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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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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 41850《机械振动机器振动的测量和评价》的第8部分。GB/T 41850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8部分：往复式压缩机系统。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 20816-8:2018《机械振动机器振动的测量和评价第8部分：往复式压缩机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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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5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测试技术研究

院力学研究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东莞市卓茂仪

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石、马卫平、杨毅、高庆水、张楚、朱沙、黄正、黄海舟、区文俊、钱艺华、刘志刚、

郭欣然、韩丹、蔡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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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在的机器在高速、重载、变负荷条件下运行，工作条件越来越恶劣。为更有效地使用材料，对机器

设计和使用的限制就更为严格。通常希望机器连续工作并且两次维修之间的期限是2年或3年，因此

对机器的振动幅值规定了更多限制性的要求，以保证其连续安全和可靠地工作。GB/T 41850《机械振

动机器振动的测量和评价》是关于机器振动的测量和评价的重要基础标准，给出了在旋转部件、非旋

转部件上测量和评价机器振动的方法。GB/T 41850拟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给出在非旋转部件和旋转轴上测量和评价各种类型机器振动的一

般要求。

第2部分：40 MW 以上，具有滑动轴承且额定转速为1500 r/min、1800 r/min、3000 r/mir

和3600 r/min, 陆地安装的燃气轮机、汽轮机和发电机。目的在于给出大型陆地安装的燃气

轮机、汽轮机和发电机轴承座振动和轴振动的具体评价。

第4部分：3 MW 以上、具有滑动轴承的燃气轮机。目的在于给出第2部分中未涉及的燃气轮

机轴承座振动和轴振动的具体评价。

第5部分：水力发电和抽水蓄能电站机组。目的在于给出水力发电和抽水蓄能电站机组轴承

座振动和轴振动测量评价的指南。

一 -第8部分：往复式压缩机系统。目的在于为往复式压缩机系统机械振动的测量及分级建立特

殊的程序和指南。

第9部分：齿轮装置。目的在于给出测量和评价齿轮装置振动的具体规定

本文件确立了往复式压缩机的机械振动测量及分级的方法和指南。通常，本文件针对压缩机的主

结构(包括基础、脉动阻尼器及管道系统)的振动，所给出的振动推荐值主要用于振动分级并且避免安装

在这些结构上的附属设备出现问题，本文件给出了推荐的测量及评价准则。

往复式压缩机的典型特征是具有往复运动质量、周期性变化的扭矩、气缸伸缩以及作用在气缸、脉

动阻尼器、管道系统上的脉动力，所有这些特征导致主支承承受相当大的交变载荷和压缩机系统的振

动。 一般来说，往复式压缩机系统的振动量值高于旋转式压缩机系统，但它们主要是由压缩机的设计特

征决定的，因此在系统的使用寿命内，往复式压缩机比旋转式压缩机运行状态更稳定。

在往复式压缩机系统中，在压缩机主结构(包括基础、脉动阻尼器及管道系统)上测量的并根据本文

件定量的振动仅给出机器内部构件振动状态的大致描述。

当超过根据同类压缩机系统经验得到的推荐值时，损坏主要出现在与机器相连接的部件(如仪表、

热交换器、过滤器、泵等),压缩机与周边设备相连接的构件(如管道)或安装在机器上的监视仪器(如压

力计、温度计)。以振动评定损坏的情况主要取决于这些部件的设计和安装。在某些情况下，压缩机的

某些部件可能需要进行特定的测量，以确保振动不会造成机器损坏。由于机器所装配的部件种类很多，

即使测量值在本文件的推荐值范围内，仍然可能会出现问题。

上述局部振动问题可以通过具体的“局部措施”(如消除共振)予以矫正。尽管如此，经验表明，在大

多数情况下规定一个可测量变量来描述振动状态并给出其推荐值是可行的。这说明根据可测量变量和

推荐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给出可靠的评价。

如果按照本文件测量的振动量值不超过推荐值，不太可能发生由振动引起的内部压缩机组件异常

磨损。

往复式压缩机系统的振动量值不仅受机器本身特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受基础的影响。往复式

压缩机可看作振源，压缩机与基础间的隔振是必要的。基础的振动响应和相邻设备的振动，会对压缩机

系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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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 机器振动的测量和评价

