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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官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61373:1999(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 冲击和振动试验》。
    本标准的试验方法采用近代的随机振动试验，代替了传统的正弦振动试验，能更准确地模拟机车车

辆设备振动的环境条件，从而使试验结果更真实地反映机车车辆设备的实际运行情况。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都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归口并负责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毛远琪、言武、姜志新。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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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官

    本标准包括了安装在铁路机车车辆上的机械、气动、电气和电子设备或部件(以下均简称为设备)的
随机振动和冲击试验要求。随机振动是验证设备(或部件)的唯一方法。
    本标准中的试验主要用于验证被试设备在铁路机车车辆正常环境条件下承受振动的能力。为了使

之具有代表性，本标准采用了全世界各个机构提供的现场实测数据。

    本标准不适用于特殊应用场合下因自感应产生的振动。
    在执行和解释本标准时需要有工程判断能力和经验。

    本标准用于设计和验证，但并不排除采用其他方式(如正弦扫频)来保证机械和操作上的可靠性满

足预期要求。为便于按本标准进行产品设计，在附录B中列出了指南，可供与设计时采用的其他方法

进行比较。

    被试品的试验量级仅仅取决于其在车上的位置(即车轴、转向架或车体安装)。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获得随机振动时与产品性能有关的设计信息，试验可在样机上进行。但为了对
设备进行验证，则必须从正常产品中抽取样品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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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Railway applications-Rolling stock equipment

            Shock and vibration tests

，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安装在铁路机车车辆上的机械、气动、电气和电子设备或部件(以下简称为设备)进

行的随机振动和冲击试验的要求。由于铁路环境的影响，设备将承受振动和冲击。为了保证设备的质
量，必须模拟设备使用期限内的环境条件对其进行一段时间的试验。

    可采用一系列方法进行模拟长寿命试验，这些方法都各有其优缺点，最常用的方法有:
    a)幅值增强法:增强幅值，缩减时间;

    a) 时基压缩法:保留实际幅值而缩短时间;

    C) 幅值截取法:去除幅值较小(低于规定值)的时间段。

    本标准采用以上a)所述的幅值增强法，与第2章中的引用标准一起，规定了对用于铁路机车车辆
上的设备进行振动试验时的默认试验步骤。但是，制造商和用户也可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采用其他一

些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可不按本标准进行验证。若能获得现场信息则可采用附录A的方法获取现场
信息与本标准进行比较。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固定式轨道系统上的铁路机车车辆，但也适用于其他场合。对于采用空气轮胎
或诸如无轨电车之类的其他运输系统，由于冲击和振动水平明显不同于固定式轨道系统，供货商和用户

可在招标时就试验量级达成协议。建议按附录A中的指南来决定频谱和冲击时间及幅值。对于未按
本标准的量级进行试验的项目，不得按本标准要求发放证书。

    无轨电车就是其中一例，车体安装的设备可按本标准的1类设备进行试验。

    本标准适用于单方向试验。多方向试验不在本标准的范围内。
    根据设备在车上的位置，本标准采用的试验工况分为三类。

    1类 车体安装
    A级 车体上(或下部)直接安装的柜体、组件、设备和部件。

    B级 车体上(或下部)直接安装的箱体内部的组件、设备和部件。
    注:当设备安装位置不明时，应采用B级。

    2类 转向架安装

    安装在铁路机车车辆转向架上的柜体、组件、设备或部件。
    3类 车轴安装
    安装在铁路机车车辆轮对装置上的组件、设备或部件。

    注:对于安装在仅有一系悬挂的机车车辆(如棚车和敞车)上的设备，除非招标时另有协议，否则，车轴安装的设备应

中华人民共和.铁道部2002-05-17批准 2002-12-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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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3类进行试验，所有其他设备按 2类试验。

    试验费用取决于被试项目的重量、形状和复杂程度，所以在招标时供货商可提出符合本标准要求
的、更为经济有效的方法。采用一致同意的替代方法后，供货商有责任向用户或其代表证明其被试项目

达到本标准的要求。一旦采用替代方法，则不得按本标准要求发放证书。

    本标准用于评估安装在机车车辆主结构上的设备(或其上安装的部件)，不适用于对组成主结构的
设备本身进行试验。在很多情况下，用户可能提出要做一些附加或特殊的振动试验，如:

    a)安装或连接在已知的可能产生固定频率振动的振源上的设备。
    b)牵引电机、受电弓、受电靴、设计用于传递力和(或)力矩的悬挂部件和机械零件等设备，可能要

        按它们的特殊要求进行试验以确定它们能应用于铁路机车车辆上。在这些情况下，所有需要

        进行的试验都应在招标时一一协定。

    c)在用户指定的特殊环境下使用的设备。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11-199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d:宽频带随机振

动 一般要求

    GB/T 2423.12-199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da:宽频带随机振

动 高再现性

    GB/T 2423.13-199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db:宽频带随机振

动 中再现性

    GB/T 2423.14-199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dc:宽频带随机振

动 低再现性

    GB/T 2423.43-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元件、设备和其他产品在
冲击(Ea)、碰撞(Eb)、振动(Fc和Fd)和稳态加速度(Ca)等动力学试验中的安装要求和导则

定 义

本标准采用《;日汀 2423.11,GB/T 2423.12,GB/T 2423.13,GB/T 2423.14的定义。

4 总 则

    本标准目的在于揭示产品潜在的缺陷(或错误)。在铁路机车车辆上已知的振动和冲击环境下工作

时，这些缺陷或错误可能导致故障。本标准不用于全寿命试验，然而，试验条件足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
设备在现场使用时具有规定的寿命。

    试验之后，只要不产生机械损坏或性能降低，就可以认为符合本标准。
    本标准中的试验量级是参照附录A中的方法从环境试验数据推导出来的。这些数据由负责收集

现场环境振动量级的机构提供。

    根据本标准，必须进行以下试验:
    功能性随机振动试验量级 施加的最小试验量级，用于证明在铁路机车车辆上可能的环境

                              条件下使用时，被试设备能正常工作。
                                  在试验进行之前，制造商和最终用户应就功能正常发挥的程度

                              达成协议(见6.3.2)。功能性试验要求详见第8章。

                                  功能性试验不适用于在模拟的使用条件下进行全面的性能评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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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长寿命试验量级

