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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3521《机械振动 轨道系统产生的地面诱导结构噪声和地传振动》已经或计划发布以下

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31部分:建筑物内人体暴露评价的现场测量指南;
———第32部分:大地的动态性能测量。
本部分为GB/T33521的第3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TS14837-32:2015《机械振动 轨道系统产生的地面诱导结构噪

声和地传振动 第32部分:大地的动态性能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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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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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铁道建筑研究所、同济大学、清华大学、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节能环保劳卫研究所、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杨宜谦、尹京、罗雁云、王巍、王宗纲、刘鹏辉、孟鑫、王一干、孙成龙、周政、

赵健业、马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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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解决由轨道系统产生,经振源至建筑物接收位置之间传递路径传播的噪声和振动问题,需要获

取大地的噪声和振动传递函数。为此,需要了解影响传递的地质特性和层理结构。一般而言,为了估算

这些参数特性,需要进行测试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基于此目的,本部分规定了相关的大地动态参数的测

试和估算方法。
本部分的第4章概述了地面诱导结构噪声和地传振动,在此之后是本部分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

分。第5章定义了相关的大地动态参数,描述了这些参数间的相关性以及与波传播的基础物理学关系。
第6章给出了这些参数的确定方法:6.3给出基于传统岩土工程和工程地质指标参数的经验修正的简单

估算方法;6.4给出从岩土的现场贯入试验数据间接测定的方法;6.5和6.6给出更精确的直接在现场原

位和实验室测试这些参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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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 轨道系统产生的
地面诱导结构噪声和地传振动
第32部分:大地的动态性能测量

1 范围

GB/T33521的本部分提供了轨道系统至邻近建筑物基础之间的大地(即地面诱导结构噪声和地

传振动的传播介质)的动态性能测量的指南和方法。目的是确定大地系统的参数,以便可靠地预测噪声

和振动的传播、设计满足噪声和振动要求的轨道系统和地基、谋划对策以及验证设计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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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3521.1—2017 机械振动 轨道系统产生的地面诱导结构噪声和地传振动 第1部分:总
则(ISO14837-1:2005,IDT)

3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GB/T33521的本部分。
注:缩写汇总见附录A。

B   剪切模量(Gmax)公式中的无量纲常数

D 与损耗有关的距离衰减因子

d 波的传播距离

Emax 杨氏模量,低应变动态值

e 孔隙比,e=φ/(1-φ)

f 频率

G* 复剪切模量

Gmax 剪切模量,低应变动态值

Gsec 割线剪切模量,动态值

Ip 塑性指数

Kmax 体积模量,低应变动态值

k* 复波数

M * 复侧限模量

Mmax 侧限模量,低应变动态值

N60 标准贯入试验(SPT)中的修正锤击数

n 剪切模量(Gmax)公式中的应力指数

P 振动功率通量

pa 参考应力(压力),pa=100kPa
Q 材料品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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