系来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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