冲击试验

    该试验目的是证实在增强的环境条件下设备机械结构的完好性。在

此条件下不必检查设备的功能。模拟长寿命试验的要求详见第9章和第

10章。

    冲击试验目的是模拟使用过程中的偶然情况。在此试验过程中不必

检查设备的功能，然而，有必要证明工作状态未曾改变，也没有产生机械
位移或损坏。这些情况应该在最后的试验报告中清楚地说明。

试验次序

    可以按以下次序进行试验:

    首先做增强随机振动量级的垂向、横向和纵向模拟长寿命试验;其次做垂向、横向和纵向冲击试验;

然后(仅当指明或协议时)做运输和装卸试验;最后做垂向、横向和纵向功能性随机试验。

    注:运输和装卸试验不是本标准所要求的，因此不包括在本标准中。

    试验次序可以改动，以避免重复。改动后的试验次序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在模拟长寿命试验之
前和之后，应按6.3.3进行性能试验，并将传递函数进行比较，以检查在模拟长寿命试验之后是否发生

变化。

    试验大纲中应该指明振动的位置和方向，并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 试验站需要的其他信息

    注 1一般信息参见GB/T 2423.11,GB/T 2423.12,GB/1' 2423.13,GB/1' 2423.140

    注 2:部件安装的一般情况参见(.B/1' 2423.430

6.1被试设备的安装和定位
    应该按实际要求(包括弹性安装)，直接或通过夹具将被试设备安装在试验装置上。

    由于安装方式对结果有较大的影响，试验报告中应详细记录实际安装方式。
    除非另有协议，应按设备的正常工作方位进行试验，试验时不能采取特殊防护措施来消除电磁干

扰、发热或其他因素对被试设备的使用和性能产生的影响。

    夹具在试验的频率范围内应尽可能不产生共振，无法避免时，应分析共振对被试设备性能的影响，

并在试验报告中进行说明。

6.2 参考点和控制点

    应在参考点、有时是控制点(相对于设备的固定点而言)进行测量，以确定是否满足试验要求。

    当设备的很多小零部件安装在同一个夹具上试验时，且如果安装夹具的最低共振频率高于试验频
率的上限，则选取夹具和振动台的固定点作为参考点和(或)控制点，而不选取试验样品和夹具的固定点

作为参考点和(或)控制点。

6.2.， 固定 点

    固定点是被试设备与夹具或振动试验台面相接触的那一部分，是实际使用时固定被试设备的点。

如果设备上的安装机构本身作为夹具，则应将安装机构而不是被试设备作为固定点。

6.2.2 控制 点

    控制点一般来说就是固定点，它应该尽可能靠近固定点，并且其控制用传感器一定要与固定点刚性

连接。只有或少于四个固定点时，每个点都用作控制点。这些点的振动不应低于规定下限。试验报告

中应详细说明所有的控制点。如果设备的零件较小、重量较轻、机械结构不太复杂而不必采用多个控制

点时，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控制点的数目和位置。

6.2.3 参考点

    参考点是为证实试验要求是否满足而选取的一个点，以便测量参考信号。参考点能代表被试设备

的运动情况，它可以是控制点或者是对各控制点信号进行手工或自动处理得出的虚拟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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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采用虚拟点进行计算的随机振动，参考信号的频率谱定义为各控制点信号的加速度谱密度
(ASD)的算术平均值。此时，参考信号的总方均根值等于各控制点信号方均根值的方均根。

。、总的、值一丫典平
    式中 :

    n。— 控制点的数目。

    试验报告应该对采用点的情况及选用的原因进行说明。对于大型、复杂设备，建议采用虚拟点。
    注:确认总的方均根加速度时，允许采用扫描技术对控制点信号进行自动处理构成虚拟点，但未修正分析仪器的带

      宽、采样时间等误差时，不能用于确认 、SD的量级。

6.2.4 响应点(测量点)
    响应点是被试设备上的指定位置，用于试验时采集数据以检查被试设备的振动响应特性。此项工

作在进行本标准的试验之前就己经完成〔见第7章)

6.3 试验中的机械状态和功能

6.3.， 机械状态

    被试设备安装在机车车辆上以后，如果长时间保持的机械状态不止一种，那么要选取两种机械状态

进行试验，其中至少要选取一种最恶劣的状态(如接触器紧固力最小的机械状态)。

    当状态多于一个时，对于选取的每种状态，对被试设备做振动和冲击试验的时间应该一样长，量级

分别在第8章和第10章中规定。
6.3.2 功能性试验

    如有必要，制造商应该在试验进行之前拟出功能性试验大纲并与用户达成协议。功能性试验应该

在振动试验时按本标准第8章的量级进行。

    功能性试验是为了验证设备工作能力，以证实被试设备在实际使用时能正常工作，不应与性能试验

混淆。

    注 1:冲击试验时不做功能性试验，除非制造商和用户之间事先达成了协议。

    注2:如果功能性试验有所更改，应该在试验报告中详细说明。

6.3.3 性能试验

    在试验之前以及所有试验完成之后，应该进行性能测试。制造商应该给出性能测试大纲，其中应该

有允许的极限误差

6.4 随机振动试验的可再现性

    随机振动信号在时域内是不可重复的，在同样长的时间，随机信号发生器不可能产生两个完全相同

的样本。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说明两个随机信号的相似性，并在它们的特性曲线上给出其容差范围，因
此有必要对随机信号给出定义，便于以后能按相似的振动条件由其他试验机构或在其他试品上再次进
行试验。应该注意，以下的公差中包括仪器误差，但不包括其他误差如随机(统计)误差和系统误差。测

量在控制点或参考点进行。

6.4.，加速度谱密度(ASD)
    ASD容差应该小于给定AS]〕量值的士3 dB(范围从 1/2 x ASI〕到2xASD)，参见相应的图1一图

4。起止斜率不得小于图1一图4中的数值。

6.4.2 方均根值(r. m. s.)

