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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舶 局 部 振 动 测 量 规 程

Cod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local vibration of ship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SO 4868-84《船舶结构与装置的局部振动数据测量和报告的规程》。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于所处部位船体梁振动的船舶局部结构、机械装置或设备动响应的数据采集条件

和方法，以及数据报告的表达形式。

    本标准适用于海上航行船舶。内河船舶亦可参照使用。

2 测量仪器

2.1 应选用具有多通道并能长期保存记录的电子测量系统。通常由传感器、放大器、滤波器和记录器组

成。

2.2 应具有较宽的频率范围和幅值线性。要满足被测构件的频率和幅值要求，并能适应船上温度、湿度

和噪声等环境条件。

2.3 传感器安装要牢靠，方向要正确，导线走向和布置合理。

2.4 仪器的灵敏度、幅频特性、幅值线性和相频特性必须定期进行计量检定或校准，取得合格证书方可

使用。

2.5 脉冲装置安装在螺旋桨轴上时，要使脉冲信号与主机1号缸上死点或螺旋桨某叶片位置相对应。

2.6 在能满足试验要求前提下，可以使用单点测量的便携式电子仪器或机械式测振仪。

3 测量条件

水深不小于船舶吃水的5倍。当确认淡水不影响试验结果时，试验也可以在码头边进行。

海面应处于3级海况以下。

船舶应处于满载或压载状态，压载时艇吃水应确保螺旋桨全部浸没在水中。

船舶应保持稳定航向，操舵角应限制在士2“之内。

主机和其他机械装置处于稳定工作状态。如属多桨船，应使各桨轴转速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

如有需要，个别机械装置可以单独运行。

不能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应在报告中予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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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量部位

4.1 尾部

    上（主）甲板纵中剖面尾端或尾尖舱前舱壁上是船体梁振动主要表征点。测量方向为垂向、横向和纵

向。见图10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一11一09批准 1994一07一01实施



GB/T 14697一93

垂向

匕向
传感器位置

                                  图1 尾部测点示意图

4-2 上层建筑

4.2.1 驾驶室甲板与前围壁中心线交点处。测量方向为垂向、横向和纵向。

4.2.2 驾驶室甲板和上（主）甲板间任一层甲板与前围壁中心线交点处。测量方向为横向和纵向。

4.2.3 上（主）甲板与前围壁中心线交点处。测量方向为横向和纵向。见图20

                                图2 ＿L层建筑测点示意图

4. 3 局部构件

    在有局部振动的部位处，如构件、上层结构的部件（烟囱、桅杆、罗经座、管道）、甲板、隔舱、基座等

处。测量方向视具体情况而定。桅杆测点见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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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桅杆测点示意图

4.4 机械装置

    在有大振幅的机械装N-外表面布置测点。测童方向为垂向、横向和纵向。

4. 5 船体脉动压力测点（选测项H)

    在螺旋桨轴垂直平面与外底板交线上布置4个测点．在螺旋桨盘面所在平面与外底板交线上也布

仪4个测点，具体布片见图4。图中D为螺旋桨直径

轴 中心线

盘 面线七

一川

                                    图 1 脉动压力测点小仓图

4.6 结构动应力测点（选测项目、

    对被测局部结构，视具体要求布置单向或平面应力测点

4.了 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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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仪表室、海图室以及其他有明显局部振动的舱室，室内构件和装置，视具体要求布置测点。

4.8 上述测量部位是依据一般原则而给出的，在不同条件下，测量部位的选择要与测量目的相符合。

5 测量参数

    测量参数应包括：

    a． 位移，mm;

    b．速度，mm/s;

    c． 加速度，mm/s2;

    d． 压力，MPa ;

    e． 应力，MPa;

    f． 频率，Hz;

    9· 相位，(0)o

    a. -e．均以单峰值表示。

6 测盘程序

6.1 校准

6.1.1 测量仪表在现场全部安装联通后，必须对每一通道通电调试，选择合适量程，确保正常工作。

6.1.2 在测量前后，分别对每通道进行现场校验，以重复实验室内系统校准状态并做好现场记录。

6.2 试验实施

6.2.1 试验时，主机转速从额定转速的一半开始，对低速机按5̂ 10 r/min；中速机按10̂ 50 r/min；高

速机按50-100 r/min的速度逐档递增直至额定转速。在共振转速和营运转速附近，转速档次适当加

密。记录应在每档转速稳定后进行。

6.2.2 如有需要应在局部振动发生的某些转速下作专项测量。

6.2.3 局部结构激振试验时，可采用稳态激励或瞬态激励，以获得被测结构所需的模态参数（可选项

目）。

了 数据采集、分析与提供

7.1

7.1．1

7.1．2

7.1．3

了．2

7.2.1

7.2.2

式中：

7.2.3

数据采集

  信号记录的连续时间不小于60 s o
  光线示波器记录长度至少应包含100个基频波形。

  记录测量数据时，脉冲信号和振动响应信号必须进行同步记录。

数据分析

  计算机分析时可采用随机截断或整周期截断方法。

  快速富里叶变换（FFT）的样本时间△T一般为4s。频率分辨率△f按下式计算：

1
一盯

 
 