第8部分：往复式压缩机系统

1 范 围

本文件确立了往复式压缩机系统机械振动测量及分级的规程和指南。定义的振动量值主要是用于

压缩机系统的振动分级，并且避免往复式压缩机系统部件(基础、压缩机、阻尼器、管道及安装在压缩机

系统的附属设备)的疲劳问题。不考虑转轴振动。

本文件适用于刚性安装的额定转速为120 r/min～1800 r/min的往复式压缩机系统。提出的总体

评价准则与使用的测量方式有关。本文件还用于评价机器的振动是否对直接装于机器上的仪器设备有

不利影响，例如脉动阻尼器和管道系统。

注 ：本文件提出的准则也可用于规定转速之外的往复式压缩机，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采用不同的评价准则。

对于驱动往复式压缩机的机器，将依照符合ISO 10816、ISO 20816的其他部分或是其他相关标准

和分级来评价。本文件不包括驱动机。

当考虑机器内部部件的影响时，本文件的应用是受到限制的，例如阀门、活塞、活塞环等问题，不大

可能从测量中被检测到。此类问题的识别可能需要研究诊断技术，这超出了本文件范围。

本文件适用的往复式压缩机系统包括：

——卧式、立式、V型、W型、L型压缩机；

——定速和变速压缩机；

——由电动机、燃气机、柴油发动机和蒸汽轮机驱动的压缩机，采用有或无齿轮箱、挠性或刚性联轴

器连接；

——无油和有油润滑往复式压缩机。

本文件不适用于超高压压缩机。本文件不适用于状态监测，噪声也不在本文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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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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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2041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词汇(Mechanical vibration,shock and condition monito-

ring—Vocabulary)

注：GB/T 2298—2010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词汇(ISO 2041:2009,IDT)。

3 术语和定义

ISO 20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压缩机系统 compressor system

由基础、压缩机(曲轴箱、十字头滑道、气缸)、脉动阻尼器及管道组成的机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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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振动总量值 overall vibration value

通常伴有描述性文本或指示符用以说明其获取方法，从原始或经过处理的时域或频域振动信号中

获取的、用于表征单个或总体特性的单一数值。

注：振动总量值在2 Hz~1000 Hz的频率范围内测量。

3.3
交越频率 corner frequency

用于将正弦信号的振动位移变换为振动速度、振动速度变换为振动加速度的频率。

注：交越频率分别为10 Hz和200 Hz。

3.4

供应商 vendor

供应压缩机系统的制造商或制造商代理。

3.5

买方 purchaser

向供应商发出订单和规格的代理。

3.6

主管路 mainline piping

与小口径连接支路相连的管道。

注1:主管路包括旋转机械的静止部件，以及压力容器、冷却器等承压设备。

注2:非圆柱形部件的主管路直径的定义见图E.1。

3.7
小口径连接 small bore connection;SBC

主管路、压力容器或设备上实际外径小于或等于60.3 mm, 或实际外径大于60.3 mm但支路比(见

3.8)小于或等于12%的支路连接。

注1:不包括支路比大于36%的连接。

注2:小口径连接管道一直延伸到主管路振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为止，通常是在第一个支撑处。

注3:小口径连接的直径见表E.1。

3.8
支路比 branch ratio

小口径连接实际外径与主管路实际外径之比。

注：小口径连接的非圆柱形部件(如压缩机本体)的实际直径定义见图E.1.

4 振动测量

4.1 测量方法

基本测量量应为振动速度的均方根(rms) 的总量值，单位为毫米每秒(mm/s)。

如果预计的或观测到的频率低于10 Hz 的交越频率，建议还要测量振动位移均方根值，单位为毫米

(mm) (也可以用微米来表示，1 μm=10-³mm)。

如果预计或被观测到的频率高于200 Hz的交越频率，建议还要测量振动加速度均方根值，单位为

米每二次方秒(m/s²) (当然也可以g 为单位，但并不推荐，g=9.81 m/s²)。

注：振动位移、速度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在附录B 的 B.1中给出。

因此，按照ISO 20816-1,基于振动速度的验收标准采用图B.1～图 B.10的一般形式，这些图表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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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频率为10 Hz 和200 Hz, 并且低于和高于交越频率时振动速度是频率的函数。