    在给定的频率范围内，参考点的加速度方均根不应超出图1-图4中规定值的110%,0
    注:频率较低时，很难达到士3 dB，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将试验值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4.3 概率密度函数(PDF)

    除非另有说明，对于每个响应点，所测加速度的时间序列PDF应该呈近似的高斯分布且峰值因数

(即峰值与r.m.s.值之比)至少为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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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5示出了累积 PDI的容差范围。

6.4.4 持续时间

    每个轴向上，进行上述随机振动的总时间不得少于规定值(见8.2和9.2) 0

6.5      AIM容差

    振动容差应符合GB/T 2423.12-1997中5.3的规定。
6.6 恢 复

    试验前和试验后的测量应在同样的条件(如温度)下进行。如有必要，试验之后应该稍等一段时间
再进行测量，以确保被试设备达到试验前测量时相同的条件。

7 试验前的测f和准备

    试验之前，应按6.3.3进行性能测试。如果此类测试超出了试验站的能力范围，经用户同意后，由

制造商进行，并提供书面证明，即在按本标准进行振动和冲击试验之前，被试设备符合性能试验要求。
制造商有责任确定响应点的位置，并在试验报告中清楚指明。

    传递函数应该按制造商给出的参考点和响应点上获取的随机信号来计算。为了进行检查或安装仪
器而取下的盖板，在试验中应该复原。

    对于2,3类设备和1类设备，应该分别在第8章和第9章的试验条件下取得传递函数。
    测量的相干系数至少应达到0.9，如果不可能达到，则最少要取120个不重叠频谱的平均值(或240

个统计自由度的线性平均值)。

8 随机振动试验条件

8.1 试验严酷等级和频率范围

    应该按表1给出的相关r.m.s.值和频率范围对设备进行试验。在设备的实际取向不明确或未知
的情况下，应该在三个方向上按垂直方向的r. m. s.值进行试验。

表， 功能性随机振动试验的严酷等级和频率范围

  功能性振动试验的持续时间

功能性振动试验的持续时间应该足够长，以保证完成所有规定的功能试验。
注1:本试验是为了证实被试设备不受所施加的、代表实际使用情况的试验量级的影响。

注2:试验时间通常都不少于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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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试验中的功能
    功能性随机振动试验中，应该进行与用户商定的功能性试验(见6.3.2)0

9 提高随机振动f级的模拟长寿命试验

9.，试验严酷等级和频率范围
    在设备的实际取向不明确或未知的情况下，应该按表2中垂向的试验量级在三个方向上进行试验。

                                  表2 试验严酷等级和频率范围

类 别 取 向
r. m. s.(试验 5 h)

      m/sZ
频 率 范 围

    1

  A级

车体安装

垂向

横向

纵向

5.90

2.90

3.90

见图1

    1

  B级

车体安装

垂向

横向

纵向

7.90

3.50

5.50

见图 2

      2

转向架安装

垂向

横向

纵向

42.5

37.0

20.0

见图 3

    3

车轴安装

垂向

横向

纵向

300

270

135

见图 4

9.2 加速振动试验的持续时间

    各类设备都应该经受总共15h的试验，一般可以在三个互相垂直的方向分别做5h。如果在此期间

设备出现过热(如橡胶件的振动等)，可以将试验暂停一段时间，使设备恢复正常，然而，必须注意总试验
时间达到5h。试验暂停情况应该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注 1试验过程中不必让设备工作

    注2:如果事先达成了协议，可以减少振动的幅值，但试验时间必须按附录 A中的方法相应延长。建议尽量不用，且

        只限于3类车轴安装的设备。由于采用该方法超出了本标准的要求，因此不得按本标准发放证书。

10 冲击试验条件

10.， 脉冲波形和容差

    对被试设备，按GB/1' 2423.5施加一系列持续时间为D,峰值为A的单个半正弦脉冲(D和A的

值见图6)0

    横向振动不应超过“B/T 2423.5规定方向上标称脉冲峰值加速度的30%0

    图6示出了脉冲波形和容差范围。
10.2 速度变化

    实际的速度变化不应该超过图6所示标称脉冲相应值的士15%a

    当速度变化用图示实际脉冲的积分求出时，应该按图6的积分时间计算。
10.3 安 装

    被试设备应按6.1的要求连接到试验装置上。
10.4 重复频率

    为了使被试设备从共振效应中恢复，两次冲击之间应该相隔足够长的时间。

10.5 试验严酷等级、脉冲波形和方向

    数值见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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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试验严酷等级、脉冲波形和方向

类 别 取 向
峰值加速度A

    .A,

标称持续时间D

            m s

      1

A级和 B级

车体安装

垂向

横向

纵 向

30

30

50

30

30

30

      2

转向架安装
全部 300 18

    3

车轴安装
全部 1 000 6

注:脉冲波形详见图 6a

10.6 冲击次数

    按GB/1' 2423.5的规定，应对被试设备施加18次冲击(三个正交平面上正向和反向各三次)。试

验应对6.3.1中的每种机械状态都重复进行。
10.7试验过程中的功能

    试验过程中，设备不必工作。然而某些设备应该保持功能的完整性，而且，除非在相关产品标准中

另有规定，应按制造商或用户在试验大纲中的要求进行验证。

11 运输和装卸

    用户专门提出的运输和装卸试验应符合GB/1' 2423.5的规定。

，2 最终测t

    试验完成之后，应该按6.3.3对设备进行性能测试。由于此类测试可能超出了试验站的能力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即在按本标准进行振动和冲击试验之后，应该由制造商进行性能测试，并提供被试设备
符合性能测试要求的书面证明。

    传递函数应该按制造商给出的参考点和响应点上获取的随机信号来计算。为了进行检查或安装仪

器而取下的盖板，在试验中应该复原。

    对于2,3类设备和1类设备，应该分别在第8章和第9章的试验条件下取得传递函数。

    测量的相干系数至少应达到0.9，如果不可能达到，则最少要取120个不重叠频谱的平均值(或240
个统计自由度的线性平均值)。

    传递函数或其他测量数据发生变化时，应该进行分析并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13 验收标准

    所有试验完成之后，如果达到了以下要求，则可认为通过了该试验:

a)  6.3.3的性能在规定范围W内;
b)6.3.2的功能在规定范围以内:

    c) 外观和机械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14试验报告

    在试验、最终测量和功能性检查全部或部分完成之后，试验站应该向用户提供一份完整的试验报

告。报告中应该说明试验过程、设备所受的影响以及:
    a)试验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并标明系列号或标识号;
    b) 有必要地，应该能够提供所使用的仪器和试验步骤的详细记录，可以但并不是必须将其列人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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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报告中;

c)试验报告中应按6.1的规定记录安装方法;

d) 采用的试验方法和次序，报告中应该有图示说明所有的控制点和测量位置;

e)所进行的功能性试验以及试验前、后性能测试的数据;
f) 控制、参考位置的试验数据和按预期要求、验收标准得出的观察结果。报告中应该包括按
    图1-6格式的所有控制点的图示。报告中还应该有容差范围，以证明该试验在本标准容差范

