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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8707《机械振动 评价车辆座椅振动的实验室方法》分为两部分:
———第1部分:基本要求;
———第2部分:应用于机车车辆。
本部分是GB/T18707的第2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SO10326-2:2001《机械振动 评价车辆座椅振动的实验室方法 第2部分:应用

于机车车辆》(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ISO10326-2:2001。
为了使用方便,采用ISO10326-2:2001时做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对部分标点符号进行了修改和删减;
———对于ISO10326-2:2001中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有被采用为我国标准的用我国标准代替对应

的国际标准。未被采用为我国标准的直接引用国际标准。
本部分的附录A是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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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郑州机械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范荣华、石春珉、马筠、孙成龙、韩国明、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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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尽管铁路车辆上的乘客感受到的振动总是低幅值的,然而事实上在座椅坐垫和座椅靠背接触面形

成的加速度有时要比车体构架激励传递来的加速度要大得多。因此,对铁路座椅进行试验的最根本目

的是获取座椅及其各组件整体动态方面的特性;这些组件包括:座椅框架、悬挂系统、衬套、座椅面等等。
最终这些特性将对选择最适宜的座椅组件和进一步改善乘客的舒适度提供有用的指导。

实验室试验能够在明确定义并具有可再现性的激励条件下进行试验。因此,这些试验提供了与现

场实施的调研互为补充的一个基本研究方法。
铁路车辆座椅底部的振动是随机的,属于宽频带类型。其谱的复杂形式和非平稳性取决于车辆自

身结构、自身荷载、车轮断面条件、轨道几何尺寸及质量状态等因素。因此,本部分中规定对有一个试验

人员乘坐的座椅在X、Y 和Z 坐标轴三个方向上连续宽频带伪随机振动的激励。它的振动谱相当简单

并且具有足够的量值,可以涵盖轨道上所观察到的大多数真实的谱,但又与后者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在实验室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试验结果中,对人体-座椅系统不同响应点所测量的数据可用来与极限

值或可接受的数值比较。因此,本部分规定了采用这些测试数据来确定人体-座椅系统在座椅座垫和椅

背面在X、Y 和Z 轴三个方向上的频率响应函数。这些频率响应函数足以描述带有乘坐人员座椅的振

动特性。从而能够清楚证明激励方向,有利或不利的频率以及相应的增益。这些输入参数与不同结构

座椅的对比有关。
通过自动计算的频率响应函数可以用来评价一个与实际车辆上使用的座椅所受激励相似的激励的

特定座椅的固有特性。最终,它们必须用模数和相位确定。直接和交叉比率是相关的,如同垂直、横向

与纵向运动之间存在耦合一样。在本部分中该试验规程允许这些相互作用。
然而,这类计算的有效性只是基于假设所考虑的人体-座椅系统是充分线性的情况。要在实验室条

件下检验这种假设,本部分规定要增加一个测试周期。在测试中,使用在伪随机激励下得到的峰值频

率,作为正弦曲线激励频率和高振幅模式来进行试验。
与铁路条件相关的频率范围限制在0.5Hz~50Hz之间。铁路座椅传递低于0.5Hz的振动时不

加调制修正。然而,高于50Hz的振动,由于在实际使用中被座椅隔离,通常振动量太小以致不为座椅

上的乘客所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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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
评价车辆座椅振动的实验室方法

第2部分:应用于机车车辆

1 范围

GB/T18707的本部分规定了铁路动车及拖车车辆上旅客和乘务人员乘坐座椅的实验室试验

方法。
本部分涉及的频率为0.5Hz~50Hz的三轴向的直线振动。本部分规定了用于座椅测试的输入

试验振动方法。
本部分使以频率响应函数的形式来表征振动如何传递到乘员的方式成为可能。然而,这种表征只

有在人-座椅系统被看作是充分线性的条件下才完全有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18707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T2298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 词汇(GB/T2298—2010,ISO2041:2009,IDT)

GB/T13441.1 机 械 振 动 与 冲 击 人 体 暴 露 于 全 身 振 动 的 评 价 第1部 分:一 般 要 求

(GB/T13441.1—2007,ISO2631-1:1997,IDT)

GB/T13823(所有部分) 振动与冲击 传感器的校准方法(ISO5347,IDT)

GB/T14412 机械振动与冲击 加速度计的机械安装(GB/T14412—2005,ISO5348:1998,

IDT)

GB/T18707.1 机械振动 评价车辆座椅振动的实验室方法 第1部分:基本要求(GB/T18707.1—

2002,ISO10326-1:1992,IDT)

GB/T23716 人体对振动的响应 测量仪器(GB/T23716—2009,ISO8041:2005,IDT)

GB/T20485(所有部分)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ISO16063,IDT)

ISO13090-1 机械振动与冲击 真人测试和试验安全指南 第1部分:全身机械振动与反复冲击

3 术语和定义、符号和缩写术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2298所确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2 符号和缩写术语

本部分采用下列符号和缩写术语:

 arms———加速度均方根值,m/s2;

a(t)———加速度时间历程的瞬时值,m/s2;

a(t,Be,f)———频率在(f -Be/2)~(f +Be/2)范围内被滤波的加速度时间历程a(t)的瞬时

值,m/s2;

b(t)———加速度时间历程的瞬时值,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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