所有的振动量值应在5.3中所描述的振动总量值可接受的推荐值范围内。

如果测量量超过在5.2中定义的评价区域边界B/C 的振动值，应获取每个测量量的频谱数据，以帮

助进一步分析和修正。

为了实现压缩机内部组件的状态监测，通常要测量振动加速度值。然而，本文件内容并不适用于状

态监测。例如，要对压缩机阀门进行状态监测，可以应用其他方法和标准的振动加速度值。本文件内容

所给出的振动加速度值宜作为判断压缩机系统及附属设备(如压力、温度变送器和阀门设备)整体完整

性的标准。当超出本文件给出的加速度值时，根据定义，这并不意味着需要进行纠正。如果出现可听噪

声或敲打声、振动量值异常或突然变化等情况，宜关注对较大加速度值敏感的组件(仪器、小型设备接管

上的重件等),并做进一步分析。

此外，应当注意，在图1～图5所示位置上测量的加速度值并不是附属设备的振动量值，而是安装

这些附属设备的压缩机系统部件(基础、曲轴箱、气缸、减振器和管道)的振动量值。

4.2 测量仪器及测量量

往复式压缩机系统振动量值分级的标准在第5章给出。 一般来说，往复式压缩机的主要激励频率

范围为2 Hz～300 Hz。然而，当考虑包括辅助设备在内的整个压缩机系统时，描述总体振动的典型频

率范围为2 Hz～1000 Hz。在本文件中，振动均方根值应涵盖2 Hz～1000 Hz的频率范围。在特殊情

况下，供应商和买方之间可商定采用不同的频率范围。

由于总的振动信号通常包含很多不同的频率成分，其均方根值(rms)、单峰值和峰-峰值之间没有简

单的数学关系式(见附录D)。

测量系统应提供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均方根值，在10 Hz～1000 Hz范围内，精度为士10%;在

2 Hz～10 Hz的范围内，精度为+10%～-20%,这些值可以是一个传感器信号经过处理得到的值而不

是直接测量值。最好采用加速度传感器，其输出一次积分为速度值，两次积分为位移值。测量振动烈度

的仪器应满足ISO 2954 的规定。信号处理和显示如时域和频域、加窗、平均等的应用方法见

ISO 13373-2、ISO 18431-1、ISO 18431-2中给出的常见例子。

对于小口径连接，两个位置之间的最高和最低振动速度值之差应按照附录E 中的规定进行测量，

因为这决定了循环应力的最大值。根据E.2.1 的定义，振动总量值的可接受推荐值基于两个位置上测

量的振动时域波形之差。这两个位置之间的正确相位应考虑在内。

宜注意确保上述任何处理不会对测量系统所要求的精度产生不利影响。频率响应和测量的振动量

值都受到传感器安装方式的影响。当振动速度和频率较高时，传感器与压缩机保持紧密联接尤为重要。

ISO 5348给出了加速度计的安装指南。

注：振动推荐值不适用于椭圆壳形式的脉动阻尼器和大直径管道系统。

4.3 测量位置和测量方向

4.3.1 测量位置

振动测量至少应在如图1～图5所示位置进行：

——基础：压缩机本体上所有螺栓位置；

——本体(顶部):在每个角点和具有两个以上气缸的压缩机所有气缸之间，全部位于本体顶部；

——气缸(横向和轴向):在每个气缸盖法兰的刚性部分，

——脉动阻尼器：在入口和/或出口管道法兰及头部；

——管道：在系统的所有关键部位，由检测确定并征得买方同意；

—小口径连接：见图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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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加速度传感器通常安装在十字头滑道上，用于对压缩机内部部件的状态监测。振动在该滑道的十字头施加力

的方向上测量，即卧式压缩机的垂直方向。卧式压缩机的经验表明，除了其他位置的振动量值之外，还可以使

用在十字头滑道上测量的振动量值判断压缩机的整体性能。十字头滑道振动量值的测量方法见附录C.

标引序号说明：

1——压缩机本体上所有脚螺栓位置；

2——本体的每个角点；

3 本体的每个缸之间的位置(压缩机的一侧有多个气缸时要求);

4——每个气缸(气缸盖法兰的刚性位置);

5——脉动阻尼器(在图中仅标识了一个容器)。

注：数字编号适用于所有这种类型的压缩机(为了清楚起见，图中大部分测量位置仅显示了一个测点)。由于管道

是与供应商商定的，因此没有在图中显示。测量方向的详细描述见4.3.2。

图 1 卧式压缩机的测量位置

标引序号说明：

1——压缩机本体上所有脚螺栓位置；

2——本体的每个角点；

3 本体的每个缸之间的位置(压缩机有多个气缸时要求);