    围之内;

9)应该提供振动试验的功能测试数据和(或)冲击试验的功能验证结果。
注:试验报告中可以记录所进行的、超出本标准范围的特殊试验。

15 试验证书

    试验证书应该包含以下信息:

    — 关于被试设备的说明;

    — 制造商名称;

    — 设备型号和出厂/更改情况;

    — 设备的系列号;

    — 试验站报告编号;

    — 报告日期;

    — 产品试验大纲。

    该证书应该由试验站和制造商授权的代表签署。
    注:作为示例，附录 n列出了一个常见的型式试验证书。

16 试品的处置

    对于满足试验要求和验收标准的设备，可以按制造商和最终用户之间协定的标准进行修整并投人
使用。

    为了更好地跟踪了解有关信息，对于已按本标准进行过试验的所有设备，制造商有责任给出明确的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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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D

(对数坐标 ) ，dB/倍 频程

上限

标称值

  下限

标称频谱的
容差带 士3dB

6 dB/倍频程

  频率/Hz
(对数坐 标 )

当重量<500 kg时:f=5 Hz, f2二150 Hz

当500 kg<重量<1 250 kg时:f, = (1 250/1量)x2Hz,几= (1 250/A量)x 60 Hz

当重量>1 250 kg时:f =2 Hz, f2二60 Hz

垂 向 横 向 纵 向

  功能试验

  ASD量级

(m"s-Z)2/HZ

0.0164 0.004 1 0.0073

r. m. s.值(5 Hz-150 Hz)

          m/sZ
0.75 0.37 0.50

长寿命试验

  AS])量 级

(m. s 2)2八七

1.034 0.250 0.452

r. m. s.值(5 Hz---150 Hz)

          m/s2
5.9 2.9

                                  一

3.9

图， 1类-A级一车体安装一ASD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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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D

(对 数坐标 ) 9 dB/倍频程

上限

标称值

  下限

标称频谱的
容差带士3dB

6 dB/倍频程

  频率/Hz
(对敌坐 标 )

当重量< 500 kg时:f, =5 Hz, f2二150 Hz

当 500 kg<重量< 1 250 kg时 f,二(1250/重量)x 2 Hz, f, = (1250/2量)x 60 Hz

当重量> 1 250 kg时:f=2Hz,f2=60Hz

垂 向 横 向 纵 向

  功能试验

  ASD量级

(- - 2)2斗h

0.0298 0.0060 0.0144

r. m. s.值(5 Hz-150 Hz)

          m/s2
1.00 0.45 0.70

长寿命试验

  ASD量级

(m's-2 )2/11e

1.857 0.366 0.901

r.m.s.值(5 Hz-150 Hz)

          m/s'2
7.9 3.5 5.5

注1;对于试验频率低于5 Hz的设备，其 r. m. s.量值应该高于上述值。

注 2:对于试验频率低于150 Hz的设备，其r. m. s.量值应该低于上述值。

注3:如果几以上的频率存在，则应该包括在内，通过延长6 dB/1音频程衰减线与要求的最大频率相交可以得到

    其幅值。这种情况下，r. m. s.量值将增加。

图2  1类一B级一车体安装一ASD频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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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D

(对数坐标 ) gdB!倍频程

上限

标称值

  下限

标称频谱的
容差带士3dB

6dB/倍频程

乙 5    10   频率/Hz
〔对数坐标 )

当重量< 100 kg时:fi=5Hz,几二250 Hz

-j 100kg+ #<250kg时:f,= (250 /Xjt) x 2 Hz, f2= (250/R量)x 100 Hz

当重量> 250 kg时:fr=2Hz, f2=1001iz

垂 向 横 向 纵 向

  功能试验

  AS〕量级

(m's-2 )2月五

0.190 0.144 0.041 4

- .s.值(5 Hz-250 Hz)

          m/s2
5.4 4.7 2.5

长寿命试验

  ASD量级

(m's 2)2.门(z

11.83 8.96 2.62

r. m. s.值(5 Hz-250 Hz)

          m /s2
42.5 37.0 20.00

注1对于试验频率低于5 Hz的设备，其r. m. s.量值应该高于上述值。

注2:对于试验频率低于250 Hz的设备，其r. m. s.量值应该低于上述值。

注3:如果几以上的频率存在，则应该包括在内，通过延长6 dB,/倍频程衰减线与要求的最大频率相交可以得到

    其幅值。这种情况下，r. m. s.量值将增加。

图3  2类一转向架安装-ASD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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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D

〔对数坐标 ) 9 dB/倍频程

上限

标称值

  下限

标称频谱的
容差带士3 dB

6dB/倍频程

10      20   频率 /Hz
(对数 坐标 )

当重量<50曦时:九- 500 Hz

当50 kg< 2it< 125 kg时:f2二(150/2量)x 200 Hz

当重量>150咏时:几= 2001 -1z

垂 向 横 向 纵 向

  功能试验

  AS]〕量级

(_ 2)2汗七

8.74 7.0 1.751

r. m. s.值(51iz-500 Hz)

          m泞
38 34 17

长寿命试验

  八5】〕量级

(,,-2)2用z

545.2 441.2 110.3

r. m. s.值(5 Hz -500氏 )

          m/s2
300 270 135

注1:对于试验频率低于500 Hz的设备，其 r. m. s，量值应该低于上述值。

注2:如果九以上的频率存在，则应该包括在内，通过延长6 dB/倍频程衰减线与要求的最大频率相交可以得到

    其幅值。这种情况下，r. m. s.量值将增加。

图4  3类一车轴安装-ASD频谱



TB/'T 3058- 2002

9999

99 9

99

兜

95

90

so

/

/

/
  / 冷

声

币//"
」 】一

广
// //

//r夕
川
洲丫////
7/厂

v/了
州 /洲丫
/ 口//

// /声
/日/J少
夕 /刘「

/f//厂
式尸/月厂

丫/广
丫/夕

厂7}
少

「‘才门

万%}
/

/
/

70

60

50

40

叨

20

李
~
粉
鬓
彩
麟

10

0 1

00 1

4 s 飞 凡 2 凡

0$mm
2s 3 s 4 s

图 5 累计 容差范 围

13



TB/̀P 3058- 2002

1.2月

0 R A

02A

02A
巨限

标称脉冲

下 限

0 2 A

2.5 D

I-蔽           DpN9 f (al 5D
2.1 D

冲击试脸台的监侧时

划
间-2.4 D一

振动发生器的持续时间-6 D

类 别 取 向
峰值加速度A

    -AZ

标称持续时间D

              n 1s

      1

A级和B级

车体安装

垂向

横向

纵向

30

30

30

30

30

30

转向架安装 全部 3以) 18

车轴安装 全部 1 000 6

注:某些有特殊用途的1类设备可能需要额外增加峰值加速度为30 -/a2和脉冲宽度为100-的冲击试验。在

  这种情况下，应在试验前就这些要求的试验量级取得一致意见。

图6 冲击试验容差范围一半正弦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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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性附录)

