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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9716《机械振动与冲击 信号处理》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1部分:引论;
———第2部分:傅立叶变换的时域窗;
———第3部分:时频分析方法;
———第4部分:冲击响应谱分析;
———第5部分:时基分析方法。
本部分为GB/T29716的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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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8431-4:2007《机械振动与冲击 信号处理 第4部分:冲击响应

谱分析》。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298—2010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 词汇(ISO2041:2009,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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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机电工程研究所、杭州亿恒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交通运输部

公路科学研究所、孝感松林国际计测器有限公司、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船重工第七一一

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超位、焦明纲、顾国富、王宝元、洪丽娜、赵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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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数据分析都是通过广泛应用数字信号采集系统和计算机数据处理设备对数字

化数据进行数学运算实现的。因此,数据分析基本是指数字信号处理。
试验力学包括从试验设计到数据评估和理解的所有步骤,而振动冲击试验数据的分析应是其中的

一部分。

GB/T29716假定数据已经充分还原,已计及仪器的灵敏度影响。文中提到的数据均为振动或冲

击的加速度信号的时域采样点序列,获取这些数据的试验方法不在本标准(所有部分)的范围内。
本部分是关于冲击响应谱的数字计算方法,且不只限于典型的冲击信号。但是,这种方法对于分析

GB/T2298(ISO2041)中所定义的冲击信号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冲击是一种突发事件,其发生的时间比

系统基本周期短,在关心的频率范围内没有频率特性。它只可描述为对应恒定频率的时域积分和脉冲。
虽然“最大响应谱”更加贴切,但“冲击响应谱”这个术语仍在沿用。

在历史上,冲击响应谱最初被用来描述一种当时称为“冲击”的瞬态现象。
响应分析通常是在其他频率分析方法无法充分应用时采用的一种描述振动或冲击的方法。例如,

不同类型的振动进行对比时就要用到响应分析。基于傅立叶变换的频谱分析在分析不同种类的信号

时,如周期信号、随机信号或瞬态信号,就会产生不同的频谱。
冲击响应谱的典型应用是描述一个动态的力学环境,被分析的振动(或冲击)信号通常是加速度信

号,记录为数字量并经分析转换成冲击响应谱。这个谱可用于针对某设备的环境试验。如何根据给定

的冲击响应谱参数设计试验可参照相应的国家标准如GB2423.57(IEC60068-2-81,详细信息可查阅参

考文献)。
当一个振动和(或)冲击环境测量工作完成后,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例如确保测量点上有适当的动

态载荷等,这些措施超出了本标准这部分的范围。在这个领域有很多手册和资料可参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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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与冲击 信号处理
第4部分:冲击响应谱分析

1 范围

GB/T29716的本部分描述了冲击响应谱(SRS)的数字处理方法,该冲击响应谱通过一个经过数字

滤波的加速度输入信号给定。针对不同类型的冲击响应谱,同时给出了相应的滤波系数和建议的采样

频率。
注:根据ISO2041中给出的冲击响应谱的定义,一个冲击响应谱可以被定义成加速度、速度或位移传递函数的形

式。本部分仅讨论加速度输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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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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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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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冲击响应谱 maximaxshock-responsespectrum
取响应最大绝对值求得的SRS。

3.2
负冲击响应谱 negativeshock-responsespectrum
取负响应最大值求得的SRS。

3.3
正冲击响应谱 positiveshock-responsespectrum
取正响应最大值求得的SRS。

3.4
初始冲击响应谱 primaryshock-responsespectrum
取冲击激励作用时间内的响应最大值求得的SRS。

3.5
剩余冲击响应谱 residualshock-responsespectrum
取冲击激励结束后的响应最大值求得的SRS。

4 符号和缩略语

下列符号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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