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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4797包括以下部分:
———GB/T4797.1 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温度和湿度;
———GB/T4797.2 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气压;
———GB/T4797.3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生物;
———GB/T4797.4 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太阳辐射与温度;
———GB/T4797.5 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降水和风;
———GB/T4797.6 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尘、沙、盐雾;
———GB/T4797.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地震振动和冲击;
———GB/T4797.9 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贮存、运输和使用过程中测得的冲击和振动

数据。
本部分为GB/T4797的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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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0721-2-9:2014《环境条件分类 第2-9部分:自然环境条件 测

量的冲击和振动数据 贮存、运输和使用》。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与我国标准体系一致,将标准名称改为《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贮存、运输和使用

过程中测得的冲击和振动数据》。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芜湖赛宝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赛宝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业和信息

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深圳市优瑞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天津航天瑞

莱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光麒科技有限公司、西安捷盛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广家院威凯(上海)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赛宝腾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阿泰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融军通用标准化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侯卫国、阳川、纪春阳、梅礼光、吴飒、叶建华、余晓流、高文斌、白西刚、徐明鸽、
沈晓媛、崔战团、吴焕、余天刚、杨朋、严婷婷、王妙、史晓雯、辛荣。

Ⅲ

GB/T4797.9—2021/IEC60721-2-9:2014



引  言

  GB/T4797的本部分旨在提供一种策略,用以根据产品在贮存、运输、有气候防护场所或无气候防

护场所使用过程中测得的数据制定环境剖面。测得的数据通常以加速度-时间历程形式记录。之后从

IEC60068-2系列[1]选择适当严酷度的振动和冲击试验方法,应用IEC60721-3[2]中给出的环境水平,并
根据本部分描述的策略更新环境水平。

更多详细信息可从专业的文献资料中获得,参考文献列出了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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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贮存、运输和使用过程中测得的冲击和

振动数据

1 范围和目的

GB/T4797的本部分旨在提供一种策略,用以根据产品寿命周期中测得的数据制定环境剖面。
其目的是定义冲击和振动的基本参数和量值,作为确定产品在其寿命周期内贮存、运输和使用过程

中预期承受机械环境严酷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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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3 总则

3.1 概述

在贮存、运输平台和使用地点测得的冲击和振动信号从基本的正弦特征到纯随机特征各不相同。
随机信号可能是正态分布,也可能是非正态分布。如果是后者,可以合理地假设该过程是以一种复杂方

式混合不同幅度的正态分布随机信号的叠加。
真实环境很少能够被简单地归类为正弦振动环境,通常,与旋转机械、航空发动机、螺旋桨等离散激

励机制相关联,并且与相关的随机振动过程相混合。产品相关规范需明确是仅进行随机振动试验还是

进行混合模式试验。
冲击环境与产品寿命周期每一阶段的振动环境密切相关,在特定的环境中往往会产生更高量级的

加速度。如果在运输过程中将包装产品牢固地固定在运输平台基座上,包装产品不会“跳动”,通常这些

冲击信号包含的频率在0Hz至200Hz带宽内。当然,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更高频率(也许在kHz范

围),这也取决于实际的使用环境。
鉴于随机振动试验是最常见的试验方式,下文给出了随机振动环境的处理方法。基于随机过程的

处理方法可以代表其他过程,例如,冲击环境下冲击响应谱的处理,以及加速度谱密度(ASD)的处理。
它也同样适用于处理加速度-频率形式的正弦数据。但是,需要特别注意这些数据取决于所涉及的初始

过程,即加速度值、均方根值或异常频率的离散值。
在此过程中要考虑的其他因素包括:

a) 随机谱的因子可能取决于测试的最终目的,例如鲁棒性、鉴定级等;

b) 环境的统计学特征;

c) 产品的统计学特征;

d) 时间-寿命周期剖面。
本条介绍产品在贮存、运输和使用阶段的一些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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