关于运行测f、测f位置、记录运行数据的方法、运行数据的汇总

    以及从所得运行数据推出随机试验t级的方法的解释

    铁道机车车辆的冲击和振动与车辆速度、铁路/轨道条件及其他环境因素有关。为评估铁道机车车

辆上安装的设备能否满意地无故障工作一定年限，需要有设计/试验规范。

    为建立实用的试验规范，必须获得所测的运行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得到试验量级。为此使用下
面的数据和方法:

    — 对三种安装类别:车轴、转向架及车体，采用的标准测量位置(见第A.1章所示);

    — 用两页问卷向铁路工作人员及设备制造人员采得的运行数据(见第A.2章所示);

    — 所得运行数据的汇总(见第A.3章所示);
    — 从所得运行数据推出随机试验量级采用的方法(见第A.4章所示);

    — 采用第A.4章的方法从运行数据得到的试验量级(见第A.5章所示)。
    注:当运行数据是从实际铁道机车车辆月浅路上得到时，试*f*可用第 A.4章所示的方法计算得到。

n.， 对三种安装类别:车轴、转向架及车体采用的标准测f位t(图A.1)

    A:相对于垂向、横向和纵向坐标轴的车轴的测量位置

    F:相对于垂向、横向和纵向坐标轴的构架(转向架)的测量位置

    B:相对于垂向、横向和纵向坐标轴的车体的测量位置

fEn

1厂 }

{0 0
} 一
0 (〕」

纵向

                    图A.， 车轴、转向架(构架)及车体采用的标准测，位t

A.2 铁路运营部门和设备制造商坡写的两页运行数据

    应对每个测量位置填写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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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试验参数/条件的环境数据询问汇总

测量位置
测量方向

试验参数/条件
  (间 题)

注 释

(回 答)

总 则
1 测量振动级别的理由

2 铁路系统的位置

3 被测车辆的类型

4 特定试验或正常运行
5 车辆速度

主要条件

6气候条件[温度(℃)、相对湿度(%)、雨、雪]
7 被测车辆的轴重
8 钢轨型号(UIC分级)

9 轨道基础(轨枕、道碴)

10钢轨接合类型(焊接、接缝)
附加条件

11 车轮条件、断面、圆锥度

12 轨道条件(垂向r. m. s.振幅)

13 用于测量的轨道长度

14 弯曲半径和数量
巧 过道叉数和位置

16 其他专有事件(桥梁、隧道)

17 列车配置和总重量

18 牵引力(仅动车)}力〔仅动2

时域分析

22 时域分析的带宽

23采样频率
24 采样的总次数或所有记录的总时间

25最大加速度(m潜，正)
26 最小加速度(m/g2，负)

27 方均根值

28 振幅分辨率
29 基于谱密度函数的r. m. s. (m泞 )

频谱分析(对车体、转向架和轴推荐带宽都为 500 Hz)

30 频谱分析带宽难亢混滤波器截止频率

31 相应于时间记录的采样频率

32 频率的分辨率(叮)或频率线数
33 数据采集时的采样次数(信息组长度)

34 低频极限

35 采集乃3析时的时间窗的类型及记录长度

36 平均次数(时间记录)

37 采样的重A(0<-Ot<1)和总次数

38  ADC分辨率(动态范围)

39 仪器固有的噪声级别

40 基于PSI}的总r. m. s. (m泞 )

谱分析丐

需要的图片

41 用于频域分析的功率谱密度
42 用于时域分析的概率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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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所得运行数据的汇总

    见表A.2所示。

                        表A.2 从问卷得到的r. m. s加速度f级的汇总

类 别
r.m.、.最大级

    m/s,

r.m.5.平均级

    m/W
标准偏差 该值的次数

    1

车体垂向

车体横向

车体纵向

1.24

0.43

0.82

0.49

0.29

0.30

0.26

0.08

0.20

19

15

8

      2

转向架垂向

转向架横向

转向架纵向

7.0

7.0

4.1

3.1

3.0

1.2

2.3

1.7

1.3

14

10

9

    3

车轴垂向

车轴横向

车轴纵向

43

39

20

24

20

11

14

14

6

19

17

9

注:采用第A.4章所示的方法得到第A.5清wc中的试验量级。

A.4 从所得运行数据推出随机试验，级采用的方法

    为缩短试验时间，本标准选择增加振幅的方法，为进行模拟长寿命随机振动试验，假定损坏正比于

应力的某个指数乘以循环的次数。

                                        损坏二。'Nf

    式中:

    N，— 循环次数;

    。— 应力量级;

    m— 指数(典f值为3-9).
    这个关系与加速度量级有关，并假定它与运行寿命和试验寿命间具有同一常数，于是

                                        T,As=TtA-

    式中:

    T,— 运行寿命用寸间;

    T,— 试验时间;

    AS— 运行加速度;

    A,— 试验加速度。

    将上面等式转换成加速度的比例关系，得到

A -,Tslvm
A， \1 }

设加速度系数=时间因子，则:

时间因子一(Ts } },m
                    、It/

因而，当Ts -25%正常寿命=25年寿命x 300天/年x10时/天X25%二18 750h运行时间

      T.=5h试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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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典型为金属)

加速度系数一(18 750)15 “一7.83
    为了本规范进行了环境的调查，所得数据按 r.m.s.量级和不同类别的标准偏差等级汇总，见

表A.2.