4——每个气缸(气缸盖法兰的刚性位置);

5——脉动阻尼器(在图中仅标识了一个容器)。

注：数字编号适用于所有这种类型的压缩机(为了清楚起见，图中大部分测量位置仅显示了一个测点)。由于管道
是与供应商商定的，因此没有在图中显示。测量方向的详细描述见4.3.2。

图 2 立式压缩机的测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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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压缩机本体上所有脚螺栓位置；

2——本体的每个角点；

3——本体的每个缸之间的位置(图中未显示，压缩机有多个气缸时要求，见图1和图2);

4——每个气缸(气缸盖法兰的刚性位置);

5——脉动阻尼器(在图中仅标识了一个容器)。

注：数字编号适用于所有这种类型的压缩机(为了清楚起见，图中大部分测量位置仅显示了一个测点)。由于管道

是与供应商商定的，因此没有在图中显示。测量方向的详细描述见4.3.2。

图3 V 型压缩机的测量位置

标引序号说明：

1——压缩机本体上所有脚螺栓位置；

2——本体的每个角点；

3——本体的每个缸之间的位置(图中未显示，压缩机有3个以上气缸时要求，见图1和图2);

4——每个气缸(气缸盖法兰的刚性位置);

5——脉动阻尼器(在图中仅标识了一个容器)。

注：数字编号适用于所有这种类型的压缩机(为了清楚起见，图中大部分测量位置仅显示了一个测点)。由于管道

是与供应商商定的，因此没有在图中显示。测量方向的详细描述见4.3.2。

图 4 W型压缩机的测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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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压缩机本体上所有脚螺栓位置；

2——本体的每个角点；

3 本体的每个缸之间的位置(图中未显示，压缩机有多个气缸时要求，见图1和图2);

4 每个气缸(气缸盖法兰的刚性位置):

5——脉动阻尼器(在图中仅标识了一个容器)。

注：数字编号适用于所有这种类型的压缩机(为了清楚起见，图中大部分测量位置仅显示了一个测点)。由于管道

是与供应商商定的，因此没有在图中显示。测量方向的详细描述见4.3.2。

图5 L 型压缩机的测量位置

4.3.2 测量方向

测量方向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a) 卧式压缩机

基础、本体、气缸、脉动阻尼器和管道：如图1所示的三个相互垂直的X、Y和Z 方向。

b) 立式压缩机

基础、本体、气缸、脉动阻尼器和管道：如图2所示的三个相互垂直的X、Y和Z 方向。

c)V 型压缩机

基础、本体、脉动阻尼器和管道：如图3所示的三个相互垂直的X、Y和Z方向；

气缸：三个相互垂直的X₁ (垂直于气缸)、Y₁ (垂直于气缸)和Z₁ (气缸轴向)方向，如图3所示。

d)W 型压缩机

基础、本体、脉动阻尼器和管道：如图4所示的三个相互垂直的X、Y和 Z 方 向 ；

气缸：如图4所示，三个相互垂直的X₁(垂直于气缸),Y₁(垂直于气缸)和Z₁ (气缸轴向)方向。

e)L 型压缩机

基础、本体、气缸、脉动阻尼器和管道：如图5所示的三个相互垂直的X、Y 和Z 方向。

4.4 运行工况

测量宜在压缩机处于稳态运转工况下(如正常运行温度)进行。振动量值应根据允许的整个转速范

围内发生的最大振动量值确定，并应对所有的运行状态(例如不同的压力、温度)、指定的替代气体(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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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N₂ 启动)、降负荷、单台或多台压缩机同时运行等工况进行振动测量。

4.5 测量结果记录

所有测量结果的记录应包括压缩机系统和附录A规定的测量系统的基本数据。

5 振动评价准则

5.1 测量量

总体振动位移、振动速度、振动加速度的最大振动量值均应采用均方根的形式表示。

5.2 评价区域

5.2.1 概 述

定义以下典型评价区域，以便对给定的压缩机系统进行定性的振动评价，并为可行的操作提供指

南。分配给区域边界的数值主要作为推荐值，而不是作为最终验收准则。可接受的振动推荐值旨在保

证避免严重的缺陷或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会涉及特定压缩机系统的具体特性，要求使用

