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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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184—2008《中小功率柴油机 振动测量及评级》,与GB/T7184—2008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中的“适用对象”(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中“振动烈度”的定义(见第3章,2008年版的第3章);

c) 更改了“测量方法”(见第4章,2008年版的第4章);

d) 更改了“振动评定”(见第5章,2008年版的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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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7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内燃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车技术中心、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人运通(江苏)技术有限公司、同济大学、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

托车技术中心)、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湖南省力宇燃气动力有限公

司、潍坊内燃机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恩栋、刘影、汤勇、曾帅、袁卫平、胡爱华、蒋长龙、袁自遥、李松林、荣超、

张龙兵、景亚兵、刘涛、汪晓虎、周毅、杨凯、宋祥太、吕宫、叶怀汉、方华、高宏阁、王家宝、王红剑、郑志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7年首次发布为GB/T7184—1987;
———2008年第一次修订,第一次修订时,并入了GB/T10397—2003《中小功率柴油机 振动评级》

的内容(GB/T10397—2003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GB/T10397—1989);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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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建立了往复式内燃机(以下简称“发动机”)振动评定方法。本文件针对发动机主结构上的振

动进行振动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其上所装辅助设备发生问题。
往复机械的典型特征是具有摆动的质量、周期性变化的输出(输入)扭矩和附属管路中的脉冲力,所

有这些特征都会对主支承产生很大的交变力,并使主支承架的振动振幅增大。该振幅一般高于旋转机

械,但是由于其主要取决于机械的结构特征,因此在机器使用寿命内,往复式机械比旋转式机械更稳定。
对往复式内燃机来说,按本文件对发动机主结构的振动进行测量,只能对发动机本身零部件的应力

和振动状态提供一个大致的概念。如旋转部件的扭转振动一般不能通过机械结构零件的测量来评定。
当超过按同类发动机的经验数据所制定的指导值时,主要是使安装在发动机上的零件(如增压器、热交

换器、调速器、滤清器、泵等)、发动机与其外部零件间的连接件(如管路)或监测仪表(如压力表、温度计

等)损坏。而要预测振动达到什么值就会出现损坏的问题,则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些零件本身及其紧固

件的设计。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对发动机某些零部件和部位进行专项测量,以确定其振动值在允许的范围内。

尽管有时候振动测量值在允许的范围内,但由于各种发动机的零部件不尽相同,问题还是有可能会

发生。
这些问题可通过特定的“局部测量”(如避开共振)来纠正。尽管如此,经验表明,在大多情况下用可

测量的量来表征振动状况,并给出指导值是可行的。这说明可测量的变量和指导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可

给出可靠的评定。为了以简单方式定量描述往复式内燃机振动,本文件将采用“振动烈度”这一术语。
发动机的振动值不但受机体本身特性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基础的影响。由于往复式内燃

机可看作振源,因此发动机与基础间的隔振是必要的。基础的振动响应会对发动机振动产生相当大的

影响,这些振动状况还依赖于发动机周边环境的传递特性,所以发动机对环境的影响不能由发动机本身

的振动完全确定。因此本文件仅作为发动机对环境的影响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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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复式内燃机 振动评定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往复式内燃机整机非旋转部件和非往复部件的振动评定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GB/T21404定义的往复式内燃机(以下除特别说明外,简称“发动机”),以及尚无合

适标准可使用的其他内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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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298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 词汇

GB/T6072.1 往复式内燃机 性能 第1部分:功率、燃料消耗和机油消耗的标定及试验方法 
通用发动机的附加要求

GB/T6072.3 往复式内燃机 性能 第3部分:试验测量

GB/T13824 旋转与往复式机器的机械振动 对振动烈度测量仪的要求

GB/T14412 机械振动与冲击 加速度计的机械安装

GB/T14777 几何定向及运动方向

GB/T21404 内燃机 发动机功率的确定和测量方法 一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2298、GB/T6072.1和GB/T1477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振动烈度 vibrationseverity
诸如极大值、平均值、均方根值或其他描述振动参数的一个或一组数值,涉及多个瞬态值或多个平

均值。
注:振动烈度是一种通称,过去在涉及振动速度时经常使用,现在也用于位移和加速度等。

[来源:GB/T2298—2010,3.51,有修改]

4 测量方法

4.1 测量仪器

4.1.1 通则

包括传感器、电缆在内的测量系统应满足GB/T13824的要求。
如测量系统不能完全满足GB/T13824的要求,但测量结果能满足GB/T13824的要求,则测量系

统可认为是满足GB/T13824要求的等效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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