    类别 ，，车体B级

                      功能性随机试验量级=平均运行等级十2个标准偏差

    所有其他类别

                      功能性随机试验量级=平均运行级+1个标准偏差

    模拟长寿命随机试验ma=功能性随机试验f级x加速度系数{见表A.3所计算的试验值)

A.5 采用第A.4章的方法.从运行数据得到的试验f级

见表A.3所示。

表A.3 采用第A.4章的方法从运行数据得到的试验f级

r.m.5.加速度量级

      m/s2

类 别
功能性随机试验量级

        FRTL

模拟长寿命随机试验量级

          卿 丁RTL

A级 B级 A级 B级

      1

车体垂向

车体横向

车体纵向

0.75

0.37

0.50

1.01

0.45

0.70

5.9

2.9

3.9

7.9

3.5

5.5

      2

转向架垂向

转向架横向

转向架纵向

5.4

4.7

2.5

42.5

37.0

20.0

    3

车轴垂向

车轴横向

车轴纵向

38

34

17

3〕〕

270

135

    AS-一一平均运行量级

    STD~一一标准偏差

    RTL 随机试验量级

  FRTL一一~功能性随机试验量级

SLLRTL— 模拟长寿命随机试验量级
    A级 类别1，直接与车体结构相连的车体安装设备
    B级 类别1，安装在直接与车体结构相连的设备内的总组件产嘟件

      示例:采用第 A.4章的方法计算试验量级

      车体垂向

              AS=0.49(从表A.2)

STI〕二0.26

FRTL=AS+ STD= 0.75

SLLRTL= FRTL x加速度系数二5.90

A级

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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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提示性附录)

从随机振动试验数据导 出设计t级 的指 南

B.1 引 言

    设计过程中，有必要采取措施来防止振动试验或以后正常运行时，设备，嘟件出现故障。

    本附录提供了设计振动激振振幅的公式，以及怎样根据标准选择随机输人值的指南，结尾时示出一工

作实例，最后以通用形式给出该基本公式。本附录根据单自由度系统(SDOF)导出了近似计算的公式。
    因而设计工程师有责任选择临界的振动模式(SDOF系统)来评估设计的机械完善性。

    本附录描述的计算过程供参考，不作为合同的要求。
    评估机械强度要求一定程度的工程判断力，供货商和采购商都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本附录不排除

用于追加的试验研究，以便适用于专用合同或环境要求，以满足其设计需要。

B.2 目 的

    计算机械强度时，相应于设备运行工作时的振动程度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信息缺少时，
本指南提供根据本标准导出设计振动激振数据的替换方法。这样，设计工程师就能计算应力、力或加速

度响应以达到疲劳损坏。但处理特殊设计方法不是本标准的范围。
    本附录未讨论冲击计算，但推荐设计工程师考虑本标准的冲击激振量级。

B.3 定 义

波峰因数:时域上振动的峰值对r.m.s.值的比率。

疲劳损坏过程:在设备/哪件上的固定点施加振动力，在它内部所产生的积累损坏效应
量值设计:设备嘟 件最大允许的振动响应效应(例如，过量可导致损坏或误动作)。

冲击设计:设备召郑件最大允许的瞬变响应效应(例如，过量可导致损坏或误动作)。

单自由度系统:为一简单的弹簧租 尼器系统，能用简单的二次微分方程来描述。

B.4 符 号

Ad(ft)— 谐振时设计模型疲劳损坏的稳定正弦振动激振幅值(m/s') a

Ad(m.)— 设计模型谐振时基于稳定正弦振动激振幅值的量值(m/SZ) o
ASD25— 从本标准图1一图4选择的指示25%寿命的试验激振加速度谱密度【(m-s 2)2/Hz]o

ASDIw 100%寿命的设计激振加速度谱密度〔(m.s-2)z/Hz] o

  CF,— 试验中使用的波峰因数。

    J一 作为单自由度系统(SDOF)的设备/部件的谐振频率(Hz).

  Na SDOF系统的设计响应循环次数(CS) o

  Nu SDOF系统寿命极限时响应循环次数(通常认为是平缓的S-N曲线上的一个点，等于耐

          疲劳度极限。,J)(cs)a

    u— 峰值//r. m. s.值一SDOF系统的响应值。

    ui 。的低端界限。

    ”U— ，的高端界限。
                                                                                                                      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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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2勃=谐振的放大系数。

Trt— 随机试验持续时间(s).
右— 临界阻尼的比值。

a,]— 耐疲劳度极限(pa).

B.5 假 设

本附录中的公式作如下假设:
a)当所激振的设备/部件考虑为SDOF系统时，在各个可能的谐振点上，公式(B.8.1)的疲劳损坏

    正弦振动激振幅值Ad(a) ( m/s2)与设计相应的随机振动激振量级ASD100[(m"s-Z)Z/1Iz」有同
    样的疲劳损坏过程;

b) 当激振的峰值因数限制到2.5、且相应随机振动响应3倍于其 r. m. s.值时，公式

    [(B.8.2)— 接近3.0a]中的基于正弦振动激振幅值Ad(.,,,) ( m/s,)在每个可能谐振点上产
    生相同的最大响应幅值;

注:3.0,近似值是指试验时，随机振动加速度响应量级的波峰因数为3.0，见第 B.6章。

c)设备周弓件的动态特性可认为是线性的;
d)设备的重量对它的支持结构的比率是非常小的，因而可忽略动态的相互作用效应;

e)存在着一个或几个设备培卜件的显著的谐振频率;
f)疲劳损坏过程基于Miner损坏模型;

g)一次负荷循环所增加的疲劳损坏与SDOF系统的响应振幅的1/4次方(m =4)成正比;
h)N。次循环的耐疲劳度极限是存在的;
i) 若忽略波峰因数对疲劳损坏过程的影响，只要留一点裕量即可(本标准要求留给波峰因数的裕

    量<5%);

j)  SDOF，系统的随机振动响应幅值假设是按瑞利(Rayleigh)分布的。

B.6 设计步骤

    设计计算相应的振动参数可有几种方法，这里介绍的步骤是基于任何相关用户定义的动态模型，由
本标准引用的模拟长寿命试验(5 h,25%的寿命)的相应ASD谱导出的振动量激振，而模拟长寿命试验

的相应ASD谱是根据附录A的运行数据导出的。

    此外，还推荐设计工程师进行冲击计算时，对(;B/T 2423.5-1995附录B的冲击响应谱及按本标

准选择的冲击输入激振数据一起考虑。

    设计条件如下所述:

    在评估机械强度时，设计工程师既要考虑试验，又要考虑运行工作。本指南涉及的设计条件首先对

应于试验条件。本指南提供的振动激振量级供评估疲劳和量级设计时使用。

    由本标准选择(按比例适用100%寿命)的模拟长寿命试验相应的试验ASD谱导出的振动激振量
级适用疲劳损坏过程，其疲劳损坏过程应对照疲劳损坏判据来进行评估。

    基于设计的量值是用相对于试验时的最大响应幅值来评估的。这些计算适用于随机振动试验中由

子压缩试验时间、增加随机振动幅值而可能发生的各种严酷情况，但这种激振量级并不一定反映在实际
运行情况中。

    试验时随机振动激振的量级值由其r. m、.值及试验设备使用的实际峰值因数来定义。该波峰因

数按本标准必须至少为2.5。因而设计工程师应注意试验时的实际波峰因数。因此，当根据试验设备
考虑设计时，高于2.5的波峰因数将用于重要设计量级的补偿。而且，本指南涉及的〔见公式(B.8.2)

及第B.5章」响应波峰因数趋于比试验激振的波峰因数有更高的值(见公式B.10.2).
    注:亦即若试验激振的波峰因数为 2.5，则本指南中基于正弦设计激振的幅值宁可按3倍试验响应的r. m. s.值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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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铁路运行工作中，存在着各种振动、碰撞和冲击幅值，因而峰值因数可以考虑高于2.5，而运行中的

振动量值是不易确定的。

B.7 从本标准导出设计激振的精确方法

    如果设计工程师对于此类分析已使用过计算机工具，则设计时建议采用从随机试验激振量级转换

到随机设计激振量级的方法。

B.7.1随机激振使用的疲劳计算
    从本标准的图1--4选择ASD25量级，它与长寿命试验量级等同。疲劳损坏过程计算用的设计

ASDIoo谱〔( m. s-2 )2 /F3,」可从下式得到:

                                  ASDico = 2 X ASD25·································⋯⋯ (B.7.1)
    式中系数2补偿从试验时25%寿命到设计中100%寿命引起的损坏增加(ASDIoo = ASD5再)。

B.7.2 随机激振使用的f值计算
    设计中基于应力、力或加速度计算的量级〔表示为(m's-2)2/H,]，其振动量级一般取:

                                            ASD25··········································⋯⋯ (B.7.2)

B.8 从本标准导出设计激振的近似方法

    根据第B.5章中的假定，近似的正弦设计激振幅值可作为随机激振的一种替换。

B.8.，正弦激振使用的疲劳计算
    近似的疲劳损坏过程正弦振动激振幅值Ad(te ( m/s2)可从下式得到:

Ad(ft)一1.7一、/ (-}Ilj ) X f X ASDI ��/Q一X [Trt/(N�/f)]li4·········⋯⋯(B.8.1)
                ‘v \‘ j -

B.8.2 正弦激振使用的f值计算

基于正弦振动激振幅值Ad(mg) (m泞)的近似量值由下式得到(接近3.0的:

A d(ma)一，·“丫(引x fXASD25/Q·······················⋯⋯(B.8.2)
B.9 举 例

    问题 :

    部件安装在列车下方的箱体内，箱体自身直接安装在车体的主结构上，承受本标准适用的振动环

境。试计算相应的垂向激振加速度的设计幅值。

B.9.， 精确的方法

    解:首先从本标准图2,1类B级车体安装的设备(垂向)一栏中找到随机试验振动数据，选择ASD

量级(读正常量级)，代人公式(B.7.1)求得疲劳损坏计算的设计ASD谱量级:

                            ASD,oo=2X1.9=3.8  (m.s-2)2/11,
    「相应的总疲劳设计r. m. s.值:r. m. s. d二7.9 X袍--11.2 (m/s2)]

    所选的值直接适用于按B.7.2计算的量值。

                                ASD25=1.9(m"s-Z)z/Ha
    注:公式的一般形式见第 B.10章所述。

B.9.2 近似的方法

    解:从本标准图2(读正常量级)车体安装的设备1类B级选择垂向随机振动试验数据，计算设计

ASD,oo谱(见B.9.1)并假定输人数据如下:

                      Trt = 5 h=18 000 s, Nil =107cs, Q=10,f=2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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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公式(B.8.1)，得到相应疲劳损坏计算的设计正弦幅值Ad(f):

Aa(t、一1.7[,/( ̀ ) 120x3.8/10 1 x [5x3 600/(107/20)]1/0一2.56  (m/s2)
              ‘V 、‘ 了 -

把ASD25量级代人公式((B.8.2)，得到相应量级设计的正弦幅值A d(ms):

              A,,_。、=3.0./( -")120x1.9/1。一7.33 (m/,;2)                            _、，， v、‘j

    检查试验的量级对设计的疲劳损坏计算幅值的比例:

                            Ad(}) /Ad(tr) =7.33/2.56=2.86
    于是在按本标准设计计算机械强度时，对安装在列车下方箱体中的部件应考虑幅值为2.56 m/s2

的持续正弦振动量级来模拟其疲劳过程。同样用幅值为7.33 m/s2的正弦激振模拟试验中的最大响应

量级，在本例中它高达2.86倍。见表B.1.

    表B.1为本例所有三个方向的激振设计量级。

                          表B.， 本例所有三个方向的激振设计t级

车体安装 1类 B级 ($=0.05=>Q=10)

            设计激振量级

频率

  f

  比

随机(B.7.1)

  ASD,ro

(m"，一2)2A公

随机(B.7.2)

    人压ts

(..8-2)1汗El

  正弦(B.8.1)

Ad(n), No=102cs

      m/I

正弦(B.8.1)

Ad(-),3.0,

    m/s2

垂向 横向 纵向 垂向 横向 纵向 垂向 横向 纵向 垂向 横向 纵向

20 3.8 0.74 1.8 19 0.37 0.9 2.56 1.13 1.76 7.33 3.23 5.04

B.10 用于导出近似设计激振所使用的方程式的一般形式

    这些方程式的简化形式在第B.8章中给出。

B.怕.， 疲劳计算

    近似的疲劳损坏过程的正弦振动激振幅值(m/S2)一般从下式得到:

Aa(a，一「、/(n)x f x ASD�x, /Q{x[二。/(Nu/f)](vm)[{::。‘。·‘，x e-v2i2a,(i/二):
          Lv \‘ / J

      ·······················································································，···············，·⋯⋯ M 10.1)

    公式(B.10.1)的第一项表示一个SDOF系统的r.m.s.响应幅值(m/S2)除以Q，它是由本标准(按
比例覆盖100%寿命)模拟长寿命试验中的相应ASD谱的平直部分选择的宽带随机振动输人激振的。