不同的区域值(更高或更低),宜供应商和买方协商。在此情况下，通常需要说明理由，尤其要确认压缩

机系统在较高的振动量值下运行不会发生危险。

——区域A、区域B: 压缩机系统的振动量值处于该区域通常认为可无限制地长期运行。

——区域C: 压缩机系统的振动量值处于该区域通常认为不宜作长时间连续运行。通常压缩机可

在此状态下运行有限时间，直至有合适时机采取补救措施，例如诊断及维修。供应商需向买方

声明压缩机适合长期安全运行所需的条件。

——区域D: 压缩机系统的振动量值处于该区域通常认为其剧烈程度足以导致压缩机及其附属设

备损坏。

表1总结了往复式压缩机系统的评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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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价区域说明

区域 范围 准则 说明

A ≤A/B
可接受的 压缩机系统振动处于该区域通常认为可无限制地长期运行

B >A/B且≤B/C

C >B/C且≤C/D 临界
需要诊断并采取检修措施。供应商需向买方声明压缩机适合长期安

全运行所需的条件

D >C/D 不可接受的 需要进行紧急检修或停机

注1:这些推荐值不适用于试验台工况。由于基础弹性、安装和支撑、负载、流量、气体状态、谐振、管道、阀门、容

器等发生变化，试验台工况不能代表现场工况。对于试验台工况，可以压缩机设备制造商的经验及其与买

方达成的协议作为指南。

注2:区域B包含了A/B到B/C定义的范围，可作为工程参考。以低速、连续稳定运行为主的机器，其现场测量

的振动量值中心应位于区域边界A/B附近。

注3:如果主管路系统的振动速度值超过相应的C/D振动值(区域D),根据定义，这并不意味着主管路会发生疲

劳失效。疲劳失效通常发生在小口径管道和主管路的附属设备上，例如，温度、压力变送器以及排凝管。

因此，如果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就不用考虑停机：

——主管路的最大振动速度值不超过均方根值45 mm/s;

——与主管路相连的小口径连接件振动测量值不超过推荐值(见附录E);反之，参考注4;

——主管道上的振动位移值小于区域边界C/D的定义值；

——相关管段的分析表明疲劳失效不易发生，例如，通过解析方法、有限元分析、模型分析或应变片测量；

——供应商与买方需就允许长期运行达成一致；

——应该避免引起在区域D振动的机械固有频率的激发

注4:如果小口径连接的相对振动速度量值超过相应的C/D振动值(区域D),根据定义，这并不意味着小口径连

接会发生疲劳失效。小口径连接中的应力受几何形状、连接类型、焊接细节和质量等影响，如果循环应力

没有超过疲劳极限，则不用考虑停机。为了验证这一点，可采取以下措施：

——在关键点处测量实际循环应力，通常是靠近主管路的焊接处，用应变仪测量并与焊接处的疲劳极限进

行比较，或者测量小口径连接和主管路之间振动位移时域波形(峰-峰值位移，单位为毫米)的差(相对

振动);

——几何数据取自小口径连接和主管路，包括直径、长度和壁厚；

——使用经验证的解析方法或有限元分析对相对振动位移进行疲劳分析，并检查循环应力最大值是否超

过疲劳极限。

5.2.2 验收准则

供应商与买方应在购买安装之前就验收准则达成一致。表1为定义新的或翻新机器的验收准则提

供了依据。

5.3 振动总量值可接受的推荐值(2 Hz～1000 Hz)

5.3.1 振动位移、速度及加速度的推荐值

卧式和立式压缩机系统振动位移总量值、振动速度总量值和振动加速度总量值可接受的推荐值见

表2～表4,图示见附录B。
除非另有说明，V型 和W型压缩机的推荐值和立式压缩机的推荐值一致。对于L 型压缩机，水平

和垂直方向的推荐值分别与卧式和立式压缩机对应方向的推荐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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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压缩机系统各部件振动位移总量值一览表