－一

f 
 
△

Af 频率分辨率，Hz ;

OT— 样本时间，so

  人工分析时采用10％最大值方法。如从100个基频波形中，选取10个振幅最大值平均后作为

最大重复振幅值提供。

了．3 数据提供

7.3. 1 提供船体梁尾部测点在螺旋桨各转速时的各阶振动幅值。

7-3.2 提供局部结构、机械装置由螺旋桨引起的轴频以及各阶振动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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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局部结构、机械装置由主机引起的主要频率成分的振动幅值。

对局部构件激振试验，提供被测件所需的模态参数。

如有要求，进一步分析引起严重局部振动的振源。

当存在“拍”振动时，需提供“拍”的频率和最大、最小振幅值。

n
嘴
︺

月
Q
．

一﹄
︺

n卜
U

 
 
 
 
 
 

．

…

q
j

q
口

Q
J

Q
J

 
 
 
 
 
 
 
 

．

…

，
声
．

7
‘

7
了

，了
下

8 数据报告

8．1 船舶主要设计参数。

8．1．1 船舶推进装置的主要参数可参照附录A（参考件）表Al、表AZ填写。

8．1．2 提供船体及上层建筑的纵中剖面简图。

8．2 测点布置图。

8．3 试验条件可参照附录A（参考件）表A3填写。

8．4 振动测量结果可参照附录A（参考件）表A4填写。

8．5 提供试验数据的分析方法。

8．6 根据相应的评价标准，按图5对测量结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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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船舶局部振动数据标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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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船舶局部振动测t数据表格示例

          （参考件）

表A1 试验船舶的主要参数

船名

制造厂／建造年份

船 体 主 机

船类与型号 数口、机类与型一号

船级 建造年份

结构型式 缸径与冲程,mm

垂线间长L�v, m 汽缸数

型宽月,m 功率，kW

型深 月,m 转速，r/min

吃水（满载)d,m 位置

排水量（满载）,A,t
不平衡力矩

    N ·m

Mo

方型系数C、 M}

载重量Dw,t M,,

螺 旋 桨

中剖面惯性矩,ma
I,

Ih 数目与桨型

中剖面剪切面积，mz
A, 叶数

A,, 直径D,m

转速，r/min

中剖面简图 桨叶倾斜角，（·）

螺距比

间隙比CID

舵型与数目

螺旋桨船体间隙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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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推进轴系的主要参数

推进轴系主要参数

轴 数

最大转速与常用转速，r/min

衬套材料型号

轴对中（直接或理论对中）

转 动 部 分 静 止 部 分

直径，mm 长度，mm 直径，mm 公隙，mtn 支承

1 尾轴 1 尾管后轴承

2 第一中间轴 2 尾管前轴承

3 第二中间轴 3 第一中间轴承

4 第三中间轴 4 第二中间轴承

5 第四中间轴 5 第三中间轴承

6 推力轴 6 第四中间轴承

直径

n飞n飞

质量

  t

质量极惯性矩

    t·m2

7 第五中间轴承

8 第六中间轴承

第 二 减 速

齿轮箱

9 第七中间轴承

10 第八中间轴承

第一减速

齿轮箱

11 第九中间轴承

12 推力轴承

轴 系 尾 部 13 主齿轮装置后轴承

螺旋桨质量（(t）与密度（(kg/m3 ) 14 主齿轮装置前轴承

螺旋桨质量极惯性矩t·m2 推力轴承及其基础简图（标明主要尺寸）

刚度

N/m

距离

  m

螺旋桨重心与尾轴

后支座之间距离

两个尾轴支座之间

距离

中间轴承

标明转动部分和静止部分相对位置的轴系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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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振动测量时的条件

试 验 条 件
日 期

地 点

海况（蒲氏风级） 测量仪器型号

浪高，m

相对舶向角，（。）

水深,m

脆吃水，m

魄吃水，m

平均吃水，m

试验时的排水量，t

螺旋桨浸水深度，m

表A4 振动测量结果

船名： 测量日期： 填表者： 检测员：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机械振动与冲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海洋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全国机械振动与冲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702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胡国经、顾国良、严胜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