    第二项是由随机试验的时间Trt(S)与设日要求在f(xz)PA率下达到Nu(cs)次的时间不同引起的系数。
    第三项是正比于参与疲劳过程所有循环加权积分的系数，假定 SDOF系统的响应振幅是按“瑞利”

(Rayleigh)分布的。
    因子m是一个指数，它取决于S-N曲线的斜率，本标准中选择m =4o

B.10.2 ，级计算

    基于正弦振动激振幅值(m/S2)的近似量级一般从下式得到:

Ad(-。一(CFA+0.5) x�I( I卜ASD,, /Q···⋯⋯，...····⋯⋯(B.10.2)
        一 丫 、 ‘ j

    公式(B.10.2)的第一项表示试验的波峰因数(受试验机械限制)加一常数0.5，该常数用于补偿
SDOF系统的响应波峰因数比激振波峰因数高的趋势。

    第二项表示SDOF系统的r. m。.响应幅值(m泞)除以Q，它是由本标准模拟长寿命试验相应的
ASI)谱的平直部分选择的宽带随机振动输人激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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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提示性附录)

铁路机 车车辆上 设备一般位皿示意图及其试验类别 图

注:本分类不适用于仅有一系悬挂的车辆。

园 部件位置

      1

车内柜体

]}车体

    K

柜内组件

回
      J

车体底架

下的拒体
转向架

匕

一回
一一回

回
车轴

类 别 位 置 设 备 位 置 描 述

A1AR
M NO

I和J
直接安装在车体上方或车体下方的部件

B1BR D 安装在固定于车体底架下箱体内的部件

B1BW K和E 安装在固定于车体上的大柜体内的部件

B1B F 安装在固定于车体上的柜体内组件中的部件

2 G 安装于铁道机车车辆转向架上的柜体、组件、设备及部件

3 H 安装于铁道机车车辆车轴总组件上的组件、设备及部件或总组件

图C.， 机车车辆上设备的位t示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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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提示性附录)
型式试验证书的示例

下列设备已通过IEC 61373《铁道应用一机车车辆设备一冲击和振动试验》要求的试验

设备说 明

设备型号 制造厂名

出厂2更改状态 生产 序号

检验站报告编号 报告 日期

产品试验大纲编号 :

备注:

1)检验站(代表)

2)制造商(代表)

职务

职务

日期

日期



州砚侧湘匆翻祖国 2004年第8期 铁道技术监督

关于发布《铁道客车非金属材料的阻燃要求》

    等5项铁道行业标准修改单的通知

铁道部科技技函[2004164号

各铁路局，青藏铁路公司:
    现发布 《铁道客车非金属材料的阻燃要求》、《轨道电路通用技术条件》、(铁路应用机车车辆设备冲击

和振动试验》、(铁道客车车厢用灯第1部分:卧铺车厢用ELD地灯》、《弹条I型扣件第五部分;弹条It,

R型扣件挡板座》等5项铁道行业标准修改单予以发布。修改内容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以上面面铁道行业标准修改单不另印刷单行本，可登录铁道技术监督网站查询.网址:hppt;//www.gts-

railway.com.cno

                                                                              -00四年七月三十日

TB/T2402-1993《铁道客车非金属材料的阻燃要求》第1号修改单

                                    修 改 内 容

    一、标准中“4.4玻璃钢及其制品:氧指数01--30%;45o角燃烧通过难燃级。”修改为:"4.4玻璃钢、塑料

制品:氧指数OI?30%a;450角燃烧通过难嫩级。”

TB/T2852-1997((轨道电路通用技术条件》第1号修改单

                            二九‘修 改 内 容

    一、"4.3在最不利条件下，用0.06 SZ驼峰轨道电路取。.5 fl)电阻在轨道电路内的任何一处轨面可靠

分路时，均应使受电端的接收设备可靠地停止工作。”修改为:

    4.3在最不利条件下，用0.06 d2 (I 500 Hz-3 000 Hz频段的轨道电路分路电阻取。.15 d2;驼峰轨道电路

取0.5 fl)电阻在轨道电路内的任何一处轨面可靠分路时.均应使受电端的接收设备可靠地停止工作。

TB/T3058-2002((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第1号修改单

                                    修 改 内 容

    一、前言第一句修改为:“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61373:1999《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二、6.2.3中公式(第4页第3行)修改为:
                                                                                                                            一 45 一



2004年第8期 铁道技术监督 恤幽细目翻翻.

参考点:"J}a值二 2}, (r.ms.}n
三、标准第7页14 b)“试验报告”中“有必要地，应该能⋯⋯”改为“有必要时，应该能⋯⋯”

四、标准第13页图5中纵坐标名称“累积概率1%’，改为“累积概率%”。

五、标准第 14页图6中表第二栏修改为:

类 别 取 向 峰值加速度A m/s' 标称持续时间 D  ms

      1

A级和 B级

车体安装

垂 向

横 向

纵 向

30

30

50

30

30

50

    六、标准中17页表A.2中表头名称“表A.2从问卷得到的r.m.:加速度量级的汇总”改为“表A.2从问

卷得到的r.m.‘加速度量级的汇总”

    TB/T 3085.1-2003《铁道客车车厢用灯

第1部分:卧铺车厢用ELD地灯》第1号修改单

                                      修 改 内 容

    一、"5.18场致发光屏的寿命试验’条文“地灯的···⋯⋯最终亮度值。最终亮度值应不小于初始亮度

值。’修改为:

    5.18场致发光屏的寿命试验

    地灯的场致发光屏的寿命试验采用改变频率加速老化的试验方法进行，先对地灯的场致发光屏施加

AC 220 V/ 50‘ Hz的电源电压，通电10 min后用亮度计测量初始亮度值。然后在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将

电源频率逐步增加至1 000 Hz并开始记录初始时间(此时地灯的表面亮度会明显提高)，保持这种状态100

h后用亮度计测量最终亮度值。最终亮度值应不小于初始亮度值的70%.

        TB/T 1495.5-2003《弹条I型扣件

第5部分:弹条I型、II型扣件挡板座》第1号修改单

                                修 改 内 容

一、标准中“4.1.3弯曲强度不小于70 MPa。”修改为“4.1.3弯曲强度不小于70 MPa(干态)。”

本修改单刊载于2004年S期《铁道技术监督》

一 46 一