单位为毫米

压缩机系统部件

卧式压缩机振动位移均方根值 立式压缩机振动位移均方根值

评价区域界限 评价区域界限

A/B B/C C/D A/B B/C C/D

基础 0.032 0.048 0.072 0.032 0.048 0.072

本体(顶部) 0.084 0.127 0.191 0.084 0.127 0.191

气缸(横向) 0.139 0.207 0.310 0.170 0.255 0.382

气缸(轴向) 0.170 0.255 0.382 0.139 0.207 0.310

阻尼器 0.202 0.302 0.454 0.202 0.302 0.454

主管路 0.202 0.302 0.454 0.202 0.302 0.454

小口径连接 见表E.2

表 3 压缩机系统各部件振动速度总量值一览表

单位为毫米每秒

压缩机系统部件

卧式压缩机振动速度均方根值 立式压缩机振动速度均方根值

评价区域界限 评价区域界限

A/B B/C C/D A/B B/C C/D

基础 2.0 3.0 4.5 2.0 3.0 4.5

本体(顶部) 5.3 8.0 12.0 5.3 8.0 12.0

气缸(横向) 8.7 13.0 19.5 10.7 16.0 24.0

气缸(轴向) 10.7 16.0 24.0 8.7 13.0 19.5

阻尼器 12.7 19.0 28.5 12.7 19.0 28.5

主管路 12.7 19.0 28.5 12.7 19.0 28.5

小口径连接 见表E.3

注：主管路振动量值超过评价区域界限C/D时参考表1的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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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压缩机系统各部件振动加速度总量值一览表

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

压缩机系统部件

卧式压缩机振动加速度均方根值 立式压缩机振动加速度均方根值

评价区域界限 评价区域界限

A/B B/C C/D A/B B/C C/D

基础 2.5 3.8 5.7 2.5 3.8 5.7

本体(顶部) 6.7 10.1 15.1 6.7 10.1 15.1

气缸(横向) 10.9 16.3 24.5 13.5 20.1 30.2

气缸(轴向) 13.5 20.1 30.2 10.9 16.3 24.5

阻尼器 16.0 23.9 35.8 16.0 23.9 35.8

主管路 16.0 23.9 35.8 16.0 23.9 35.8

小口径连接 见表E.4

5.3.2 振动值和安装及基础的影响

表2~表4给出的振动值适用于安装在刚性基础上的压缩机系统，即压缩机及其驱动机直接安装

在混凝土基础上。如果压缩机及其驱动机安装在基座上，基座应有足够的刚度并直接安装在混凝土基

础上。安装压缩机的基础不论是混凝土或是基座，都不宜发生共振，避免在共振区域及其附近运行。安

装隔振的基础(如混凝土安装在弹簧上和滑道安装在减振基座上)是一个特例，这类系统的可接受的振

动值宜由供应商与买方协商。

5.3.3 卧式压缩机系统的振动值

气缸中的气体作用力(拉伸)会引起轴向振动， 一般轴向振动大于横向振动。通常认为气缸中轴向

振动产生的拉应力和压应力比横向振动产生的弯应力的破坏性小，因此允许轴向振动比横向振动大。

5.3.4 立式压缩机系统的振动值

立式压缩机相比卧式压缩机在横向上有更大的挠性，允许立式压缩机的气缸横向振动比轴向振

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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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测量信息要求

A.1 压缩机详细信息

通常，对每个压缩机进行测量时，宜记录以下信息。

项目

压缩机编号

压缩机类型

气缸数量

结构型式

额定转速

定速或变速

速度变化(如果可以)

额定功率

压缩机支撑

联轴器

流量控制类型

以下信息也有记录价值。

项 目

驱动器类型

A.2 测量量

对每个测量系统，应记录以下信息。

项 目

测量日期、时间(包括时区)

仪器型号

测量位置

测量单位

测量单位限定符

测量类型

传感器型号

传感器连接方法

FFT 或其他处理

校准要求

还应记录以下过程和操作参数。

项目

测量时的转速

测量时的功率

多台压缩机的运行

示例/附加信息

设备代码或标签编号

气体压缩机/其他

卧式/立式/V 型/L 型/W 型

r/min或Hz
定速或变速

最小速度，最大速度，r/min 或 Hz

kW

安装在刚性基础上或弹性固定

刚性或挠性

阀卸载、旁路、余隙容积、流速、无级流量调节控制

示例/附加信息

电动机，内燃机

示例/附加信息

仪器的生产商和型号

绘图(首选),描述或代码

mm/s;mm,μm;m/s²

均方根(rms)

总/振幅/频谱/时间历程

加速度传感器，电涡流，速度

探头/磁铁/螺纹/黏合剂

滤波器(高截止频率和低截止频率),谱线数，平均次

数，采样数，加窗类型

最后校准的类型和日期

示例/附加信息

r/min 或 Hz

kW

单个，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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